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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经济日报记者在四川冕宁
县建设村村委会看见，不断有村民到村委
会要求加入农旺种养业专业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吸引力为何如此大？最直
接的原因来源于 3天前的一个“壮举”：1月
14 日，建设村加入合作社的 340 多户村民
分红 1311.5万元，最多的分到 30.2万元。

钱从哪里来？
从成都出发，朝西南驱车约 350 公里，

翻越多座高山后，终于到达群山绵延的凉
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这样一个交通不便
的地区，何以出现建设村这样一个富村？
村党支部书记、农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金
洪元告诉记者，分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农
旺种养业合作社。

金洪元介绍说，2010 年，建设村成立
农旺合作社，340 多户村民将 1040 亩土地
以流转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另有部分村民
以现金的方式入股。合作社下面有两个专
业合作社和一个公司，即种植业合作社、养
殖 业 合 作 社 和 投 资 公 司 。 14 日 分 配 的
1311.5 万元红利中，来源于种植业合作社
的红利 156 万元，养殖业合作社 260 万元，
大头来源于农旺合作社的投资公司。

成立 3 年的合作社何以有如此高的收
益？记者在村委会看到 3份投资协议：

第一份由农旺合作社与养殖合作社签
订于 2011 年 1 月，核心内容是：农旺合作
社向养殖合作社出资 1300 万元作为养殖
合作社投资费用⋯⋯养殖合作社必须按每
年年息 20%支付费用给农旺合作社，保证
合作社股民分红；

第二份由农旺合作社与建设沙场签订
于 2012 年 2 月，核心内容是：农旺合作社
向沙场出资 1495 万元⋯⋯沙场必须按每
年年息 20%支付费用给农旺合作社，保证
合作社股民分红；

第三份由农旺合作社与三合电站签订
于 2011 年 1 月，核心内容是：农旺合作社
向三合电站出资 2925 万元作为三合电站
投资费用⋯⋯三合电站必须按每年年息
20%支付费用给农旺合作社，保证合作社
股民分红。

仔细分析 3 份协议，不难发现，用于分
红的资金实际上主要来源于农旺公司对下
属两家公司以及电站、沙石场的投资所约
定的固定回报。

红利怎么分？
金洪元介绍说，2011 年至 2014 年，农

旺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土地入股的红利

主要是固定的土地租金，现金入股则按
20%支付。这个 4 年的周期还处于探索阶
段，下一个周期将按这几年运行的情况进
行适当调整。

这次分得最多的村民是金瓯，共分得
红利 30.2 万元。金瓯告诉记者，他的这笔
红利主要来自于 3 部分：100 多万元的现
金入股分红、6 亩多土地入股分红、500 万
元风险抵押金分红。村民刘登菊分得 2.5
万多元，“主要是两笔收入，一是 10 万元现
金入股，分得红利 2 万元，其余 5000 多元
则来自于 3亩多土地入股。”

记者了解到，村民对分红普遍感到满
意。“每亩按 1500元分红，我觉得不错了。”
村民金洪卫介绍说，他家 3 亩地如果自己
种，也赚不了更多的钱，还要被“捆”在地
里。现在把地流转给合作社，自己专心经
营饲料生意，一年少说也要赚个七八万元。

是否可持续？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土

地可流转，但不能流失，可以以合作社的形
式统一经营，但不能被某个老板收购。只
有这样，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才能持
续。”冕宁县委书记赵勇分析说，建设村在
土地流转上的探索是最值得肯定的，让农
民从土地流转中得到更大的收益、可持续
的收益应该成为土地流转的方向。

金洪元说，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
是唯一的资源，土地流转给大户或老板之
后，老板不能仅仅支付一点土地租金了事，
应让农民获得更多的经营性红利。金洪元
说，目前流转到合作社的 1000 多亩土地
除部分种植蔬菜以外，大部分主要种植水
果，这需要一个生产周期，现在支付的是土
地租金，但等水果进入丰产期之后，产出将
成倍增长，农民的红利也将随之增加。

记者了解到，村里将村民自愿流转到
合作社的 1000 多亩土地通过大户承包的
方式流转到几个大户统一经营，村民李平
华是承包经营的大户之一，他承包了 100
亩种植提子和葡萄等水果，2013 年签订承
包合同之后，他已上缴土地租金 15 万元。
李华平对将来的增收充满了信心。他算了
一笔账：头两年，水果几乎没有收益，但可
林下养鸡、套种蔬菜，每亩的纯收入有两三
千元，三四年之后，水果进入丰产期，每亩
纯收入可达 5000 元左右，上缴的红利将
不再是单纯的 1500元土地租金，还要包括
水果的收入，总的上缴红利将会翻番。

