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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是这些年中央一号文
件持续关注的重要内容，今年也不例
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
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

近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
善。但也应看到，在发展过程中，我国
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城乡差距、城乡不协调问题还比较突
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
育、服务等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党的十八大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
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本质
上看，是城乡利益再分配的一个过程。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保
障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必须破解的一
大难题。目前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占40.3%，是农民收入最
主要来源之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
业和农民工市民化。健全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大力促进就地就近
转移就业创业，稳定并扩大外出农民工
规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
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大军，
是产业工人的主体力量。农民工为农
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
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目
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9 亿人左
右，其中外出的农民工约 1.66亿人。

对于数目如此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解决他们的就业、创业问题十分重要。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
明表示，当前我国“五有”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高涨。何为“五有”
农民工？即“有点技术、有点资金、有点营销渠道、有点办厂能力、
有点对农村的感情”，这部分农民工的数量在200万人左右。

一方面，推动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另一方面，对
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还要解决他们的定居问题。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认为，未来 5 年城乡一体化的核
心是农民工市民化。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有能力
在城市生活的农业人口转移，使他们能够在城市落户定居。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
实 1 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保
障进城落户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提高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

随着相关方案的出台和落实，1 亿非城镇户籍人口有望圆
“城市梦”，这将释放出不少住房和消费需求，为消化房地产库存
提供原动力。但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不是简单地给农民工发
一个户口簿，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享受到跟城镇居民同等
的公共服务。要真正地打开城门，以包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
来接纳农民工，使其逐步、有序地转为城市居民，促进农民工实
现体面劳动，即：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参保有
办法、报酬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住所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
有文化、发展有目标。要使大多数农民工经过技能提升培训之
后成长为技工，使有条件的农民工逐步实现市民化，成为新市
民；着力推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融入
城市，逐步实现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市民化。

具体来看，在教育方面，我国各地将逐步把常住人口全部纳入
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创造条件使所有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条件的随
迁子女顺利入学，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同时，指导各地把专项奖
励资金重点用于以接收随迁子女为主的公办学校和合格的民办学
校，扩大公办学校的容量，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在医疗方面，全国的
新农合信息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的工作和
农民工新农合“一卡通”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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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农历正月初二恰逢藏历火猴新
年，青海各地藏族群众喜迎新年到来。

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藏族群众在长
江源村举行了隆重的藏历火猴年庆祝活
动。来自多尔玛村和拉智村的群众，身
穿亮丽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人们端着吉祥的“切玛”，为在场的老人
敬献哈达，撒青稞、敬酒，用最隆重的仪
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几百里外，远在三江源头的玉树藏族
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寒风凛冽，但浓浓的
年味弥漫在大街小巷。今年，扎西巴毛的
年货买得格外开心。去年年初，玉树市扶
贫产业园诺布林藏族服饰加工厂招收员
工，扎西巴毛进公司后，从简单的针脚走
法、衣服剪裁学起，到现在已经掌握了现
代 化 的 机 器 裁 剪 和 运 用 ，每 月 工 资 有
2800 元，为她家大大改善了生活。她给

弟弟买了干果、糖果等小零食，又给阿爸、
阿妈和弟弟买了过年的新衣服。

除夕那天，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
县河西镇下排村，64 岁的拉毛老人忙着
和馅做包子。她告诉记者，做完了包子，
她还要蒸米饭，将煮熟的米饭和酥油、白
糖、葡萄干、枸杞、蕨麻等搅拌在一起装
在龙碗中准备好，在藏历新年当天拿给
亲朋好友们品尝。

甘肃玛曲草原：

共享一桌饭
汉藏一家亲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上 接 第 一 版）脱贫主要靠种大棚彩
椒。这里土地贫瘠，天气寒冷。过去只
能种一季作物，一亩地也就收入几百
元，遇到年景不好，就颗粒无收。乡里
经过研究发现，这里的土壤尽管贫瘠，
但是土质通透性好，于是变不利为有
利，引进以色列彩椒品种，种大棚彩
椒。现在，石嘴子乡的彩椒远销国内
外，一亩大棚收入纯利达 5000 元。在
2010 年，乡里人均收入只有千元，经过
这 几 年 产 业 扶 贫 ，2015 年 人 均 收 入
5000多元。

