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红条幅贴在农家小院四周，小红灯
笼悬挂在窑洞前、凉亭下。日前，陕西省
延安市宝塔区首届“青年创业杯”农家乐
厨艺大赛在该区万花乡青年就业创业基
地热闹开赛，乡村旅游重点乡镇选送的 8
支农家乐代表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大厨们在小院里挥勺、抡锅，烹制着各自
的特色农家菜一比高下。

近年来，乡村旅游日益兴盛，宝塔区
依托农家乐迅速发展的优势，引导农村青
年积极创业就业。

老地方农家院的老板朱燕就是一个
例子。今年 32 岁的她原本是当地的一名
导游，她在工作中发现不少游客对当地农
家菜肴格外喜爱。就在自家 3 孔窑洞的
小院支起桌子创办起了农家乐，生意日渐
红火，最忙时要接待百十来桌客人。

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农家
乐雇的都是村里的婆姨，没有服务经验。
人一多，菜上不过来、上错菜，客人意见很
大，多亏政府的帮扶引导，生意才一直这
么红火，现在年均收入可达 20 多万元”。
朱燕告诉记者，一方面宝塔区政府组织星
级农家乐经营户赴咸阳市礼泉县等地进
行学习考察，并定期举办培训活动，传授

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邀请四星
级宾馆餐饮经理对服务员和厨师的技能、
服务理念等进行专业培训。同时组织食
品药品监督局、卫生局、物价局、工商分局
等部门为农家乐办理证照，统一农家乐从
业人员服装，规范和统一标识牌，并成立
农家乐协会，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
法，使农家乐走上规范有序、科学管理的
发展道路。

近年来，宝塔区培育农家乐 400 余
家，不断满足广大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
求，也让更多的农民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情
况下，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实现致富。

资金、技术和创业意愿差是困扰青年
创业的三大难题。厨艺大赛正是延安依
托红色旅游资源，选择资金少、操作性强
的农家乐特色产业，辅以技能培训，为农
村青年找到的一条创业就业之路。

延安市以创业竞赛为平台，联合相关
部门共同为青年人才创业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创新培训载体、提供优质服务，创
造更多青年就业创业的机会。

去年 9 月，延安市团市委、市青联联
合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了“延安市首届青年
创业电视大赛”。全市 13个县区的 113名

创业青年中有 16 名选手带着各自的创业
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项目涉及现代农业生
产和加工制造、电子商务、文化创意、教育
培训、民间传统工艺、信息科技、新专利应
用、新材料研发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青年创业大赛的获奖者不仅
可以获得 5 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的创业基
金，还能享受 5 位专业创业导师的全程引
导服务。创业基金通过“弱担保”的方式
进行发放，是为了解决年轻人没有能力向
金融机构提供硬性担保这一普遍难题。

延安市众圆“团延安”电子商务公司
负责人田卓告诉记者，延安的团购市场以
往并没有做大，一方面因为得不到商家认
可；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资金。通过参加
青年创业大赛，公司不仅得到了宣传，还
获得了 50 万元创业基金和专业创业导师
全程提供的引导服务，更与延安的创业青
年们进行了交流，寻觅到不少商机。

“团延安”已拥有注册用户 12 万人，
每天有 7 万的浏览量，成为延安本地最大
的团购网站，公司年盈利 100 多万元。田
卓告诉记者，未来“团延安”将把延安的小
米、红枣等农副产品进行统一包装，利用
电子商务平台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宝 塔 山 下 创 业 忙
本报记者 雷 婷

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指出：

“手机控”渐成家庭和谐大敌

即便是在高清版中国地图里，要找
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龙
凤镇，也是一件颇费眼力的事。但这个
鄂西大山中的边远小镇，却是全国综合
扶贫改革试点镇。即便是在武夷山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中，龙凤镇扶贫工作难
度、强度也不小：在 68000 多名常住人
口中，贫困人口占到三分之一。

试点两年来，大山的子女们，以惊
人的坚韧和执着，在“移民建镇、扶贫
搬迁、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的精
准扶贫之路上戮力前行。如今，龙凤镇
真的变了：新公路一天天变长、新小区
一天天长高、新茶场一天天变美、新家
园一天天变富⋯⋯

移民搬迁拔掉穷根

龙凤镇龙马村扶贫的搬迁安置点建
设工地上，一派忙碌的施工场面。每天
来查看工期进展，是龙马村村委会副主
任张义国的必修课，他指着喧闹的工地
说：“这些地基是为青堡、盘碾、左家坝
等村子的 128 户搬迁户准备的，村民都
盼着呢！”

今年 45 岁的李普敏，正是搬迁户中
的一员。提及在青堡村 22 年的生活，她
连连摆手：“吃水水不净，用电电不便，
走路路不通。山大人稀，收个玉米都难
上难。”听说新小区建成后，自来水、宽
带网、天然气一应俱全，她笑道：“我最
大的希望，就是能在新房过新年”。

