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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地处粤北，全县109个
村庄中，有33个是省定贫困村。刚
刚过去的2019年，这些村全部“脱
贫出列”。蒙蒙细雨中，我们来到该
县北部的城口镇，走访刚刚脱贫的
贫困户。

恩村是刚刚“出列”的省定贫困
村。村党支部书记邓攸发说，村里
37户贫困户都已经脱贫，需要政策
兜底的是那些因病致贫的。

我们从整洁的小巷走过，来到
蒙书冬家。这是一个四口之家，女
儿 19岁，患有精神疾病；儿子 12
岁，正在读初中。为了能照顾孩子，
同时经营5亩地橘子，蒙书冬和妻
子商量，自己留在家里，妻子外出
打工。

“医疗救助真是帮了我们大
忙。”蒙书冬说，以前每年给女儿看
病得两三千元，现在报销之后，基本
不需要花钱了。家里4个人都享受
低保政策，每人每个月484元，基本
够全家生活费了。儿子上学，还享
受每年3000元的教育补助。“我确
实很担心女儿的病。”他说，“但是
有这么多帮扶措施，我对生活不
担心。”

上寨村是城口镇另一个省定贫
困村。全村290户人家，有26户贫
困户。这些贫困户中，连光会家有
些“特殊”。他们1983年从湖南迁
到这里落户，一家人都在林场干
活。不幸的是，2008年连光会得了
痛风，十个手指头关节肿大，干不了
重活。为了看病，前前后后花了五
六万元。

他们一家五口人至今仍挤在
1987年修盖的一间泥砖瓦房里。
他说，“最多的时候，这个房子住过
八口人”。现在，父母过世，两个妹
妹出嫁，自己的女儿也成家，家里留
下他们老两口与儿子。“早就有心翻
修房子，但手头紧，盖不起来。”连光
会说，这是他多年发愁的事。

去年，精准扶贫政策帮助他们
家盖起了新房子。政府补贴4万多
元，再加上这些年的一些积蓄，他们
与几户亲戚一起盖了一栋小楼房，
他家住第一层，有100多平方米。
老连高兴地领着我们去看新居。虽
然地上还摆满了装修材料，显得有
些零乱，但他满脸笑容领我们走遍
每一个房间，边走边讲来年的打算。

“我2019年学会了酿玉米酒，
年后要扩大生产。”他说，争取自己
把收入搞上去。“不能总等着别人送
上门来。即使帮扶政策没有了，我
们也得好好生活。”

在恩村记者还走访了一个单亲
家庭。49岁的蒙春清带着一儿一
女生活。丈夫七八年前意外去世，
大女儿刚考上研究生，儿子正读高
三。两个孩子读书，是她最重的负
担。精准扶贫以来，有了教育扶贫
补贴，女儿每年可以领到7000元补
贴，儿子上中学也有3000元补贴，
她感到“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家里
经营了六七亩贡柑，我还在附近打
零工，每天能挣100元，”她自信地
说，“日子是过得去的。”

在仁化县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
里，我们看到好几个“100%”：全县
为4768名符合参保条件的贫困人
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
100%；年满60周岁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1862人 100%享受城乡居民
养老待遇；2018至2019学年，全县
建档立卡学生符合学杂费减免及生
活费补贴政策且已落实补贴的有
1690人，发放率100%；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108户，竣工率、
拨款率都是100%；符合兜底保障
政策的贫困对象100%享受兜底保
障政策……

当地扶贫部门同志介绍，这些
数据都是一户一户核实来的。他们
说，把民生的“底”兜得更牢靠些，脱
贫成效就能更巩固一些。

“我们要坚持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继续
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
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重申“奋斗”这一时代主题词的价值和
意义，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继续在追梦之路上持
续前行，坚定了奋斗者矢志攀登、永不停歇的信
仰、决心和脚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
上，始终将“奋斗”书写于治国理政宏大叙事中，在
新征程上描绘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深入推进改
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报
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
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这份精彩
亮丽的2019年成绩单，充分证明了“奋斗创造历
史，实干成就未来”的宏伟实践。广大奋斗者们不
断挥洒汗水、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彰显了不同凡
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中国胸怀、中国智慧。
我们收获于这极不平凡的一年，无愧于伟大新
时代。

栉风沐雨，朝乾夕惕。“中国号”这艘巨轮在踏
波破浪前行中，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要经历惊涛骇
浪和狂风暴雨后，才能奏响胜利的凯歌。唯有时
刻保持紧迫感、时代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让人民不断参与历史、建设历史、创造历史，
积累更多势能，在实干中一步一个脚印不懈拼搏，
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将中华民族千百
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昨日璀璨已载入史册，
明日的奋斗更加壮阔恢弘。未来一年，各项改革
举措还需不断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要持续提升……我们要以坚如磐石
之信念、铿锵有力之劲头、坚韧不拔之毅力，咬定
目标不放松、整治问题不手软、落实责任不松劲，
在奋进中成长和收获，凝聚起亿万个你我共同推
动的磅礴之力，用切实行动交出合格历史答卷，创
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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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底”兜得更牢些
——广东仁化县走访贫困户见闻