不过当初推广大棚并不顺利。一
个大棚投入 1 万元，哪家有这个钱？而
且他们也不信值得花钱去做。地里不
打粮，老百姓就上山放牧，过度养殖放
牧，破坏了植被，形成恶性循环。怎么
办？乡干部一咬牙，自己带头示范：

“你不种，我来帮你种行不行？”10 个示
范大棚丰收后，彩椒卖上了价，乡亲们
一下子都明白了。就这样，乡里提供
建棚资金贷款，做好水电配套，乡村两
级解决土地流转。多措并举，不仅农民
收入上去了，而且全乡退耕还林 400
亩，植被恢复 30%，植被增加 15%。乡
农业技术员王丽霞告诉我们：村里种大
棚的同时，还推广节水灌溉。过去大
水漫灌，庄稼容易互相染病，地温下降

又降低了土壤自然肥力。现在是地膜
下埋滴灌系统，既节水节电，又省人工，
水肥一体还让肥料利用率也提高一倍
以上，一举数得。

我们来到 2015 年刚摘掉贫困帽的
良户营村。村委会门口，村民们正在年
货摊前置办糖果、年画、窗花、对联等。
一位正在挑年画的大妈笑眯眯地告诉
记者：“大棚彩椒丰收了，一斤彩椒能卖
2 元多。”村书记韩世才告诉我们，2015
年，全村有彩椒大棚 648 个，人均增收
3160 元。2016 年，他的新年愿望是加
大市场开拓，打出特色品牌。

谋未来，腾飞有了盼头

成绩让人欣喜。不过，乡里还有 3
个贫困村，新的一年又如何帮扶脱贫
呢？乡党委书记闫秉国说，考虑因地制
宜，分类扶贫：有一个沿坝头的村，海拔
高，气候特别冷，不适合种彩椒。乡里
就通过村企合作养鸡项目，进行产业扶

贫。另两个村，从东北引入“金红”果
树，通过林果产业脱贫。此外，再通过
劳务输出一部分，社会保障兜底一部
分。“精准扶贫最难是一个‘精’字。”闫
秉国说。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
关键是要找准路子、在精准施策上出实
招、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石嘴子乡主
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实行“倒排
机制”，以核实扶贫对象建档立卡数据
为基础，认真核准对象，核实资金使用，
搞好信息管理；完善成效监测工作，同
时进行阳光公示。

冬日的山间，干枯的树枝在风中
摇动。平坦的地并不多，但是每片平
地里都有一排排的塑料大棚，反射着
冬日的阳光，给这萧瑟的冬景点缀上
生气。2015 年，张家口整合各级各类
资 金 103.7 亿 元 ，扶 持 19.2 万 人 实 现
稳定脱贫。作为首都的“菜园子”，张
家口建设综合性现代农业示范园 15
个、特色农业园区 54 个，塞北成为国
家 级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 。 作 为 北 京 的

“后花园”，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总收
入分别增长 16%和 30%，草原天路、崇
礼滑雪场等重点景区人气持续火爆。
这些都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坚实的产业
基础。

在几天的基层调研采访中，我们了
解到张家口的精准扶贫做法主要是因
户制宜、因人施策，创造性地运用股份
合作、财政撬动、对口帮扶等机制，大力
推进特色农业、旅游、家庭手工业、新能
源等“扶贫十大工程”。2016 年，张家
口市提出确保实现 725 个贫困村、25 万
贫困人口脱贫出列。

举办 一 届 精 彩 非 凡 卓 越 的 冬 奥
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每一项都是
党中央交给张家口的重要任务，必须干
成办好，这也为张家口尽快补齐“短板”
创造了条件。张家口人正以更大的决
心，“补考”与“赶考”同时发力，扶贫开
发工作，将瞄准冬奥会，高点起步，做向
实处。

