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地方

一个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的地方

一个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挂帅对口帮扶的地方—宁夏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走出一条金光大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宁夏走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安宁之道。记者在走近着宁
夏之宁，在联想着华夏之安，在探寻着安宁
之道。
均衡之道是安宁的要道！
失衡，催生社会的地震，
失衡，易燃世界的焦灼，
失衡，惊动天地的纲常。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欧·佩奇就向人们

惊呼：“失去了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
时代的命题里，高分的战略答卷，璀璨

着惠及当代、彪炳千秋的光芒——
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

划”，东部比较发达的13个省市结对帮扶西
部10个省区。1996年，按照邓小平同志“两
个大局”的构想，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战略
部署。这其中，福建对口宁夏，帮扶主战场，
正是西海固。
西海固曾与甘肃河西、定西并称为“三

西”，成为“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代名词。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清朝陕甘

总督左宗棠身临其境，一声长叹。
“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30

多年前，来此的联合国专家摇头叹息。
这里的缺水碎人心！
政府送水的车经过，老远就嗅到水味

的牛，狂叫一声挣脱缰绳，疯了似的穷追水
车。声音嘶哑的几只麻雀，正在空中“叽喳”
着“渴死了渴死了”，忽见水桶盖打开，极速
扎进，被水呛死。
诗人悲叹：“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

渴，半粒在喊饿！”
“饿得不得了……”盐池县花马池镇皖

记沟村张明云哀叹着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唉，去沙地上挖老鼠洞，和老鼠抢草籽与
粮食……唉……”那时，张明云描述，每发
现一个老鼠洞，就像找到了幸福门，从洞中
抠出颗粒，眼珠子都闪出蓝光——那是饿
极了的眼光！

这里的泪水酸人心！
——一个女孩的泪水。
“我要上学！”女孩王国宁哭着刚说了

一声，爸爸用巴掌表示了不同意。她刚8岁，
刚读2年级啊！
她跑上山哭了一天。稚嫩的、柔弱的哭

声，凄婉在苍茫的、坚硬的山上。一声声无
望的哭喊，低回在冷清的山谷，悲泣在空寂
的天地间。她哭啊，哭，不是哭被爸爸打了，
其实爸爸打得不重，她哭再也不能背着书
包上学了……
妈妈身体不好，妹妹们都小，爸爸外出

打工，她从此收麦子、收豆子、放羊、锄地
……什么都干……
——一个父亲的泪水。
海原县七百户村的丁学武对二女儿

说：“下学吧，帮妈妈干活……”孩子哭了。
丁学武走出家门，躲到一个没人注意

的旮旯，双手捂着脸哭了:“娃是个又听话，
学习又好的孩子……没办法，两个孩子都
上学，我实在供不起啊！”
一次，读中学的大女儿，要2元钱的路

费去学校。他到处求人，借了一天都没借
到。孩子走不了，急哭了……
“我感觉这 2 元钱快要把我逼死了

……”多少年过去了，丁学武说起这些，还
流眼泪。
这里的扶贫刻不容缓！
1996年，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

小组，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为组长、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他提出
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
展”的指导原则，成为“闽宁模式”的灵魂。
福建省各方面累计无偿援助宁夏各类

资金13.43亿元；
5600多家福建企业、商户入驻宁夏，总

投资达800亿元，每年解决3万多人就业；
……
打水窖2万眼，滋润着焦渴的大地和渴

盼的心田。
在一个“无水区”，福建援宁人员到处

找寻。没水，没水，当地群众干裂的嘴唇和
庄稼倒地的枯黄，像声声呼唤，催促着找
水。寻寻觅觅80多天，终于打出一口深456
米的井。
出水那天，赶来的老百姓双手捧着甘

甜的水喝着，止不住的泪水流下来……不
知道谁家的小狗跑来了，用红红的舌头舔
着迸溅到地上的水，激动得打滚，快活得蹦
跳，使劲地摇着尾巴。
30多万人解决了饮水难题，“喝上水了

……”欢呼声此起彼伏！
人欢马叫，不光马叫，牛也在叫，驴也

在叫，羊也在叫……欢叫着与人同乐。
记者在采访中，被那么多催人泪下的

故事感动着。
1997年，林月婵作为福建省扶贫办负

责人，到宁夏考察。她想着组织劳务输出，
把大山里的孩子，送到福建去长见识、学技
术、去挣钱。
可是家长、孩子都有顾虑，不敢走出

去。她这个村、那个庄，这一家、那一户，细
心地做着工作。
为了多动员一些人，林月婵把自己的

妹妹和侄女搬来，到处发动。
一遍遍地说着好处，一项项地做着保

证，一点点地讲着细节。
每做通一个人的工作，林月婵眼前就

闪出亮光，她仿佛已经看到一个人的光明，
一个家的光明。虽然苦口婆心，说得口干舌
燥，但她心里却像有着泉水般的滋润。
1997年3月中旬，西吉县山区93名女

孩就要出门了。她们带着期望、怀着担心，
走向远方。
这么多没出过远门的山里女孩，走出

大山。林月婵心里既有取得成绩的喜悦，又
充满压力——得确保万无一失啊。她一个
一个环节落实着，奔波着，劳累着，嗓子都

哑了。
一年后，这些孩子挣回了钱，有的为父

母看病，有的帮助辍学的兄妹重返校园，有
的凭着技术自己创业……
这些山村女娃的气质变了。听到那当

初跟她说话都不敢抬头的孩子，大方地喊
她“林大妈”，林月婵哭了。
林月婵在任职期间，40多趟从福建赴

宁夏，她的真诚感动得多少人落泪！
在闽宁双方的努力下，在福建有4万多

宁夏人稳定务工，每年获得劳务收入超过
10亿元。劳务输出已成为脱贫致富的“铁杆
庄稼”！
1997年4月，福建党政代表团奔赴塞

上，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
议。习近平在宁夏考察6天，翻山越岭，走村
串户，坐炕头，到田间，访贫问苦……
他眼中满是凝重，
他心里满是深重，
他肩头满是沉重。
他说：“我来到这里，被当地的贫困状

