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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安置，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丹县的白裤瑶群众在把家从大山
深处搬出来的同时，也把浓郁的民族风情
搬了出来——搬迁后，他们迎来了满意的
新生活，他们的家园也成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

来到南丹县“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易
地搬迁扶贫安置项目里湖安置点，332栋
具有瑶族特色的房子依山而建，悦耳的鸟
鸣此起彼伏。白裤瑶同胞爱鸟，几乎家家
户户的阳台上都挂着鸟笼。

这个安置点总共安置了1227户6489
人。何兵是随父母一同搬迁出的，安顿妥
当后，他开了间杂货店。“原来住的地方，到
乡里要走3个小时的路，用水要走很远的山
路去挑，手机也没有信号。现在交通方便，
用水不愁，网速也快，支付顺畅，人多了生
意也好。”何兵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这里的园林绿化工程标准很高，休闲
及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齐全，房子外墙

装饰也下了一番功夫，处处看着都像景
观。“安置点是按5A级风景区的标准来规
划建设的。”里湖瑶族乡乡长陆朝金介绍。

要把易地搬迁扶贫安置项目建成
5A级风景区，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如
何实现？

南丹县总人口32万人，全县共有贫困
村47个，贫困人口有1.15万余户5万多人，
贫困发生率达11.4%。里湖和八圩瑶族乡
等白裤瑶聚居区处于深度贫困状态，长期
面临无稳固住房、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饮
水困难、生态脆弱等状况，贫困人口之多、
脱贫难度之大处于全自治区前列。

“为实现‘不让一个民族、一个村屯、一
个贫困人口掉队’的目标，南丹县将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最根本的途
径、最艰巨的任务。”南丹县长覃康平说。

于是，“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易地搬迁
扶贫安置项目便从酝酿进入实质推进建设
阶段。按照计划，南丹县要在180天的时
间里，投资13.7亿元，建成八圩瑶寨、八圩
社区和里湖3个安置点，入住1.35万人。
项目建设工期之紧、搬迁人数之多、工程任
务之重，广西少有。且不说总共13.7亿元

的建设资金，对南丹这样的贫困县来说是
个天文数字，就是这么多人住下来后，如何
解决他们的收入来源也是个大问题。

这时，安置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白裤
瑶特有的民族风情，给南丹带来了解决这
些问题的灵感。

“里湖王尚片区处在4A级风景区歌娅
思谷和荔波小七孔之间，距离小七孔车程
20分钟。白裤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

‘人类文明活化石’，民族风情浓郁，完全具
备建设优质风景区的条件。这使我们看
到，把全域旅游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结合
起来，是做好这个项目的方向。”覃康平说。

这一思路为项目建设找到了资金。南
丹当地企业丹泉集团下属的广西梦之瑶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6亿元，参与安置项目
建设及旅游设施建设运营。“听完县长介
绍，我就下决心投资了。一是企业要扛起
社会责任，二是对白裤瑶的旅游前景充满
信心。”丹泉集团董事长吴荣全说。

“因此，‘上级支持+财政投入+企业参
与’的多元融资模式，加上‘易地搬迁+旅
游景区+特色小镇’的脱贫发展模式，是这
个项目能够快速建成的关键。”覃康平说。

为了让白裤瑶同胞在去年春节前住上
新房，丹泉集团不惜停掉公司其他建设项
目，全力支援安置点建设。在项目施工的高
峰期，干部200多人、施工队伍6000多人，
抢晴天、战雨天，硬是在180天内高效完成
34万平方米、2482套安置房建设任务。

记者看到，在安置区的山脚下，一片
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广西梦之瑶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荣惠告诉记
者，正在建设的是五星级酒店、特色商业
街、实景舞台、民族文化展示区、民族体育
项目设施、休闲娱乐设施等，将把里湖安
置区与歌娅思谷连片打造成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创造条件、提供平台，指导搬迁
群众生产经营，增加收入，实现“造血”扶
贫、旅游扶贫、旅游富民的目标。