养殖业合作社已尝到合作经营的甜
头。去年，这个合作社出栏能繁母猪 650 多

头，出栏肥猪 6000 多头，出售良种仔猪
4500多头，获纯利280多万元，除上缴给农
旺合作社260万元之外，还余下20多万元。

在金洪元看来，不仅土地、养殖方面的
收益可持续，投资方面的收益同样可持
续。据介绍，这几年大多数村民把获得的
红利又投入到合作社。

凉山州是水电资源富集的地区，农旺
合作社的投资主要用于当地小水电建设。

“在水电资源开发中，当地农民总是处于不
利地位，往往是老板得了利，生态环境的破
坏却要当地百姓承担，农民一般只能靠打
工从中赚点小钱。工程结束了，老板开始
赚大钱，而农民却连打工的收入也没有
了。”于是，金洪元动员村民入股当地小水
电建设，在 14 日分配的 1311 万多元的红
利中，就有 585 万元来自水电投资。金洪
元说，合作社正在考察新的水电投资项目，
以确保村民的收益持续增加。

可否被复制？
采访时，不断有人给金洪元打电话要

求参观学习。建设村的经验可复制吗？
说起建设村 3 年巨变，赵勇认为有两

个前提，一是这个村是县里统一规划的新
农村建设示范点，有较好的基础，有产业支
撑；二是好的村委班子，班子带头人在前些
年通过承包工程、兴建水电站先富了起来，
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和带动能力。

金洪元告诉记者，经过前些年打拼，他
个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得到了村民的
大力支持，他有责任带领全村共同致富。
村里一批人跟随他外出务工多年，手中也
有一些现金需要投资。2010 年，他动员另
两名有一定实力的村支部委员，共同出资
1500 万元作为风险金发起成立了农旺合
作社。有村干部带头，有风险金“兜底”，村
民们信心大增，迅速加入农旺合作社，使合
作社的实力壮大，抗风险能力增强。

14 日分现金的场面调动了部分观望
者加入合作社的热情。“无论是土地还是
资金，分散在农民手中都难以增值，只有
捆绑起来，共同面向市场，才有出路。”
金洪元说，“有人对我们分现金的做法表
示质疑，我们这么做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合作社是公开、公平的，分的是实实在在
的票子，农民最讲实际，所以不用再动
员，观望犹豫的村民会很快动起来，加入
到合作社。”

上图 建设村已有约三分之一的村民

搬进了漂亮的乡村别墅。本报记者 钟华

林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
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 20 日在京开幕。专
家表示，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对巩固
和扩大第一批活动成果，推动作风建设取
得更大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风建设向基层推进

去年 6 月以来，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将以市县领导机
关、领导干部和基层单位为重点。20日的会
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开到县一级
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团级以上单位。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党中央召开
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会议是很少见的，
充分表明党中央对教育实践活动的高度重
视和对抓作风、改作风的坚强决心。

同第一批相比，第二批活动涉及的单
位和人员范围广、领域宽、数量大。同时，
第二批活动同群众贴得更近、关系更直接，
可以说是在“群众家门口”开展。

专家表示，在第二批活动单位中，“四

风”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市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热衷搞“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有的市县直属单位办事拖拉、推诿扯
皮；有的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
业存在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的现象；在
一些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其他基层组织
中，存在不关心群众冷暖，责任心不强的现
象等。

“基层的不良作风更直接损害群众利
益、伤害群众感情。”辛鸣说，“这就要求第
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突出做好解决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

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薛庆超说，“从实践
看，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
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甚至是变本加厉的
反弹。”

眼下，随着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收尾，
有的部门、单位产生“过关了”的思想，对

“四风”问题不再较真了。同时，一些“四
风”问题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有的楼堂馆

所穿上“创业大厦”“研发中心”等“马甲”；
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更加隐秘的送礼和
收礼手段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
秘书长高波表示，这些现象不容忽视，必须
高度警惕。

“形成风气不会一朝一夕，改变风气也
不在一时一事。抓作风、反‘四风’，必须锲
而不舍，特别要注意一些‘升级版’违规违
纪手段的出现，切实做到常态化、长期抓。”
高波说。

两批活动是改作风的“接力赛”

专家表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经
进入尾声，但收尾不是收场，还有许多后续
工作需要继续落实，两批教育实践活动是
一个有机整体，是一场接力赛，不能截然分
开。