本报记者 魏永刚 江 蓝

2020年1月15日，随着长篇电视剧
《我们的小康时代》在三涧溪村正式杀青，
这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建党100周
年献礼的大剧，距离与全国观众见面的时
间越来越近。这部以三涧溪村党总支书
记高淑贞为故事原型改编的电视剧，描绘
了一幅“小康时代幸福图景”。就让我们
走进故事原型所在的三涧溪村，看“增加
农民收入是关键”是如何在这里落地、开
花、结果的。

村民富，一心奔向小康路

“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

前。”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激励着三涧溪
人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朝着更高目标勇
敢前进。

作为章丘区回乡创业大学生的代表，
“猪倌”王元虎和李少清的创业故事在当
地广为流传。10年前，回乡创业的王元
虎夫妇，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建起了生态养
殖场。经过10年的发展，王元虎夫妇创
立的济南源虎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济南
市龙头企业，生态养殖基地现有员工50
余名，年出栏生猪3000多头，年销售收入
达2000余万元。

“自己富了不叫富，我们要帮助更多人
增收致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王元虎
夫妇在村两委的带领下，积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号召，先
后投资近千万元，与章丘区文祖、曹范等
乡镇以及六七个省定贫困村建立帮扶关
系；在章丘区与湖南省泸溪县的扶贫协作
中，王元虎把生态养殖的经验复制到了泸
溪县，2年间帮助150余户贫困户脱贫，
村集体增收60余万元。

为进一步培养本土人才，王元虎还把
村里120多名青年党员、回乡大学生、复
退军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济南绿涧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园中园”“农创园”等
形式，吸引带动更多青年参与农村创业。

“95”后李其晓便是夫妇俩手把手带
出来的年轻人之一。小李是一名复员军
人，在高淑贞的引导下，他到王元虎的合
作社租赁了一座七分地的大棚种草莓，仅
用了半年时间，销售收入就达到10万元
以上。现在，他自己流转了土地，投资建

起了新大棚，还发展了销售多肉植物的新
业务，小伙子的创业信心更足了。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家，又在
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到自己后，三涧
溪村村民赵顺利深受鼓舞。给人打了一
辈子工的他，决定要自己创业当老板。他
拿出多年积蓄，在三涧溪村东侧的美食街
上开了一家“赵顺利特色小吃铺”。因为
用料实在、制作讲究，他家的小吃受到众
多游客的喜爱，火烧配蛋花汤逐渐成为三
涧溪美食街上一大特色小吃。

新的一年，赵顺利又有了新的打算：
自己有30多年的驾驶经验，不能就这样
荒废了。通过考察市场，赵顺利发现，周
边很多建筑工地的地下工程需要外形较
小的铲车，而开这类车的并不多，于是他
购置了一台小铲车，打算把小吃店交给妻
子和妹妹打理，过了年就开始接活儿，开
启新的工作和生活。“咱们赶上好时代、好
政策了，只要不馋不懒、能干活，就有钱
挣，日子就会越过越好！”说着自己的新年
计划，老赵眼里露出了幸福的光彩。

如今，三涧溪村具备劳动能力的村民
全部实现了就近就业，2019年，村民可支
配收入达到2.6万元。

村子强，产业振兴聚能量

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住进了干净舒
适的社区新居，孩子上幼儿园不花钱，子
女考上大学有奖励，60岁以上的老人每
年还发放补贴……如今，三涧溪村村民已
步入让人羡慕的小康生活，而这得益于村

集体收入的增加。
“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高淑贞说。怎么发展？
三涧溪村首先是解决道路、用水、用电等
基础设施问题。解决了这些群众所急所
盼的问题，高淑贞又开始琢磨产业发展的
问题。她先发动村里人自己干事创业，谁
有能力让谁干，倡导“行行都能出状元”，
鼓励优秀人才回乡创业，为他们“搭台
子”、添助力，大伙儿的创业积极性被极大
地激发出来。

高淑贞认为，村里不是没有资源，就
是没有活起来、动起来，只有把资源变成
资产，村集体才能增收。三涧溪村进行了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统筹盘活了各类土地资源，建起农业生态
示范园、农事体验园、采摘观光园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开发古地道旅游，带动乡村
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带动村民和周边劳
动力就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此外，三涧溪村还抓住全区招商引资
的机遇，先后引进了72家企业，2019年
实现利税1.3亿元。这些企业不仅为村
集体增收，还给全村80%的青壮年劳动
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一年就让老百姓实现
工资性收入4000多万元。记者了解到，
仅该村引进的山东连发医用塑料有限公
司，就解决了村里80多名妇女的工作问
题，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还带动
周边500多户村民搞起了家庭组装，足不
出户就能挣到钱。村民有了稳定的工资
性收入，日子自然越过越有奔头。

