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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启蛰，品物皆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

拜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以真抓

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

劲、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

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决策、

工作部署变为现实，继续朝着我

们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这

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

项工作至关重要的方法论。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之年，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工作主题和主要任务。面

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只

有充分调动起“四股劲”，拿出

“真抓”的作风、坚定“敢抓”的决

心、锤炼“善抓”的本领、坚持“常

抓”的态度，才能确保党的十九

大精神落到实处、落地生根。

真抓的实劲，考验着作风与

决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要在做实上下功夫，要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开会发文是传达精神的必要方

式，但传达精神不等同于开开

会、发发文件，落实部署也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还是要

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

多实惠，积聚起参与发展、推动改革的合力。

敢抓的狠劲，考验着勇气与担当。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抓落实，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脱贫进入攻坚期的当下

抓落实，我们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直面矛盾，敢

于较真碰硬。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应该做的

事，顶着压力也要做；应该担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发挥

“头雁效应”，努力推进改革决策部署落地开花。

善抓的巧劲，考验着本领与智慧。抓落实，不能蛮干、盲

干、胡乱干，而是要实干、会干、巧妙干。面对难啃的硬骨头，

要敢于迎上前，还要善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和要害，用巧劲攻

坚克难。面对日益凸显的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复杂性，

要勤思考、多观察，分清轻重缓急，增强合力、减少阻力。各

地各部门更要自觉行动起来，明确职责范围，找准工作方

案，排出任务表、时间表、路线图，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

落实下去。

常抓的韧劲，考验着毅力与恒心。谈到改革发展，我们

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应看

到，改革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

役。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

钉牢；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推进，不留空白、不造烂尾。

说到底，充分调动起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

巧劲、常抓的韧劲，就是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就是

要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涉及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

中。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党和国家事业赢得

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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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新年气氛格外浓。这天，达斡
尔剪纸非遗传承人苏梅创作了一个新哈
尼卡剪纸作品“过新年”，一张蓝色的彩
纸，在她手中三剪两裁，一个个活灵活现
的哈尼卡人物跃然而出，演绎着达斡尔
族过新年的场景。

“哈尼卡”达斡尔语意为“眼仁”，形
容非常小巧。哈尼卡是达斡尔族的纸
偶，是达斡尔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手工
艺术，大小从几厘米到20厘米高不等。

“在达斡尔族人的眼中，哈尼卡就像是
‘芭比娃娃’，它的玩法和‘过家家’类似，是
达斡尔族孩子的童年记忆。”苏梅说。

今年 52 岁的苏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
剪纸能人，从小学习制作哈尼卡纸偶。
1998年，毕业于黑龙江教育学院美术系的
苏梅回到家乡，全身心投入哈尼卡剪纸艺
术的传承中。

“达斡尔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哈尼卡
等精美剪纸图像，成了传承达斡尔族传统
文化的良好载体。”苏梅说。

苏梅不满足于传承，同时不断推陈出
新。她的剪下，诞生了耕种、打猎、捕鱼、采
柳蒿芽、打曲棍球、荡秋千等表现达斡尔族
生活的新作品；同时，给哈尼卡人物加上了
双手和更多的饰物，创作材料日趋多样化，
造型更新颖丰富，受到人们的欢迎。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苏梅带着技艺走进课堂、
走向社会面对面辅导、培训哈尼卡的制
作技艺。

“现在我们有一个哈尼卡制作微信
群，里面有40多个传承人。”苏梅说。

与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相
隔数千里的广东潮汕，小小的一把剪刀，薄
薄的一张纸，同样幻化出神奇和喜庆。

陈雁淑和许遵英都是第一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潮阳剪纸的传承人。陈雁
淑出生于剪纸世家，是第四代剪纸传人，
她 10 岁开始学习剪纸，如今已近 40
年。许遵英 12 岁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学

艺，剪刀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对于她们
来说，剪纸不仅是手艺，更是信仰。

中国民间剪纸分为南方剪纸与北方剪
纸两大流派，潮阳剪纸则是南方剪纸的主
要代表。潮阳剪纸一般在游神赛会、祭祖
拜神等传统活动中渲染气氛。

许遵英的剪纸过去主要用于传统节日、
祭祀，现在，她更多致力于家居装饰和工艺礼
品。这些年，她主动与广州美术学院合作，通
过专业的创意设计，让古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剪纸手工礼盒、剪纸灯等贴近现代生活的创
新产品渐次投放市场。记者了解，陈雁淑为
党的十九大献礼创作的剪纸作品《红船领航
新时代》，正在汕头市文化馆展览。

