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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出了名的“酒腻
子”龙先兰如今成了致富带头人！

青山环抱、绿水流翠的十八洞村，人均耕地面
积仅0.83亩，2013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1668
元。这里的贫困生活正如歌里所唱，“三沟两岔穷
疙瘩，每天红薯苞谷粑”。

2013年 11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这
里。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在一棵高耸入云、有三百
多年树龄的梨树下，面对围坐在身边的父老乡亲，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指导全国
脱贫攻坚工作。贫困的十八洞村，自此掀开了巨变
的篇章。那年的除夕夜，十八洞扶贫工作队队长龙
秀林在村口把喝醉了的贫困户龙先兰带回了家，他
的命运也开始改变。

为了帮助龙先兰脱贫，龙秀林绞尽脑汁。龙先
兰正值壮年，打零工不是长久之计。龙秀林先是给
他摆了个摊卖鱼，嘴笨的龙先兰做不来。后来，龙
秀林想到了养蜜蜂。十八洞村藏在湘西大山深处，
山清水秀，花开不断，如果龙先兰能把蜜蜂养成规
模，何愁没有收入？

于是，龙秀林把龙先兰介绍给邻乡的养蜂专业
户，还为他购置了蜂箱等设备。由于品质好，龙先兰
的蜂蜜每斤价格高达百余元。第一年，他养的4箱
蜂就挣了5000多元。尝到甜头的龙先兰接着加油
干，2014年获得精准扶贫贷款5万元后，他着手修蜂
箱，引进蜂种，扩建蜂场，当年实现纯收入10万元。

脱贫致富后，龙先兰腰杆硬了，底气足了，精神
焕发。2015年的相亲大会上，他与邻村姑娘吴满
金牵手成功。婚后，夫妇俩披星戴月地养殖蜜蜂，
他们从各自的名字里分别取出一个字，给自家的蜂
蜜取名“金兰蜜”，并邀请村里18个贫困户一起组
建了专业合作社，去年合作社纯收入达到40多万
元。今年合作社扩大了规模，村民也来蜂场务工，
每人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夫妇俩从贫困户变成
了致富带头人。

今年3月，龙先兰和妻子喜得千金，给孩子取
名“龙思恩”。吴满金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党
给我们的，要一辈子感恩。“谁能想到7年间能有这
么大的变化。”龙先兰总说，精准扶贫让他脱了贫，
成了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十八洞村，“光棍”问题曾是村里大问题。
2013年，十八洞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光大龄单身
青年就有37个，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十八洞村大龄青年是否脱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牵挂的事。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就特意向来自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代表询问十八洞村的情况。总书记
问得很细：“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

随着十八洞村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有30名大
龄男青年成功脱贫脱单。十八洞村日新月异，泥巴
路换成了青石板路、沥青路，一个个扶贫产业逐渐
发展起来，成立了旅游公司，建起了黄桃、猕猴桃基
地和山泉水厂，村民享受产业分红。2019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4668元。

“雨露阳光，润我家乡，饮水思源，自立自强。”
这是十八洞村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十八洞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十八洞村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全力打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升级版”，带领全村群众向着全面小康迈进，让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生活越来越甜蜜。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

脱贫又脱单 生活如蜜甜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黄晓芳 刘 麟

草原绿了，繁花开了，内蒙古广大农牧民又迎来了以天
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乌兰牧骑。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乌兰牧骑月”：
6月1日至7月31日，全区75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深入戈
壁、草原，“实打实”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心贴心”为老百姓
提供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植根人民，我
们备受鼓舞。”今年78岁的朱嘉庚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
协会副主席，不止一次在乌兰牧骑艺术节上担任讲解。乌兰牧
骑的队员们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既为农牧民送歌献
舞，也参与剪羊毛、接羔、打井等农牧业生产劳动。“乌兰牧骑
63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植根人民歌不老。”朱嘉庚说。

新时代有新气象，植根人民发新枝。为更好贯彻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近年来，乌兰牧骑从“文艺轻骑兵”
扩展成为综合服务队。2018年起，内蒙古成立了“草原轻骑
兵志愿综合服务队”，220支专业志愿者队伍迅速活跃在广大
农村牧区，提供理论宣讲、法律援助、卫生服务、脱贫攻坚、生
态保护等多方面服务。2019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
骑条例》正式实施。乌兰牧骑从硬件设施到政策资金有了保
障，在履行传统职能的同时推出公益延伸服务，“乌兰牧骑+”
志愿服务队深入偏远农村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防哨所等
2000多个服务点开展综合惠民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农牧民既需要普及卫生知识，也需要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副队长扎那表示，受疫
情影响不能下乡的日子，他们就在家创作，并通过手机把作品
推送给农牧民。内蒙古开设了网上乌兰牧骑播出平台后，他
们紧扣防疫主题创作、改编、复排的文艺作品迅速“圈粉”。作
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16名队员之一，扎那对总书记的回
信终生难忘，他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只要用
心用情用力，‘家拍网演’照样能够为民服务”。

夏日的鄂托克草原上，芳草碧连天。一支小而精的
“乌兰牧骑+”综合服务队来到苏米图苏木查汗敖包嘎查，
为牧民巴特尔开展了“多对一”的扶贫宣讲。“我们牧民
居住分散，喜欢在家门口看演出，也盼望有人来搭把手，
但更大的愿望是早日脱贫。”巴特尔说，“乌兰牧骑由文
艺轻骑兵变身综合服务队，舞台上表演脱贫攻坚的小戏小
品，舞台下帮我规划致富之路，还通过乌兰牧骑政务号推
介我们的景区。他们的到来，让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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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0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中
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累计开行5122
列，同比增长36%；6月份开行1169列，再
创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国铁集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
保”部署要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
了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一是优先保障国
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在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稳定后，迅速组织运输资源力量，快装快
运各类防疫物资，助力防疫国际合作。自3