覃康平表示，南丹县将紧紧围绕依托
安置区特点，通过在家创业、景区就业、发
展产业、参与分红和流转土地经营等5种
模式，帮助搬迁群众增收致富，稳定生活。

“搬出来后，我家就在公路边，我想做
电商，把土特产品卖到全国去。我还想开
家客栈，名字我都想好了。”坐在新房门
口，村民何文兵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搬出新生活 搬出好风景
——广西南丹县推进“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易地搬迁扶贫安置项目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不久前的深秋时节，记
者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湖
北省红安县杏花乡隗店村丁
家岗时，只见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村前的田地里，
几位农民正在忙着挖红薯，
不远处几台收割机正在稻田
收割晚稻，村湾里还有几户
人家正在翻新加盖小洋房。
这个小山村，是抗日英烈、原
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新 1 团
团长丁思林的家乡。

丁思林，1913年4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丁
家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2 年 5 月参加红军。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
长。1934年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3师第274团
参谋长、第271团团长。1935年参加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丁思林任八路军第 129 师
386旅772团1营营长。1938年9月，任386旅新1团团
长。他以英勇的精神和紧张的工作，协同与团结全团官
兵，把一个新的部队，锻炼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富于我军
优良传统的主力团。1939年2月，在曲周县香城固的伏
击战中，全歼日军安田中队和40联队补充大队，打死日
军250余名，俘虏8名，毁掉汽车9辆，缴获火炮3门，枪
百余支，粉碎了敌人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谋。因表现出
色，新1团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赞誉为“模范青年团”，后
又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1939年7月5日，日军109师团107联队3000多人
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6日，丁思林率新1
团在云族镇同敌人激战两天。8日，日军纠集兵力再次
发动进攻，为掩护部队撤退，他主动阻击日军进攻。激战
中，丁思林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6岁。

为了表达对丁思林的哀思，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
的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悼丁思林同志》
一文，赞扬他“不仅是一个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好的指
挥员，而且从十年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他的忠于民族，忠
于劳动人民，忠于党的坚强的意志。同时他还富有青年
的突击精神，勇于任事、不怕困难、奋勉前进的特质”，因
此，他为上级同级所信赖，为下级所尊敬，他的牺牲，“是
全师的重大损失”。

如今在湖北省黄冈市司法局工作的丁思林的侄儿丁
鸿鸣告诉记者，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二伯丁思林的英雄
事迹，从小就立下了像二伯那样“为了崇高信仰而奋斗”
的志向。

文/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据新华社电）

丁 思 林 :“ 模 范 青 年 团 ”团 长

在山东省淄博市经济开
发区北郊镇北旺村，一提起
抗日英雄马耀南这位“马司
令”，村民都能讲出关于他的
故事。每年都有干部、群众
来到马耀南故居，缅怀这位
抗日爱国英雄。

马耀南，1902年出生在
山东省长山县北旺庄（今淄
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
村）。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
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学生时

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反日会，
到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曾担任北洋大学
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

1933年，马耀南任长山中学校长，秉持教育救国的
理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暴行万分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已入血战状
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下定决心投入到
抗战的洪流。鉴于马耀南的抗日热忱，中共山东省委
在制定抗日武装起义计划时，将长山中学作为重要的
据点，在该校成立了党小组，直属省委领导，一批中共
党员在该校担任教员，培养训练抗日干部。期间，马耀
南表示：“哀莫大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愿尽自己的力
量，通过学生、教员发动抗战，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
导。”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以教学改革的
名义对课程进行调整，大量充实抗战救国的内容。又
以办民众夜校的名义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共产党
人讲授军事、政治课。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武装起义
的骨干和附近各县的抗日积极分子。

1937年12月，马耀南参加黑铁山武装抗日起义，成
立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
他的争取下，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1938
年6月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

（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同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部与日军多次作战，围攻
周村、破坏胶济路、坚守邹平城、激战刘家井子，重创敌人。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在桓台牛王庄战斗中遭敌
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7岁。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两
个弟弟马晓云和马天民也参加了八路军，并在抗战中先
后为国捐躯。