（下转第三版）

加 油 干 出 来 的 小 康 村
——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纪实

□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菲菲

2018 年 6 月 1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
区三涧溪村考察时指出——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
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
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
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
兴提供人才保障。要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党组
织带头人，发挥好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振兴提
供组织保证。

神 州 共 庆 中 国 年
大红灯笼、中国结、

彩灯……除夕之夜，各
种装饰把713米长的北
京史家胡同装扮得红红
火火，浓浓的年味儿与
老胡同特有的文化韵味
相互交融。

阖家团圆、温馨幸福
的浓浓年味儿也送到了
北京各街道社区的孤寡
老人和困难群众家里。

1月24日下午，北
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
大雅宝社区8名值守的
社区工作者就开始精心
准备包饺子所需的物
料。大家有的和面，有
的调馅儿，纷纷忙活起
来。下午 5 点不到，
2000多个饺子就包好
了。社区工作者们“兵
分几路”，走访社区的近
40户孤寡老人。家住
朝阳门南小街18号楼
的李均仁老人已89岁

高龄，是一名伤残军人，平时和老伴儿相依
为命。接过社区党委书记刘旭等人递上的
热乎乎的年夜饺子，他激动地说：“这饺子
是用爱作馅儿用心包起来的，谢谢你们在
团圆之夜为我们送来温暖！”

大雅宝社区还关心除夕夜仍坚守岗
位、保障平安的平房区物业保安，邀请他们
走进社区，吃年夜饭、品尝饺子。在互相的
拜年祝贺声中，远离家乡坚守岗位的保安
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年一度新春到，千家万户“鼠”丰
年。除夕之夜，在河南省东大门的沈丘
县，家家户户包饺子、吃年夜饭、看春晚，
处处欢乐祥和。

在该县石槽集乡涂楼村村民姜桂英
家，一家四口围坐在电视机前吃饺子。“奶
奶，这个饺子里面有一块钱。”9岁的孙女
涂君怡大声喊道。“乖孙女，咱家就数你有
福。”幸福写在姜桂英的脸上。

姜桂英家原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为
儿子涂伟峰患有多年的精神疾病，以前从
没有过过安稳年。去年，在驻村工作队协助
治疗下，涂伟峰病情好转，出外打工月收入

4000多元。妻子杨秋香被安排到扶贫车间
上班，月收入2000元，彻底脱了贫。

“妈妈，爸爸喝酒啦。”沈丘县留福镇
张营村崔海山8岁的女儿正在向妈妈范
翠兰“告状”。“今天是除夕，爸爸高兴，让
他少喝几盅吧。”平时不让丈夫喝酒的范
翠兰，破例给丈夫斟满了酒杯。

今年45岁的崔海山是一名返乡农民
工，靠种植早熟西瓜、草莓、葡萄致了富。

“新年新气象，新的一年，在惠农政策支持
下，我要继续扩大瓜果种植面积，让自己
的种植基地一年四季瓜果香！”三杯下肚，
崔海山满脸通红，心情畅快。

1月24日，除夕，记者穿梭在贵州省
黔东南州村村寨寨，看到家家户户都在打
糍粑、挂灯笼、贴春联，欢度除夕，喜迎新
年。浓郁的年味弥漫乡村山野。

西江千户苗寨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
聚居地，春节期间，不少游客来这里旅游
过年，了解当地民族文化、民风民俗，品尝
少数民族特色美食。

“ 分 红咯！ 分 红咯！ 有钱过年
咯！”……从江县东朗镇辣椒加工厂内传
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原来，今天是厂里
分红的日子，现场一片热闹景象。

辣椒产业是东朗镇主导农业产业之

一，也是该镇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
在政策扶植引领下，该镇辣椒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走上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新型农业产业链式发展路子。2019年，
镇上的辣椒加工厂利益联结户增至294
户1447人，实现九德村贫困户入股分红
全覆盖。此次分红共涉及294户贫困户，
发放分红金15万元，户均分红510余元。

此外，通过辣椒加工厂订单种植拉
动，2019 年全镇新增辣椒种植面积
1924.4亩，覆盖贫困户1142户5359人，
带动发展朝天椒、线椒种植6000余亩，年
产值100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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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鼠”丰年
本报记者 杨子佩

除 夕 之 日 喜 分 红
本报记者 王新伟

1月24日，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谢兴昌（右二）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闽宁镇是在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推动下由
闽宁村发展而来的。1997年，作为走出西海固、走进闽宁村的第一批移民，谢兴昌带着一家6口从西吉县王民乡搬迁至当时的闽宁
村，开始新的移民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