同时，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来
说，一些久拖难解的问题，病症在下面，病
根却在上面，需要第一批活动单位从源头
上加以解决或指导帮助基层单位认真解
决。此外，对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来

说，整改措施能否到位、出台的规章制度管
不管用、能不能在基层落地生根，也需要在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得到检验。

因此，针对两批活动的衔接带动，会议
要求“坚持上下联动、前后衔接，相互配合、
共同推进”。

专家指出，要真正扫除“四风”，让教育
实践活动产生实际效果，必须严字当头，始
终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同时，还要在
建章立制中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高波表示，要将作风“软要求”转化成
考评“硬指标”，纳入巡视监督、干部考察、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经济责任审计
等常态化工作，形成督促落实和责任倒逼
机制。

“在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过程
中，还要密切关注制度运行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过勇说，要在实践中及时改进和
优 化 制 度 本 身 ， 注 重 制 度 执 行 的 严 格
性 ， 使 作 风 建 设 常 态 化 机 制 真 正 落 到
实处。

文/新华社记者 华春雨 赵 超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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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建

设村为 340 多户村民分红，1311.5 万

元摆成了一堵“现金红墙”，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一大

手笔得益于 3 年来建设村农旺种养业

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种植业合作

社、养殖业合作社和投资公司分别聚

集了优势资源，实现了抱团取暖——

本报北京 1 月 20 日讯 记者陈郁

报道：为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民政部和全国工商联日前联
合下发《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
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

《意见》明确，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开
展社会捐赠、设立慈善组织、与慈善组织
合作、组织员工开展志愿服务、在投资兴
业中吸纳困难群体、传播慈善文化及其
他创新方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具体
参与途径上，鼓励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捐
赠有价证券、专利、技术等探索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的新方式，鼓励支持具备条件
的民营企业探索企业留本冠名慈善基
金、公益信托等新载体，鼓励支持民营企
业在投资兴业中吸纳残疾人和贫困家庭
劳动力就业。

《意见》还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将以
“平等、互助、博爱、共享”为核心内容的
现代慈善理念和以“义利兼顾、以义为
先”的光彩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在企业内
部形成人人关心慈善、人人支持慈善的
良好氛围，并通过提升合作伙伴和社会
公众的慈善理念，传播慈善文化。

民政部、全国工商联：

鼓 励 民 营 企 业
投 身 公 益 慈 善

本报北京 1 月 20 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中国政府网 20 日公布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根
据计划，预期到 2016 年，全国基本普及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
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以上。

计划把提高普及水平、加强条件保
障、提升教学质量等 3 项内容作为重点
任务，提出六项主要措施，包括：扩大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规模；积极发展非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加大特殊教育
经费投入力度；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深化
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教育部：

提 高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义 务 教 育 普 及 水 平

本报北京 1 月 20 日讯 记者金晶

报道：针对部分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
听节目在题材选择、节目内容、制作资质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
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
通知》，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防止
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的网
络视听节目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补充通知》强调，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单位不得播出未取得《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机构制作的网络剧、
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个人制作并上
传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由
转发该节目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
履行生产制作机构的责任。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单位只能转发已核实真实身份
信息并符合内容管理规定的个人上传的
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不得转
发非实名用户上传的此类节目。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

2006 年 11 月，正在备战高考的四川广安邻水
县姑娘曹于亚接到了妈妈哭着打来的电话：父亲因
尿毒症晚期被送至医院抢救，双肾坏死，如不及时换
肾，生命将只能以天来计算。

换肾需要至少 50 余万元的医疗费，这个仅靠外
出打工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家庭顿时陷入了绝望。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妹妹还在读初中，患有
肺结核病的母亲心思大乱⋯⋯

曹于亚很快就恢复了冷静。这个因父母一直在
外打工，从 3 岁起就跟随外婆帮着照顾弟弟妹妹的
姑娘，比同龄人更坚强、成熟。第二天，她就赶到了
父亲所在的重庆西南医院。

看到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的父亲，曹于亚泪如雨
下。但当她了解到，肾移植可以在亲子间进行时，她
毫不迟疑地决定：用自己的肾救父亲！

曹于亚找到医生，说了自己的想法。医生看着
这个瘦小的女孩，不忍答应：“要年满 18 周岁以上的
公民才能捐肾，你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绝对不行！”

“我已经 19 岁了！请您救救我的爸爸吧！我还
有弟弟、妹妹，妈妈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爸爸
啊⋯⋯”曹于亚恳求。