态震撼了，下决心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
动福建和宁夏开展对口帮扶！”
贫困使很多孩子辍学。扶贫要同扶智、

扶志结合起来，习近平反复叮嘱：“兴办更
多的希望小学，让更多的儿童重回校园。”
20年来，福建为宁夏援建236所学校。

第六次闽宁联席会议决定，福建百所学校
与宁夏贫困地区百所学校结为帮扶对子，
实施“闽宁万名失学儿童救助工程”。
习近平从当地实际出发，对症施治，提

出坡地改梯田、打井窖、移民吊庄等一系列
扶贫措施。
如今，闽宁结对帮扶建立了1个示范

镇、160个示范村。
记者来到闽宁镇。这里原来是戈壁滩，

对烟火和绿色望眼欲穿。
从人均收入不足500元的愁苦起步，

走到了甜蜜的富足。如今6万多人的闽宁，
回族人口占83%，树绿，花香，鸟鸣，基础设
施齐全，好一个闽南风情小镇！年人均收入
达到1万多元。
我们看到，一排排大棚，在耀眼的阳光

里闪闪发光。
走进大棚，排开的菌棒上，鲜活的小蘑

菇，好像很气派的琴键欢跳出命运和畅的音
符，“演奏者”何利霞笑得质朴，笑得羞涩。
她从隆德县搬来，今年46岁，家有6口

人，4个孩子。谈起过去，她哽咽了……丈夫
受伤丧失劳动能力，一个女子，用柔软的肩
头，扛着家庭沉重的梁柱。喂牛，种地，双手
在硬土里抓挠，皴裂得像老树皮。
谈到去年7月19日见到习近平总书记，

她连连说：“当时正在大棚里干活，做梦也
没想到，没想到……”
何利霞说：“总书记‘希望你们家生

活越过越好’的祝福，叫俺觉着日子更
有奔头，干得更有劲头。您看，俺自己
包了棚！”
她一开始在这打工，每天 70 元，从

2016年9月，包了第二号棚，从打工者变成
了小老板，半年时间，就挣2.6万元。就像棚
里旺盛的蘑菇，她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20年，闽宁镇已成为贫困地区通过对

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
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
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闽宁镇的巨变，深

情回忆了20年前直接推动闽宁合作的情
景。他说：“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
闽宁镇的天空那么蓝，瓜果那么甜，老

百姓的生活也扬起风帆。
2016年7月20日，在宁夏银川召开的

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
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
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
持下去。”
号角声声，闽宁对口帮扶的脚步迈得

更大、更快、更好！
六盘山高，闽江水长。20多年，闽宁协

作，结下山高水长的深情厚谊——
“北国的凤凰南国的龙，党中央圆了千

年梦。福建宁夏手拉手，奔向共同新繁荣
……”
这首在塞上广为流传的新“花儿”，唱

出了心声。
（下转第六版）

塞上九日，处处安宁，记者称之为

“宁夏安宁现象”。

“安宁宁夏”如何打造？

一者创新。创新不仅是科技的创

新，宁夏全方位的创新，激发出黄河奔流

的生机和活力。

二者协调。协调是可持续的基石，

宁夏在城乡、身心、软硬实力等诸方面努

力协调着。

三者绿色。面对生态脆弱的现实，

宁夏生态立区、绿色发展，让居民望得见

贺兰山、看得见黄河水、记得住塞上风

情。

四者开放。开放，大海才广阔，沙湖

才长清。系着丝绸之路的宁夏，一直联

着世界。

五者共享。天空需要大地，理想需

要现实，共赢需要共享。

宁夏是棵安宁树，是在“五大发展理

念”的阳光照耀下、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

的吉祥树！

安宁是万年的期盼，长治久安是永

远的追求。安宁文化，像黄河，像长江，

一直流淌在华夏的血脉里。“文官每按四

时调和鼎鼐，武将每定八方威镇华夷，则

愿的千千年社稷安宁”，这只是个“愿

的”，即便在引以为自豪的盛唐，也时有

战乱。

“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只有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伟大的人民，依

凭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安宁的伟

大理想，变成世界瞩目的伟大现实！

站在新的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踏上实现

中国梦的大道，迅猛开始新的长征，让安

宁迈进更高境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解决人类问题作出历史性贡献！

大道之行
天下安宁

管 斌

安 宁 之 道
本报记者 管 斌

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历史因之青睐，世界为之瞩目。丁酉初夏，赴宁采风，观边塞之明珠，赏华夏之

盛景。山清水秀，天清气朗，偕路驰骋，与道翱翔，脱贫致富，宁心安常。乾坤有意开图画，日月无私合道

光，天下不敢小宁夏，古今从来大安邦。九日考察，塞上如何？天德而出宁奉行者也！

——题记

采访札记——

偏远，荒凉，落后，
黄土，沙漠，干旱……
这些词汇如枝叶，摇曳出心中的

宁夏。

随着飞机的降落，长长大河，方方稻
田，苗色水光入眼来。闪现的是诗句，颠
覆的是想象。
《经济日报》记者的塞上行，被宁

夏安宁的壮丽画卷所震撼，对，震
撼，心灵的震撼，对宁夏最深切的感
受正是震撼！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这是2016年7月19日下午，在银川
市郊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习近平总书记
发出的伟大号召。这响亮的声音，回荡在
宁夏，回荡在神州，回荡在天地间！

六盘山高，闽江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