为了传承潮阳剪纸技艺，许遵英编写了
《潮阳剪纸入门》一书，免费供潮阳职教中心
等学校使用；陈雁淑常年在汕头中小学校开
设剪纸公益课和各种公益推广活动。

“孩子们特别喜欢学习剪纸，每次都会
围着我问问题。”陈雁淑很欣慰。

文/新华社记者 哈丽娜 邓瑞璇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一把剪刀、一张薄纸，幻化出神奇和喜庆——

“哈尼卡”“潮阳剪纸”：美的创造 美的传承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 刘 兴

重访井冈山：乡村新事多

农历正月初二凌晨4点，由上海开往兰州的Z216次列
车快速行驶，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乘务员马志远却专心地
望着窗外，一闪而逝的信号灯照映出他充满期待的脸。

25 岁的马志远是河南洛阳人，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兰
铁集团兰州客运段工作。虽离家千里，但列车往返都经停
洛阳站。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父母自然会把握站台团聚的
宝贵机会。凌晨 4 点 47 分，列车正点到达洛阳站。车门
一打开，就看见站台上脸颊通红、两手满满当当拎着食物
的父母，10 多分钟后，列车缓缓启动，马志远和父母挥
手告别。

马志远所在的兰州客运段沪直 6 组，乘务员全都是年
轻人，他们大多数家在外地，又是独生子女，经常跟家人在
站台上“相聚 3分钟”。按照乘务交路计划，这个班组在大
年三十走车，回到兰州已是正月初二晚上了，这也是该班组
连续两年在列车上过大年。列车长李玉凤提议，从上海回
来后，把大家请到自己家里一起过年，吃一顿年夜饭。为了
让小伙伴们吃得不同寻常，李玉凤提前询问大家爱吃的饭
菜，建议大家各自准备一道最能代表家乡味道的菜品。

乘务员的父母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大力支持，各自从
家里做了最拿手、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早早来到站台上等
待着列车到站，把这顿年夜饭带到兰州、洛阳、西安、宝
鸡、天水等地。列车一到站，乘务员的父母就把“特产”
送到车上，一顿来自五湖四海的年夜饭就这样一站一站地

“接力”上车。
洛阳的糕点、西安的馍、宝鸡的面、天水的呱呱、热气腾

腾羊羔肉、兰州的糟肉……正月初二晚上7点多，一桌不同
寻常的饭菜摆上列车长李玉凤家的餐桌，一群为服务旅客
而耽误过年的年轻人，开始品尝迟来的“年夜饭”。

一顿迟来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月17日，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游人如织。春节期间，海南在各景区推出了系列旅游项目，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2月17日早上5点多，我突然接到上海客运段

K5556 次列车长的电话，说车上有名旅客癫痫病

反复发作，需要提前下车救治。

我立即根据提供的列车到站时间，与同事一起

去接站。原来，这位不到30岁的旅客在上海工作，

下班后便急匆匆地赶往车站，乘坐火车回家。上车

后没多久，这位旅客突然癫痫病发作，经过列车乘务

员和乘车的医务工作者紧急抢救，症状逐渐得到了

缓解。可是今天早晨，旅客再次失去了意识，虽然再

次救治成功，但列车长出于对旅客身体状况考虑，劝

说他先行下车治疗。早上6时许，我们在站上接到

了这名旅客，并联系了他的家人和医院。这名旅客

告诉我们，他前些天一直加班，只为在回家前把工

作做完，却没想到在回家的火车上突然发病。“多亏

了你们的紧急处置和帮助，不然我就危险了。”

提示：春运期间乘车旅客较多，身体不适或患
有疾病的旅客请及时与列车长或工作人员联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治国李治国整理整理））

他能平安回家了
安徽阜阳站值班站长 杜运萍

（上接第一版）

每年的新春联欢会，是敬老院里最隆重的事。张锦
和她的队友们也抖擞起精气神儿，拿出压箱底儿的本事，
准备节目。“我们不愿意做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公民’，
要从穿衣打扮上开始给自己提精神，积极面对生活，也给
周围的人带来光明和力量。”

每天早上6:30起床，7:30吃早饭，9点开始走模特、
唱歌等活动……入院 6 年，张锦早就适应了敬老院的生
活节奏。春节的家庭聚会也安排在这里。这既是不想给
孩子添麻烦，更因为在敬老院有好多朋友，一起参加各种
活动。“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女儿来这儿看我就行了。”

模特队里的刘进文，和老伴儿一起把家安在敬老
院。除了走模特，她还参加了一个三人女声小合唱组合，
每星期还要去院外游一次泳。“难得有这样的环境，碰上
这么几个老姐们儿，日子过得特开心。”

模特还没走下台，舞蹈队的练习就开始了。大红的手
帕在老人们手中上下翻飞。住在寿山园的徐阿姨说，“读
书、看报、舞蹈，一天到晚没闲住。心态好，啥都有了”。

“大家庭，乐陶陶”