全家人也都劝阻曹于亚，她却赶回家取来户口
本，跪在医生和妈妈面前：“不救爸爸，我一辈子都不
会心安的！”医生和妈妈终于答应了曹于亚的请求。
在医生和亲友的轮番劝说下，父亲也最终答应了。

别人做移植手术都是用担架抬进手术室的，曹
于亚却是自己走进去的。整个手术过程中，尽管打
了麻药，她却尽力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不时向护士
询问父亲的情况，手术后也一直不肯睡。直到护士
告诉她，父亲的手术很成功，她才安心地睡了。父女
俩的手术最终都非常成功。

老师和同学纷纷为曹于亚捐款，当地政府也将
曹于亚一家纳入低保，帮忙解决住房问题，还拨出专
款替她还清家里的债务。

病愈后的父亲在家乡开了一家“感恩堂理疗中
心”，对前来看病的低保户、贫困户一律打折或免
费。而曹于亚因“思想品德加分”被成都纺织高等专
科学校录取后，又在 2010年被保送到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青少系读本科。

为回报社会，并不富裕的曹于亚时刻想着帮助
他人：汶川地震后，她多次前往都江堰等灾区援
灾；玉树地震后，她从自己的奖学金中拿出 500
元，捐给一对受灾兄妹⋯⋯“爸爸嘱咐过，在最困
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社会上那么多的关爱和帮
助，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回报社会。”曹于
亚说。

从 8 岁开始，她悉心照料瘫痪在床的养母 10 多
年；2010 年，她成为山西临汾市年龄最小的十佳“道
德模范”；2012 年，当选为“感动中国人物”。孟佩
杰，这个出生于 1991 年的女孩和她的养母之间，有
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5 岁那年，孟佩杰的父亲因车祸去世。迫于生
活压力，母亲不得不将她送人抚养。当时，好心的刘
芳英夫妇收养了她。1998 年，刘芳英患病，只能靠
双拐勉强走路。一年后，养父无法忍受生活的艰难，
悄然离家出走。绝望中，刘芳英企图自杀，但她放在
枕头下的 40 多粒止痛片被孟佩杰发现：“妈，你别
死，妈妈不死就是我的天，有妈就有家。”

8 岁是大多数孩子上学还需要父母接送的年
纪，孟佩杰却从那年开始操持一个家。每日三餐，洗
洗涮涮，给妈妈换药⋯⋯到了冬天，她每天早早起来
给炉子添炭、掏灰。个子矮，够不着灶台就站在小凳
子上，记不清摔伤、烧伤过多少次；为妈妈和自己洗
衣服、给妈妈擦洗身子，小手冻得又红又肿，膝盖不
知磨破了几层皮。到市场上买菜，不认识葱姜蒜，就
按照妈妈告诉自己的话，编个顺口溜：“长的是葱，圆
的是蒜，疙疙瘩瘩是生姜⋯⋯”

2007 年，孟佩杰初中毕业，刘芳英的病情却开
始恶化，最终瘫痪并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为就近照
顾母亲，还未成年的孟佩杰主动选择了在山西师范
大学临汾学院隰县基础部学习。2009 年，按照学校
的安排，孟佩杰必须到临汾总校再接受 3 年教育。
为了能够照顾母亲，孟佩杰决定：带着母亲去上学！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孟佩杰在离学校最近的地
方租了房子，并向学校申请了走读。孟佩杰每天的
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 6 点，帮母亲穿衣服，给
她洗脸、梳头，然后赶到学校上课；中午 12 点下课赶
回家，做饭、喂饭，给母亲擦洗身子、活动筋骨、敷药
按摩、洗漱更衣、倒屎倒尿，换洗床单、被褥；下午 2
点，赶回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回家中做晚饭、做家
务，服侍母亲睡觉。

母亲久病卧床、大小便失禁，患上了褥疮，
孟佩杰一天要帮她翻身擦身多次。为防止褥疮扩
散，每天放学回来她都要给母亲洗衣服和床单。
她还专门跑去向老中医请教护理方法，天气暖和
时，就抱母亲到窗前晒太阳。遇到母亲排便不
畅，她就用手指帮母亲一点点抠出粪便。刚强的
母亲瘫痪后脾气变得不好，孟佩杰就时时提醒自
己：不能惹母亲生气⋯⋯

说起这十几年的日日夜夜，刘芳英泣不成声：
“我只照顾了她 3 年，她却要照顾我一辈子！”孟佩杰
却说：“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

曹于亚：

割肾救父显至爱
本报记者 陈 郁

孟佩杰：

背着养母去上学
本报记者 陈 郁

孟佩杰：

背着养母去上学
本报记者 陈 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