“ 补 考 ”“ 赶 考 ”快 步 跑

农历正月初二恰逢藏历新年初一：

互 道 一 声“ 罗 萨 扎 西 德 勒 ”
本报记者 代 玲

青海：

载 歌 载 舞 迎 新 年
本报记者 石 晶

“阿妈，您家的藏包做好了吗？”生
活在玛曲草原，汉族人李森福一家的
生活习俗也几乎变得跟藏族群众一样
了。每逢藏历新年前，李森福的女儿
就知道，藏族邻居冷本加家里又该做
好吃的藏包了，这可是她的最爱。

刚刚过去的除夕夜，甘肃玛曲县
李森福一家的饭桌上也是“汉族节、藏
族饭”。李森福的女儿爱吃的藏包是
传统藏族美食。它的馅儿以搅碎的牛
羊肉为主，掺和少量葱，佐以食盐、花
椒、清油、肉汤拌和而成，用不发酵的
青稞面包好蒸熟，不腥不腻，透过面皮
能看到馅儿，被誉为“水晶包子”。因
为个大又圆，当地藏民也称其为“牛眼
睛包子”。

农历正月初一是藏历大年三十，
冷本加一家先去了寺院，祈祷即将到
来的火猴年平平安安。到晚上就开始
摆年货：煮好的大块牛羊肉、滚烫的奶
茶、喷香的蕨麻米饭，还有肥而不腻的
羊肉筏子，当然也少不了草原上藏民
最喜欢的藏包。

“在外面上学，平时一想起我们草
原上的美食就馋。”冷本加的女儿南杰
卓玛在兰州上大学，最惦记的就是藏
历新年时的美味。

“我们藏族过年时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家家户户都要把所有好吃的
都摆在桌子上，以表示对新年的庆
贺。”南杰卓玛说。

“邻居家的小孩可喜欢吃藏包了，
他们经常跑来跟我阿妈说想吃藏包，我
阿妈就给他们做，他们吃得可香了！”南
杰卓玛的母亲尕藏昂毛是做藏包的高
手，不仅过年，平时做好藏包也会送给
周边的汉族邻居们品尝。“我们都是互
相学习，以前还不怎么会做菜，都是跟
邻居家学的。”说起做饭，勤劳贤惠的尕
藏昂毛微笑着说：“在我们这些邻居里，
谁家做的什么好吃，大家都去学！”

冷本加一家住的是平房，邻居也
比较多，尽管民族不同、习俗不同，但
是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从小到现在都
是这些邻居，每年过年到正月初七、初
八的时候，就开始一家一户轮流吃
饭。”在南杰卓玛眼里，邻居们就跟一
家人似的，“今天在你家吃，明天在我
家吃，热热闹闹，像个大家庭聚会，很
有过年的气氛”。

2 月 9 日一早，拉萨，天刚蒙蒙亮，
窗外还纷纷扬扬下着小雪，家住河坝林
社区的嘎嘎一家就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男主人嘎嘎挑开藏式火炉的门儿，
添上一把新柴，穿着新衣的美丽的女主
人央金则端来熬制“观胆”（一种藏式食
品）的材料，开始做新年的第一顿饭。

青稞酒、糌粑、红糖、奶渣，央金把
这些材料一一放进锅中开始熬制“观
胆”，她要让全家人都喝上一碗香甜浓
郁吉祥美满的汤。

“观胆”扑鼻的香味儿唤醒了睡梦
中的孩子们，“爸啦、阿妈啦，罗萨扎西
德勒！”孩子们纷纷起床给父母道上一

句“新年吉祥如意”。
不一会儿，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

“观胆”就端上了桌子，就着“卡塞”（藏
式食品，油炸的面点），嘎嘎一家幸福地
吃起了新年的第一餐。

2 月 9 日是藏历新年初一，从这一
天开始接下来的 15 天，藏家都将沉浸
在浓郁的年味儿里。在自家敬完“切
玛”（五谷斗）后，嘎嘎一家还要到同在
一个联户单位里的左邻右舍家拜年，敬
献切玛、哈达、青稞酒等。