为纪念马耀南的功绩，渤海区党委曾将山东省长山
县改名为“耀南县”，并成立了“耀南中学”和“耀南剧团”。
文/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据新华社济南11月20日电）

马耀南：投笔从戎、赤诚报国的抗日英雄

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伟大的变
革”五个大字巍然矗立。初冬的寒意，并
没有影响全国各地观众们的热情。他们
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排起长队，参观于
一周前开幕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
一个个沙盘模型……六个内容展区的丰
富展品，将 40 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
画卷般呈现在眼前，激发着观众们的逐
梦豪情。截至20日闭馆时，累计参观人
数已接近25万人次。

40年光阴荏苒，人们在这里读到国
家发展的壮丽史诗——

1978 年同 2017 年各项重要经济指
标对比图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模
型……在这些展品前，观众们纷纷发出

“太震撼了”的感叹。
20 日下午，500 多名十三届全国政

协京内新任委员走进国博，参观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反映中国地
铁建设的历史照片前，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正
光驻足良久。他用“无法想象”来概括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伟大变革，他
说：“这就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生动展现。作
为一名一线建设者，我们将在新时代继
续努力，用智慧和行动助推‘中国梦’早
日实现。”

人头攒动的展厅里，身穿少数民族
服饰的龙吉平格外显眼。

第一次从湘西大山来到北京，这个苗
家姑娘好奇地走进每一个展厅。她震撼于
国家和时代前进的铿锵步伐，也感动于那
些推动时代前行的人——罗阳、廖俊波、黄
大年、李保国……出现在展览中的一系列
人物形象，深深刻在了她心里。

“真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看完
展览，兴奋的龙吉平告诉记者，“正是有
强大的国家，有为国奉献的楷模，我这个
山里娃才有机会走到这里见证这一切。
真想把家乡的好茶好水带到这里，献给
我的国家，献给那些为国家默默奉献的
人们！”

40年岁月如歌，人们在这里感慨生
活水平的日新月异——

全国政协委员、演员张光北对一件
件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变化的老物件
儿印象深刻：“看到这么多历史图片、实
物场景、沙盘模型，我很受启发。作为一
名新任政协委员，我将在更广阔的舞台
上展现新作为，奋斗新征程。”

排了很久的队，83岁的白玉宁大妈
终于如愿坐进了“时光博物馆”里的年代
照相馆，和朋友一起照了一张充满年代
感的“老照片”。

穿越时空的记忆，让白玉宁大妈感
慨良多：“现在，咱们想吃什么就有什
么！可在当时，吃穿都要用各种票证，光
是布票，有时 4 个孩子就不够用。过年

过节想吃条带鱼，得排老长的队！”在今
天美好生活的映衬下，过去生活的种种
苦，已化成老人心中甘甜的回味。

40年砥砺奋进，人们在这里许下为
民族复兴而继续奋斗的心愿——

看完展览，一位47年党龄的老人给
工作人员写下这样的诗句：“四十七载跟
党走，誓言伴随度春秋。忠孝家国初心
在，青丝白发情依旧。蹉跎岁月苦追求，
改革开放竞风流。复兴时代天地阔，实
干圆梦乐悠悠。”

创造新的历史，是对历史最好的纪
念。更多的观众用语音留言的方式，将
自己的誓言留在这里。

“我专门从上海过来看这个展览。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生在改革开放的时

代，将来能够参与改革开放的建设，非常
荣幸也非常光荣。希望能和更多青年共
同参与国家建设，让祖国越来越好！”

“我是一名社区志愿者，把祖国建设
得更美好，我愿意出一份力！”

“作为在新世纪成长的一代，我深刻感
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希望能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
徜徉于展览中，观众们笑着分享过

往的酸甜苦辣，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
走出国博，改革开放40年的浪潮声

犹在耳畔激荡不已，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精彩传奇仍在继续。

文/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姜 潇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激发广大观众逐梦豪情