今年，是王云红在四季青敬老院工作的第 25 个年
头。作为护理部主任，她见证了院里护理标准从无到有、
从有到精的提升。“在敬老院，对老人的个人生活照料、个
性化的护理非常重要。2000 年前后民政部门开始有护
理员的培训，我们通过学习总结不断规范服务，保证
100%持证上岗。”

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规范》已实施多年，四
季青敬老院建立的“院标”，其详细程度远超“地标”。针对
每项服务内容，用流程图或箭头列出了详细的操作步骤。
比如：为老人洗脸时毛巾不同的角分拭不同部位、给老人
拍背要自下而上、给老人剪脚指甲要剪成平形，等等。

建院 60年，“一切为老人着想，一切为老人服务”服
务精神在四季青敬老院延续。为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
2014 年起，敬老院建立动态电子健康档案，改进膳食服
务，充实医疗专家队伍，为入住老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有
力的保障。

随着服务保障能力的提升，四季青敬老院的评级从
“四星”升到“五星”，成为国家养老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示范基地、全国文明单位，常年入住率
保持在100%，等候床位的老人5000余人。

“我们有福海、義霖、寿山 3 个园区，适合不同老人。
总的来说，老人来这里，精神面貌很快就变得积极向上
了。”敬老院副书记简晓慧告诉记者，每年的春节联欢会、
正月十五猜灯谜，已经成为保留项目；千岁合唱团的歌声
唱响了，银龄书院也将在今年成立；院里还与区内医院探
讨智能化养老与医养结合新模式。

“今年的新春联欢会，有大合唱、朗诵、京剧、手风琴
等表演。对老人来说，这是一种展示，也是一种心情、一
项锻炼。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住久了，会互相牵挂。
敬老院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简晓慧说。

井冈山上春来早。我们到的时候，
下了几天的雨雪刚刚停歇。残雪压翠
竹，漫山透出倔强的新意。尽管风里还
带着几丝寒冷，但街上的红灯笼已经透
出节日的热情。

2017 年 2 月底，井冈山率先退出贫
困县行列。脱贫“摘帽”这一年，井冈山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迎着新春的阳
光，再次来到这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山
上。4 天半时间，我们走访了 9 个乡镇
10多个村庄。有些是第一次走访，更多
的则是去年到过的地方。无论是重访和
初次走访，山乡处处都有新鲜事。

蓝卡户成带头人

“蓝卡户”井冈山的一个“专有名
词”。为精准识别，井冈山根据贫困程
度，把贫困户分为红卡户、蓝卡户和黄卡
户。红卡户是需要政策保障的深度贫困
户，而蓝卡户则是通过政策扶持有致富
能力的贫困户，黄卡户是已经脱贫还需
要政策扶持跟踪的贫困户。蓝卡户数量
占比多，扶持力度相对小。去年，我们走
访了多个蓝卡户，他们有些担心，害怕政
策扶持力度不够，是不是能实现脱贫。
今年重访，我们看到，很多蓝卡户不仅自
己富裕起来，而且成为致富带头人。

葛田乡华岭村的古立章是因为母亲
身体不好、儿女都在读书而成为贫困
户。去年我们到这个村里采访，他刚刚
成立养鹅合作社，吸收 24 户蓝卡户入
股，但因为经营不善，没有盈利。今年，
他在村里种木耳，到附近村庄去学习技
术。这位 50 多岁的农民告诉我们：“养
鹅亏了，我也保证给每户蓝卡户1500元
的分红。现在，有技术部门支持，种木耳
的技术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下七乡光明村的卢长生前几年因为
父亲生病，从打工的浙江回村，花去十几

万元积蓄给父亲治病，成了村里的贫困
户。在当地农商银行的支持下，他搞绿化
苗木逐步脱贫。2016 年他们家达到脱贫
标准。1980年出生的卢长生脱贫不止步，
成立了勤丰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 5
户农民参加。2017年，他又租赁村里 120
亩土地建起一个脐橙种植园。虽然脐橙还
没有挂果，但他已经办了一个网店，在网上
卖脐橙。“今年为周边种植户卖出去16000
多斤，自己挣了3万多元。”卢长生说。

长坪乡长坪村有个叫钟上平的青年。
前几年母亲生病，父亲年岁大，孩子又小，
家庭负担重，成了贫困户。为了照顾家庭，
钟上平中断在福建的打工，回到山上。
2016 年回村后，他就承包了 1000 多亩毛
竹，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经营起林业，家
庭逐渐脱贫。我们到村里没有找到钟上
平，村党支部书记钟荣耀拨了一通电话告
诉我们，“他又出山了，这个孩子很勤快，勤
快的人才能致富快”。