月21日首趟搭载国际合作防疫物资的中欧
班列从义乌开行以来，上半年中欧班列共运
送国际合作防疫物资367万件、2.7万吨。
二是全力承接转移货源。在海运和空运不
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更多货物选择通过中
欧班列运输情况下，铁路部门做到应运尽
运。上半年，运送货物总量达到46.1万标
箱，同比增长41%。三是不断提高运输效
率。针对班列运量大幅增长带来的作业量
上升的情况，协调口岸监管部门增加人员力
量，创新交接作业方式，加强运输组织实时
盯控，确保口岸站安全畅通。

中欧班列上半年开行数量增长36%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
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将
37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商务部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司长唐文弘表示，从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的总体情况看，形成了中央
和地方协同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18家自贸试
验区实际使用外资602.5亿元，以不到全国千分之
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7%的外商投资。1
月至5月，2019年6月前设立的12家自贸试验区
实际使用外资518.7亿元，同比增长18.4%，充分说
明了外资企业对自贸试验区的信心。

据介绍，目前在中央层面，自贸试验区已累计
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了260项制度创新成
果，包括集中复制推广143项，“最佳实践案例”43
个，有关部门自主复制推广74项。在地方层面，据

不完全统计，18个自贸试验区已在本省份内推广
了1151项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
推动了各地改革意识、开放水平、行政效率、发展动
能、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带动了全国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

此次复制推广的37项改革试点经验，既有切
口小、见效快的政策创新，如“领事业务一网通办”

“不动产登记业务便民模式”等“互联网+政务服
务”创新；也有全流程、集成性高的制度优化，如“企
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建设项目水、电、气、暖现
场一次联办模式”等整体性创新。

从推广范围看，31项推广至全国，6项推广至
全国自贸试验区、保税监管场所等特定区域。从涉
及领域看，包括投资管理领域11项，贸易便利化领
域11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4项，事中事后监管领
域6项，人力资源领域5项。

唐文弘表示，此次新推出的37项改革试点经
验实践效果很好。一方面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
例如，天津、湖北、重庆自贸试验区创新“货物贸易

‘一保多用’管理模式”，提升了海关担保业务管理
效能。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创新工作机制、运用
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例

如，辽宁自贸试验区通过“出入境人员综合服务‘一
站式’平台”，实现涉外部门信息共享，疫情期间对
防范境外输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自贸试验区结合各自战略定位、区位条
件、产业基础，探索形成特色化创新成果。例如，浙
江自贸试验区发挥临海优势，创新“绿色船舶修理
企业规范管理”，引导企业绿色发展。河南自贸试
验区探索“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通
过创新监管方式减少了退货中间环节。

可以说，第六批经验在前几批的基础上，持续
针对市场主体关注的难点堵点，在投资、贸易、金
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化探索，形成了协
同推进效应。唐文弘表示，“今后自贸试验区将
继续重视倾听并回应企业呼声，形成更具针对
性、实效性和集成性的成果，打造公开、透明、可
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外资企业对自贸试验区的
兴趣将会越来越高”。

随着自贸试验区试点布局不断优化，制度创新
力度不断增强，自贸试验区将继续走在全国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最前列，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通
过有序复制推广，让更多“制度良种”在全国生根发
芽，形成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果普惠的良好局面。

37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全面铺开——

“制度良种”播撒全国
本报记者 冯其予

7月10日，国网山东滨州市沾化区供电公司线路施工人员正在110千伏南黄线22号铁
塔上作业，提升重点工程建设质效，服务迎峰度夏。中电联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计，2020年全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7.38万亿至7.4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至3%。国家电网上调投资计
划，加快开复工电网工程，确保电力需求得到满足。 曾 林摄（中经视觉）

今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增长2%至3%

盛夏时节，河北省迁安境内河流口段长城云雾缭绕，白云与古老的长城、葱葱郁郁
的山峦交相辉映。近年来，迁安市大力推进“北方水城”建设，打造生态绿城，实施全域
公园化战略，到2019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5.7%，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为绿色发展
增添活力。 李 彬摄（中经视觉）

长城脚下我的家

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巴彦敖包嘎
查的刘凤芝也对乌兰牧骑频频点赞。演出
结束，乌兰牧骑志愿小分队不仅请专家为她
看病，还在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文艺培训。“乌
兰牧骑请专家治好了我的腿脚毛病，还向牧
区派驻文艺辅导员，农闲时我们就能跳广场
舞啦。”刘凤芝说。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
基层综合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来，兴安盟
以“乌兰牧骑+”的方式，组建14支“草原综
合志愿服务轻骑兵”，以小分队形式深入
280个服务点，为群众义诊2500多人次，

并广泛开展文艺辅导、农牧业种植养殖技
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随着乌兰牧骑综合服务的推进，草原上
的可喜变化随处可见：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
与贫困户王达赖结成了帮扶对子，帮他家盖
起了近300平方米的羊舍；五原县乌兰牧骑
包扶胜丰镇夹道子村，为贫困户张海、王桂
珍分别建了新房；杭锦旗三湾村村长和平通
过乌兰牧骑开发的服务型小程序“乌兰牧骑
在线”直播带货，40多个大棚的蜜瓜很快被
抢购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