11月20日，全国政协委员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当日，500多名十三届全国政协京内新任
委员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上个月，湖北省枣阳市七方镇骏绮纺
织厂新厂区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宽敞明亮
的新厂房开始封顶。明年 1 月份建成投
产后，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将新增就业
岗位300个。

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个破产的手套
厂，欠债500多万元，债务关系复杂。而
就在此时，镇骏绮纺织厂恰好需要场地扩
大生产。七方镇党委书记程建胜琢磨，把
手套厂厂区租给骏绮厂，租金用来解决欠
账，一举两得。

“看准了就要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程建胜随即组建专班，评估风险、制定实
施方案。他带着专班与债权人、老职工逐
一见面，讲明政策，制定还款方案，经多次
协商沟通后，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基层情况复杂，程建胜建立了七方
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涉及法律问题的

群众诉求，由法律工作者、包村干部、所
在村人大代表、群众代表、涉及镇直单
位业务人员组成专班，面对面进行调
解，说理说法说情，调处成功率达 95%
以 上 ，2017 年 全 镇 信 访 总 量 降 低 了
70%。

很多干部怕与困难户、上访户接触，
而程建胜却主动与他们交朋友、结亲戚。
七方村村民孙丽琴压根就没有想到，程建
胜上任伊始就找到她，与她拉家常，找问
题根源，化解思想疙瘩，同时给她解决了
廉租房、就医等困难。

“全村1400多亩耕地，3个大户占了
三分之一。”申冲村村民上访多年。程建
胜和村党支部书记多次上门做工作，将被
侵占的耕地归还集体。这时，还有村民拿
着合同去“讨公道”，还扬言要告程建胜。
程建胜调查发现，合同早已到期……连续

3个月，他督办了3个村的土地纠纷案。
程建胜深知，做好基层工作一定要有

坚强的党组织堡垒作为支撑。“送米送面，
不如送个领头雁”。这是程建胜来到七方
镇以后常说的一句话。为了把七方镇73
个村（社区）的班子配齐配强，程建胜从农
村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乡镇
企业家、回乡青年中，选好人、用对人，配
齐配强村两委班子，把书记培养成能人，
把能人培养成书记。

张冲村是市级贫困村，农业产业落
后，为了选出合格的村党支部书记，程建
胜煞费苦心。这时，一位年轻人引起了程
建胜的注意。他叫周秀生，是名外出务工
的经商人员，曾在沿海城市干过物流业。
在走访中，群众和村干部一致认为，周秀
生作风正派，有拼劲、有闯劲。

“程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张冲

村发展过于保守，你要发挥敢闯敢拼的
优势，发展扶持产业，在脱贫攻坚路上
有所作为。有什么困难找我，我给你协
调解决’。”周秀生回忆说。他上任后，
先是发展村里桃产业，今年新增 130 多
亩早桃，亩均增收 3000 余元。随后，他
又在村里发展小龙虾养殖，有两户贫困
户因为资金不够，周秀生帮助他们从信
用社争取 16 万元贷款资金，发展了 40
余亩小龙虾养殖，今年年底就能实现
脱贫。

工作25年，转战6个乡镇，程建胜啃
下一个个“硬骨头”，大家都叫他“拼命三
郎”。程建胜说，他出身农村，从参加工作
起，母亲就叮嘱，“一定要在工作岗位上好
好干，不能给父母丢脸”。在基层干了25
年，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一直印刻在他
心中。

主 动 作 为 解 难 题
——记湖北省枣阳市七方镇党委书记程建胜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塔台核心筒结构封顶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空管工程西区塔台项目（以下简称西塔台）钢
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20日成功封顶(65.4米)，这标志着
西塔台项目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据悉，西塔台于去年5月份动工，从打下基础桩到19
层钢筋混凝土工程结构封顶，共历时18个月。西塔台总
高度为70.3米，总建筑面积3795平方米，抗震级别为特
一级，布有塔台管制明室、站坪管制室、高低压配电室、柴
油发电机房等功能性用房。封顶后，华北空管局将进行
塔台管制室钢结构及玻璃吊装施工，预计将于今年12月
完成70.3米塔台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