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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贵州锦屏县村村寨寨的新鲜事儿层出不
穷，让人耳目一新。

新气象

贫困村里的“金点子会”

农历正月初二，偶里乡皆久村春意盎然，一户一代表、
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和皆久村籍国家公职人员 200 余人欢
聚一堂，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展大讨论。

“我们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山多耕地少，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靠什么？”村支书龙道富思考的闸门一打开，村民
们你一言、我一语，畅谈起来。

“我愿带领村里的富余劳力去南洋打工，南洋的工资
比我们这里高得多。”在南洋某公司打拼多年已是中层管
理人员的吴恒春表示。

“靠山吃山，我们有 5000 多亩林地，我看要调整林业
结构，实现用材林向经济林转变，多种山核桃、山茶，我们
才能后发赶超。”“环境治理与保护也不可少，建议出台村
内溪流保护公约，不准药鱼、电鱼，垃圾不准倒入溪水里。”

劳务输出、发展林下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村民们
把发展的蓝图一个个摆出来，贫困村解困思路也一点点梳
理清晰。

新潮流

泡在农家书屋忙充电

“走，去农家书屋看书去！”农历正月初三，花桥村的一
些农民去村里的农家书屋，来这里看书、借书的村民络绎
不绝，村支书徐树仁介绍，过年这一段时间，农家书屋每天
借书量多达上百本。

春节前夕，锦屏县全面充实了农家书屋藏书，农民泡
在农家书屋，或查询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知识，或学习新的
种养业知识，忙得不亦乐乎。“不打麻将不喝酒，有空就往
书屋走；不懂的知识书中有，大老粗种养技术有一手。”徐
树仁道出了农家书屋给群众带来的好处。

“快来看，久林开小车回家过年了！”“这车多少钱啊？”
“什么牌子？”刚一下车，龙久林就被闻讯赶来的邻居们围
住问个不停。

“广州本田，不贵，才十几万元。”龙久林笑着说。现年37岁
的龙久林是令冲村村民，在浙江义乌打工多年，靠着自己的努
力和打拼，在义乌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现在
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买辆车春节开着回家方便得很。”

在锦屏的乡间道路上，挂着外地车牌的小汽车随处可
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风尚

电脑作嫁妆成新宠

姜源文是敦寨镇村民，农历正月十二举办婚礼。连日
来，为了选一款电脑作为嫁妆，小两口在县城电脑销售店
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现在是信息时代，建设新农村离
不开电脑。我与媳妇商议好了，嫁妆什么也不要，只要电
脑，既简单不铺张，又能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姜源
文说。

锦屏县深入开展以送科技、送技术、送致富信息为
主要内容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积极引导农村青
年改变昔日那种竞相攀比嫁妆，讲究豪华排场的铺张浪
费习俗。一些从网络中尝到甜头的女青年争相购买电脑
作为新婚嫁妆，利用电脑信息畅通的有利条件，因地制
宜发展适销对路的种植、养殖项目，或创办个体私营企
业，或当“市场红娘”农业经纪人。如今，在锦屏农村

“结婚不铺张，电脑作嫁妆”，已成为待嫁女青年追求的
新风尚。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带给农村不少新的变化，犹如
春风一般，在林海杉乡汇聚成苗乡侗寨后发赶超的正
能量。

苗 乡 侗 寨 新 事 多
本报记者 王新伟 23 日下午，记者刚来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北定

福村村委会办公室门口，便听到里面传出热闹的讨论声。
“小朋友们，你们春节是怎么过的啊？”“拜年”、“放鞭

炮”、“吃汤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那我们把过
年的情景画下来，好不好？”

原来，大学生村官乔薇正为孩子们上美术课，而今天
的美术课与平时不同，教室里不仅多了幻灯机、笔记本电
脑、许多绘画工具，还多了一些从城里来的小朋友。

乔薇说，为了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北京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用“善薪计划”捐款为北定福村的“农村
儿童美术公益课堂”配备了价值近 3 万元的物资，帮助他
们改善了教学条件。今天，“善薪计划”的捐助者带着孩
子们来到了课堂，和留守儿童共同学习、交流。

7 岁的吉善薇平时就喜欢画画，和其他小朋友一起
学画画十分开心，画完后，把自己的画留给了认识的新朋
友作礼物。曾获第四届国际少儿书画大赛银奖的留守儿
童关海龙则耐心地教旁边的小朋友如何调水粉颜料。

“今天来参加活动的都是自愿报名的捐赠者，我们的
征集信息发出后，半天时间就有 10 多位家长报名。”北京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淑惠介绍。据介绍，“善薪计
划”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
合推出的面向个体捐赠者，倡导社会大众关注青少年弱
势群体需求的一种具有倡导性、计划性、持续性、便捷性
和透明性特点的公益捐赠方式，自推出以来已有 5000
多人参与。