井冈山没有专门统计多少蓝卡户成了
带头人，但是，我们从这些故事中却感受到
政策扶贫的力度。鹅岭乡党委的同志说，
扶贫的政策优势如何转化为农户发展的自
主力量，是他们工作中时常思考的一个问
题。从这些蓝卡户的故事中，我们似乎找
到了一些答案。

贫困户家喜事多

葛田乡华岭村是井冈山最后一批脱贫
的村庄。去年年初我们到村里采访时，天
色已暗，我们走访的最后一户贫困户叫李
香妹。这位58岁的农妇早年丈夫去世，和
自己 33 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最发愁的
事情是儿子找不到媳妇，家里的房子没有
盖起来。

今年重访一进村，村委会主任谢风仙
就告诉我们，李香妹的儿子黄招远找到媳
妇了。如今，这位去年还在发愁的“大龄青

年”带着媳妇在外乡打工，也住进了新
房。我们走访10多个村庄，听到好几
个大龄青年成婚的喜事。下七乡汉头
村，蓝卡户的牌子还贴在门口，77 岁
的张淮音老人抱着一个竹编的火笼，
坐在家门口。屋里屋外忙碌的是进门
不久的儿媳妇李金金。

老人告诉我们，儿子 48 岁了，一
直没有成家，前年在工地受伤，落下残
疾。2017年，家里最大的喜事是儿子
找到了对象。进门不久的儿媳妇是附
近吉水县的人。她说，以前这是个穷
地方，现在，村里路通了，房子也新，生
活条件快赶上城里了，嫁过来是幸福
的。张淮音儿子是茨坪乡一家超市的
保安，每年收入2万多元，周末有空就
回来。

井冈山城乡在脱贫攻坚中最大
的变化是农村基础设施。重上井冈
山，不仅村村通了水泥路，而且入
户道路都硬化了。下七乡上七村党
支部书记叶佐诗自豪地说，“过去一
下雨到处都是泥巴，现在，你穿着
皮鞋到村里随便走，都很干净”。农
村基础设施的改变提升了人们的生
活条件。“不能说这是解决农村大龄
青年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村里条
件变好了一定是重要原因。”汉头村
党支部书记邹和平说。

整体脱贫之后，贫困户的生活状
况如何，始终是个重要问题。井冈山
提出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产业增收、兜
底保障、动态管理四大全覆盖机制。
脱贫摘帽不等于扶贫停止，他们始终
坚持动态管理全覆盖。2016 年底全
市剩余贫困户 539 户，1417 人；2017
年新增贫困户 44 户，136 人；退出贫
困户 373 户，1010 人；因婚嫁、死亡、
迁出等因素核减 11 户，27 人，剩余贫
困户199户，516人。

返乡创业故事多

返乡创业是很多外出务工青年的选
择。去年，我们听到好多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的故事。一年过去了，这些创业者有没
有停歇？又有什么新故事？我们在重访井
冈山的路上，翻开去年的笔记本，寻找着他
们的名字。

新城镇排头村有个叫谢樟峰的青年，
他从广东打工回来，在村里建起农场，养了
100 多头牛。去年，我们到他养牛工地上
参观，他正准备建设新牛舍，扩大规模。重
访谢樟峰，我们直接被带到一片农舍旁。

“和盛家庭农场”的牌匾挂在门口。“2017
年我们搞起来农家乐。”谢樟峰一边和我们
握手，一边介绍。他的养殖农场还有 100
多头牛，发展了 7 个塑料大棚养鸡养鱼。
他说，“农家乐收入就有5万多元”。

谢樟峰指着不远处一些废弃的房屋告
诉我们：“开春就把那些地方收拾出来，农
家乐要上档次扩大规模。”

葛田乡葛田村的陈志勇是2016年春天
回来创业的。农村的扶贫政策打动了我。
他说，回来就是要在土地上搞出些名堂。

2016年，他租了村口的一片土地搞大
棚种植。2017 年，他把周边 70 亩土地都
租下来，建起 39 个大棚，发展草莓等种植
业，收入了 20 多万元。他说，现在还处于
创业阶段，没有利润，还有亏损。但是，他
的想法是清晰的，准备分期种植蓝莓、无花
果、樱桃等水果，“我的理想是建成一个四
季都有水果采摘的好去处。”他说，再有三
四年，这个农场就能盈利了。

回乡创业的大都是青年。他们在创业
中完成乡土化成长。而只有这种成长伴随
着农村经济发展变化，才能改变农村的“空
壳”现象，才能赋予农村发展原动力。所
以，每一个农村青年的创业故事都让我们
振奋。

温馨大院幸福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