为鼓励村民搬迁，当地政府出台
的政策“含金量”颇高：选择搬迁的
每人奖 1 万元，拆迁房屋每平方米补
150 元。加上其他奖励，每家补偿款在
8 万元上下，购房款缺口不大。如何能
让村民搬得了、留得住？政府也煞费
苦心地与安置点附近的制鞋厂、茶叶

厂协商并达成一致：用工优先聘用搬
迁户。

两 年 来 ， 龙 凤 镇 共 搬 迁 农 户 600
户、2100 人。脱离了恶劣自然环境的村
民们，离致富之路更近了。

产业调整种下希望

脱贫致富，归根结底还要靠产业。
在山大沟深的龙凤镇，发展什么产业既
能富民，又不破坏生态环境？最合适的
应该数茶树和经济林。

从保扎片区的一处观景台俯瞰，无
数棵 20 厘米左右的茶树苗青翠欲滴，迎
风摇摆，一行行梯田拾级而下，很是壮
观。这 1200亩现代茶园，正是龙凤镇试
点农地综合开发治理项目的成效。

据龙凤镇镇党委宣传委员张文刚介
绍，早先这里种的都是玉米或土豆，每
亩地年收入三四百元左右。种上茶树
后，3 年就可采摘茶叶，每亩地纯收入
都在 3000 元以上。“所有茶树苗每棵只
象征性地向村民收一分钱，一亩地 4000

棵苗，农民只要出 40 元。整个龙凤镇，
两年来整理茶园 32000 亩。这些茶园很
快就成了村民的‘摇钱树’。”张文刚
强调。

除了茶树，龙凤镇的气候也特别适
合漆树生长。2013 年起，在村民自愿的
基础上，龙凤镇鼓励农民种植漆树。截
至今年 5 月，当地漆树种植面积已达
8000 亩。丰产期后，每亩漆树年产值将
达到 7000元。

与企业和合作社对接，建立“一村
一品”的滴灌式扶贫；通过农民土地参
股、财政配股等模式，建立聚少成多的
池塘式扶贫⋯⋯在龙凤镇这片热土上，
产业扶贫的内容愈加丰富、精彩。

定向扶贫锁定战绩

龙凤镇青堡村茶园沟组 78 岁的龚延
强老汉在定向扶贫的帮助下，他们一家
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记者到来时，老龚的老伴王大枝正
在家中招待着前来购买鸡蛋的客人。王

大枝告诉记者：“我们家的散养鸡蛋 1 元
钱 1 个，基本上没有存货。”龚老汉和老
伴年事已高，脱贫能力有限。在龙凤镇
政府的引介下，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为
他家免费提供 220 只蛋鸡。如今，这些
蛋鸡进入了高产期，每天能收获鸡蛋
120 个左右。“刨去饲料开支，我们现在
每月有 1000 多元钱的收入，这是我以
前 想 都 不 敢 想 的 。” 王 大 枝 满 脸 笑 容
地说。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为此，
龙凤镇详尽分析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建
立一户一档，实行因户施策。据介绍，
像龚老汉这样的定向贫困户，全镇共有
200 多户、700 多人。目前，龙凤镇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已 由 此 前 的
14613 元增加到 19264 元；农村常住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4185 元 增 加 到
6198 元。全镇贫困人口由 24822 人减少
到 17422 人。“在省州市三级政府的合力
下，龙凤镇两年来有 7400 人摆脱贫困，
起步奔向小康。”恩施市委副书记张渊平
自豪地说。

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

一 户 一 档 精 准 帮 扶
本报记者 胡文鹏 通讯员 张 伟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前营村村民在村里的益民书

屋读书看报。据介绍，这里已成为村民日常文化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来此读书、借书的人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日前，湖北松滋南至荆州南 220 千伏输电线路工

程施工人员在工地图书室阅读书籍。国网湖北电力公

司工会创建的“书香工地”深受施工人员欢迎。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近日，志愿者在首都图书馆为盲人朋友朗诵经典

话剧《雷雨》剧本。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今年以来，北京市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活

动，通过开展新书展销、送书下乡、助盲有声阅读、向农

民工及困难群众捐赠图书等活动，帮助特殊人群和困

难群众进行阅读。全民阅读活动参与度和覆盖面不断

扩大，“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理念深入人心，崇尚读

书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

大 家 来 阅 读

陕西延安市宝塔区首届“青年创业

杯”农家乐厨艺大赛的参赛选手正在紧张

烹制特色菜品。近年来，宝塔区以趣味厨

艺竞赛为平台，引导农村青年依托优势产

业创业。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移动电
子产品与家庭幸福指数息息相关，过度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夫妻关
系、亲子关系和个人健康的‘大敌’。”
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 杂志社日前发
布的 《中国家庭幸福指数与移动电子产
品关系调查报告》 显示，移动电子产品
与家庭幸福指数息息相关，过度使用移
动电子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夫妻关系、亲
子关系和个人健康的大敌。