留 守 儿 童 幸 福 年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河南正阳县真阳镇李通村种粮大户黄磊最近格外繁
忙。春节后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向仓库里卸化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了，要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农
业补贴还要向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这让我种地
的劲头更足啦！这不，我今年准备了 40 多吨返青苗肥
料。”黄磊乐呵呵地说。

黄磊原来在外经商，2009 年开始回乡创业，几年时
间承包的耕地从 300 亩发展到 2000 多亩。为了提高耕
种效益，他聘请了农业技术顾问，并与省内各大知名农业
科研单位签订良种繁育合同，建成良种繁育生产基地。

“这几年我没少拿国家的补贴！”黄磊告诉记者。每
年，他享受的良种补贴有 20 多万元，近几年享受到的
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共有 20多万元。2011年 12月他被
评为全国种粮大户，奖励他一台价值 20 多万元的东方
红拖拉机。黄磊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还要逐步
扩大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范围，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
模，他打算再购置一台 30多万元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我现在的目标是带动周边乡村的农户一起发展无
公害标准化种植。”黄磊和当地其他种粮大户牵头成立
了正阳县柏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 10 万亩以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希望
能把扶持我们这些种粮大户和农民合作社的政策尽快落
实下来，解决我们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提高我们发展
现代农业的积极性。”黄磊说出了他的新年心愿。

种 粮 大 户 新 期 盼
本报记者 王 伟

今年是我的最后一个春运，还有两个月我

就退休了。算算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已近 30

年，如今要离开了还真的是有些依依不舍。

多年来，我看着车站变化，看着车次增

加，看着火车从绿皮车变成动车，看着旅客生

活越来越好，看着我们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虽然我在工作中受过不少委屈，身体也

有些小毛病，但还是舍不得我的岗位。这么多

年面对旅客，我已经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

法，旅客满意，我也有工作的成就感。

这些年对家里歉太多了。我的父母还在山

西，工作以来我就没有回家过年。众所周知，

节假日是铁路最忙碌的时候，我们要坚守在岗

位上。老人孩子都盼着我能回去过个团圆年，

这个愿望明年就能实现了。家里 4 个老人身体

都不是很好，我妈妈前不久刚做完眼睛手术，

等我退休了，我就回去照顾她。

今年的除夕我也是在岗位上度过的，车站

里年味十足，和旅客们、同事们一起过年真的

很高兴。我坚守好最后一个春运，享受我的工

作，为我的职业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2月25日 小雪

最 后 一 个 春 运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 李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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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站 长 日 记

“干杯！”杯子里倒满自酿的糯米酒，碰
在一起，发出清脆动听的声音。

一家人围坐一桌，自家养的鸡、鸭、鱼
样样有，菜虽然普通，但团聚的味道很浓，
这是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付俄村
张瑞清家迁入新居的第一个春节。

128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一楼客厅内
摆放了一套宽大的皮沙发，二楼则装上了
空调。“原来村里住的都是瓦房和茅草房，
连条水泥路都没有，现在家家都有小楼
了。”张瑞清笑着说。

付俄村去年年初完成农村住房改造，
村里 64 户村民都搬进了新盖的小楼，还有
属于自己的庭院。在付俄村整村推进建设
中，政府创新采用“政府+农户+金融机构”
模式：每户盖房所需 13 万元，由农民以橡
胶林林权证作抵押，每户从农信社贷款 9

万元，政府贴息，剩下的费用由政府补贴。
就这样，以农户自己出一点、向金融机构贷
一点、政府帮助筹一点的方式，建起了属于
自己的小楼。

张瑞清的妻子符玉兰说，她当年嫁到
付俄村的时候，村民没有什么收入项目。
2000 年开始，群众开始种植橡胶，如今张
瑞清家 30 多亩橡胶全部开割，一年可以收
入 5万元左右。

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谋划发展产
业。合作社的第一个项目是养猪。“去年第
一批 300 头猪出栏，每户村民分到 1700 多
元。今年猪肉价格好，估计效益也不差。”
与合作社合作的符玉兰笑着说，靠养猪，村
民的日子也会一天一天“肥”起来。

“今年合作社还打算搞农家乐，盖一个
会所，吸引游客。”符玉兰说。

美丽乡村幸福家
本报记者 何 伟

这一阵子，山东省乳山市徐家镇东南
塂村村民于新见和媳妇在忙碌着给新居添
置各种家当。尽管寒冷的冬天还没有过
去，于新见的新家里却已暖意融融。他和
303户村民一起搬进的新房，是乳山农村首
个利用地源热实现供暖的小区，随住随暖。

“以前住平房时，都是靠烧煤取暖，每
年买煤的钱少说也要花上千八百元，现在
22℃，不用煤、不用电，暖和干净还省钱。”
身着单衣的于新见指着墙上的温度计说，
现在就连洗碗做饭都用上了地源热泵系统
加热的热水。