自 2013 年开始，按照“住户相邻、
邻里守望”的原则，西藏创新民生服务
模式，综合考虑村（居）户数、农牧区差

异、行业特点等因素，采取亲情相联、地
域相联、行业相联等方法，平均每五到
十户组成一个联户单位，对口进行管理
和帮扶，确保“联户平安、联户增收”。

“有了联户单位，邻里之间往来更
紧密了。平时我们一起谋发展，日子一
天比一天红火；过年我们一起欢聚，节
日气氛越来越热烈。”嘎嘎说。

敲开邻居平措家的大门，平措热情
地把嘎嘎一家邀请到新换的“卡垫”（藏
式沙发）前坐下。几案上摆着“卡塞”和
各种坚果、水果等。

“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我们的
日子也越过越好，藏历新年的摆设和吃

食也越来越精美和丰富。”平措说。
聊天的同时，大家的手机也响个不

停。“短信、微信里全是亲朋好友的祝
福 。 说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罗 萨 扎 西 德
勒’！”平措说。

在畅叙邻里之谊后，两家人相约来
到布达拉宫广场和大昭寺广场。为迎
接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这两个广场都
摆上了喜庆的花坛、挂上了大红灯笼，
与雪后如洗的天空交相辉映，让节日的
拉萨更添喜庆。

“罗萨扎西德勒！”伴随着声声祝福
和希望，大家按下快门，将两家人幸福
喜悦的笑容永久定格。

欢快的舞蹈跳起来，嘹亮的歌声响
起来⋯⋯2 月 9 日，是藏历新年初一，四
川唐古拉艺术团“同心奔小康·光彩藏
羌情”慰问演出团走进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红原县，为当地的藏族同胞带来了
新春祝福。

红原县安曲镇下哈拉玛村生态文
化广场上彩旗飞舞、人头攒动，前来观
看演出的农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的盛装，
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慰问团的精彩表演不时引来阵阵
喝彩。慰问团藏族歌手格扎的一曲《藏
历新年》以铿锵有力的节奏让演出现场
沸腾了,把整台演出推向了高潮。

红原县委副书记向秋杰表示：“演
出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全县
人民的心坎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惠
民。”成都阿坝州商会副会长、慰问团副
团长李雪昂则表示，演出旨在情暖高原
群众，唱响民族团结共奋进之强音。

当天，慰问团还特地来到下哈拉玛
村一些牧民家中。多名藏族歌手用精
彩表演，把党和政府的关爱带给农牧民
群众。

“今天省里的慰问团来到我家，为
我们这些普通的牧民群众带来了新春
的问候和祝福，送来了党和政府对我们
农牧民的关怀和温暖。演员们还为我
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我们全家都非常
高兴。”牧民泽尔多高兴地说。

四川阿坝州红原县：

新 春 祝 福 送 牧 区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贡波华清

2 月 9 日 是

藏历新年初一，

拉萨藏族群众聚

在 一 起 欢 度 佳

节。

本 报 记 者

代 玲摄

本报北京 2月 9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今天通报，该委专家确诊一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根据通报，该患者为男性，34岁，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人，为广东
省东莞市某公司工作人员，发病前有委内瑞拉旅行史（委内瑞拉
为寨卡病毒疫情发生国）。目前，患者仍在赣县人民医院接受隔离
治疗，体温正常、皮疹消退，病情已明显好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江西省卫生计生部门分别组织专家
对输入病例带来的传播风险进行了评估，认为，寨卡病毒病属于蚊
媒传播疾病，主要是通过伊蚊叮咬感染；江西省不属于伊蚊主要分
布地区，目前正值冬末春初，尚未发现蚊媒活动，广东省近期气温
较低，尚未进入伊蚊活跃期。因此，此次输入病例引发传播并进一
步扩散的风险极低。

目前，江西省和赣州市卫生计生部门正按照要求，继续落实
病例治疗、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蚊媒应急监测、健康教育等措
施。广东等省份卫生计生部门正在继续开展当地疫情监测和防
范工作。

该病例有关情况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我国香港特区等通报。

我国发现一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引发传播并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极低

2 月 9 日，四川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摄影师正在为

村民拍摄“新春全家福”。春节期间，内江市摄影家协会在正子

村开展摄影下基层活动，为村民免费拍摄照片。 兰自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