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每个家庭至少拥
有一部智能手机，大多数家庭拥有 2-3
部智能手机，半数家庭拥有平板电脑，
73.3%的被调查者的智能手机 24 小时开
机。当前，家庭聚会已不是人与人之间
的相聚，聚会模式变成“人+智能手机+
人”，43.0%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在家庭
聚会中各自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调 查 结 果 还 显 示 ， 在 与 配 偶 相 处
时，人们也难以放下手中的移动电子产
品。近一半的被调查者 （47.2%） 在下班

后陪伴配偶时，仍会使用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在已婚被调查者中，超过六成

（60.1%） 的人感到配偶玩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的时间过长。移动电子产品已经成
为夫妻间的“电子情敌”，当人们沉溺于
掌中世界时，不免忽略了身边伴侣的需
求和感受。陪伴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
品的被调查者，婚姻幸福感显著低于陪
伴配偶时不用和有时用移动电子产品的
被调查者。此外，移动电子产品的过度
使用也降低了亲子关系的品质。26.3%的
父母在工作日下班后陪伴孩子时仍可能

会用智能手机，而在节假日这一比例上
升至 33.4%。36.6%的被调查者有时会将
智 能 手 机/平 板 电 脑 作 为 安 抚 孩 子 的
工具。

报 告 提 醒 ， 睡 前 使 用 移 动 电 子 产
品，对睡眠质量的损害很明显。62.8%的
被调查者每天带着移动电子产品上床。
50.3%的人每天晚上关灯后，继续玩移动
电子产品。调查发现，习惯于睡觉前玩
智能手机的人更多存在入睡困难问题，
这个群体中 28.1%的人入睡时间超过 60
分钟，这一比例是从不带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上床者的 5倍。
报告认为，移动电子产品本身并没

有对和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我
们应该利用移动电子产品，使家人之间
的关系更亲密而不是更疏远。对此，有
关专家提醒，增进伴侣之间的感情，需
要对移动电子产品适当“断瘾”，隔离外
界刺激，规划专属亲密时间；家长需要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选择浏览内
容，增加与孩子的沟通，教育孩子对来
自移动电子产品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
考，不可全盘接收。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通讯员宁国用报道：近年
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采取积
极措施，解决了一大批城镇
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
问题。

据 悉 ， 从 1998 年 起 ，
广西开始启动保障性住房建
设，至 2014 年，全区城镇
共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各
类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约
129 万套 （户），基本建成
73.32 万 套 ， 分 配 入 住
60.81 万套，这些保障性住
房的相继建成和分配入住将
有效解决约 430 万城镇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
问题。

广西稳步推进棚户区改
造“以购代建”方式，在确
保棚户区居民住有所居的前
提下，逐步提高棚户区改造
中的货币安置比例。截至
2015 年 3 月底，全区已落
实棚户区货币安置 4.15 万
户，各项任务指标均已落实
到项目和前期手续。同时，
广西采取租赁型、产权型安
置房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改
造，改造中，合理配置公租
房、经适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安置棚户区居民，并根据棚
户区居民需求，稳步开展棚
户区改造共有产权试点工
作。去年，广西——东盟经
济技术开发区向困难群众出
售了部分安置住房的共有产
权，较好地实现了棚户区居
民的差别化保障。

此外，广西还陆续将特殊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
围，逐步解决公益事业性质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如
南宁市将“环卫公寓”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
一，共建设保障性住房 1550 套，目前所有住房均已
分配至环卫工人手中。广西还开展了“以船为家，渔
民上岸”行动，根据渔民的收入水平，以公共租赁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方式共建设保障性
住房 4544 套，基本解决了上岸渔民的居住问题，切
实将扶贫攻坚、民生战略落到实处。

2015 年，国家下达广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
标任务为开工建设 21.72 万套 （户）、基本建成 10 万
套、分配入住 10 万套保障性住房。截至 3 月底，全
区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 9.54 万套，基本建成 21.72
万套，完成分配入住 2.47 万套。在确保上述 21.72 万
套开工任务基础上，广西还自加压力，加大棚户区改
造实施规模，2015 年棚户区改造规模将达到 18.13
万套。

广西

：

四百万贫困群众圆

﹃
安居梦

﹄

▲湖北恩施龙凤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区域内，退耕

还林种上的漆树已成林。 王传普摄

◀龙凤镇双堰塘集中安置点一角。 伍功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