在小区西北面的供暖机房里，负责供
暖的工程师王成忠介绍说，小区取暖采用
地源热泵系统，即从土壤中吸热取暖。地
源热泵系统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
(如电能)，实现由低品位热能向高品位热

能的转移。地源热泵系统运行时，不消耗
水也不污染水。供暖设备从地下抽出的水
温为十几摄氏度，经过设备进一步加热，最
终能使居民家里温度保持在 20℃左右。

乳山市在新农村改造过程中，规划累
计投资 6000 多万元，将 8 个项目列为农村
地区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利用周围可再
生能源，选择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
土壤源热泵技术应用、地下水源热泵技术
应用、地表水源热泵技术应用等可再生新
能源利用形式，与新建建筑相结合，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加快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推
广环保生态效益。

在东南塂村首个建成的可再生能源示
范项目旁，同样利用地源热能源的 6 栋新
房正在加紧建设。几个月后，又有 200 多
户村民也将享受到地源热供暖的新楼房。

农民住上地源热供暖房
本报记者 刘 瑾

从兰州中川机场出发，顺着 S201 公路向北，大约行驶
60 公里，就可以看到公路旁一个写着“民安村”的小牌子，
这儿有一条双向水泥路通向村子，远远地可以看见村子里
整齐统一设计的新房。

民安村是个新村，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喜泉镇。
村民多是从附近的大安村、福禄村、三台井村等 6 个山区村
搬迁过来。自 2010年动工建设至今，民安村已具雏形。

原三台井村魏东邦的家在村中心广场二层小楼的旁
边，占地约 500 平方米的院落，留有一个小菜园，修建了水
窖、车库、仓库、养殖区。“往年亲戚朋友来拜年，人多的时候
屋里连个落脚的地都没有，现在好了。”魏东邦说，“政府对
搬迁户有补贴，移民一口人补贴 2000 元，危房改造每户 1
万元，养殖区每户 4500 元，水窖每户 1000 元。这几年山
区的旱地收成不好，大部分乡亲都没有多少积蓄。虽然政
府给补贴，搬迁建房也不容易。”

虽然搬迁建房费力了些，但搬进新农村，比起原来在山
区的生活，“新农村比山区村里确实好。人多了，过年也更
热闹了。往年在山区由于多是老人，晚上很少听到鞭炮
声。”乡亲们说，现在村上的妇女晚饭后都去村委会活动室
里跳广场舞，比如说江南 style、最炫民族风等。“在原来的
老村子，哪有跳舞的地方啊。”

往巷子里面走，记者看到了已施工的学校。从铁扇门
的缝隙里看去，有 2 排瓦房。“按计划，今年秋季就要开始招
生开课。”魏东邦介绍说。

山区原来的旱地靠天吃饭，“十种九不收”，加之漫山
遍野地放羊，山区植被严重破坏。听说在新农村能种水
地，乡亲们都很期待。为了解决乡亲们种地问题，景泰县
已整理 6500 亩土地。如果这些土地适合播种，来年就可
以下种了。

民 安 村 里 话 民 生
本报记者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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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出村就可以直接刷卡取现金了，真是太方便
了。”西藏林芝县更张民族自治乡的农牧民尼玛多吉拿着
刚取的 300 元现金说，“以前为了取一次钱，得坐车到县
里，来回好几个小时，很不方便。自从农行西藏分行在村
里建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取一次钱两三分钟就搞
定了，还省下了到县城的交通费。”

得益于中国农业银行的金穗“惠农通”工程，西藏农
牧区的很多农牧民都免费办理了“金穗惠农卡”，开始享
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在拉萨市尼木县续迈乡续迈村，村民斯达正拿着惠
农卡在续迈乡助农取款点取款。“以前每个月我都要去镇

上或者县城取养老金，现在在
村里的助农取款点就可以取到
钱了，我们牧民手里现金又不
多，要用就得去取。现在在家
门口我就能取到钱买到东西，
呀咕嘟！”拿到钱的斯达很是

高兴。
针对西藏大部分农牧区乡镇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农

牧民群众的金融需求又日益增长的情况，去年 7 月以来，
农行西藏分行加大了“惠农通”工程建设的力度。农行西
藏分行三农金融部总经理普布次仁告诉记者，截至去年
底，他们新发放惠农卡 47724 张，设立“惠农通”工程服务
点 156 个，覆盖全区 95 个乡镇和 119 个行政村。不过，
西藏至今仍有 200多个乡村没有金融服务网点。农行西
藏分行副行长李天况说：“2013 年，我们还将计划新增金
穗‘惠农通’有效服务点 1200个，并力争在 200多个金融
网点空白乡镇开设服务点。”

金融网点开在牧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2 月 22

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

县良口乡寨塘

村茶农在茶园

里采摘春茶。

随着气温

转暖，广西三

江春茶进入采

摘期，侗乡茶

农纷纷赶着季

节采春茶。

梁克川摄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刘志奇 管培利 郭存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