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小康全面小康，，承载初心的伟大壮举承载初心的伟大壮举

编者按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

诺。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这些年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

显著成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难点也在“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4亿中国人一个不能少，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只有14亿人民携手共进，才算是真正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为了完成这一惠及全民的伟大创

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拧成一股绳，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力冲刺。

经济日报记者在湖南郴州汝城县大坪
镇现代农业产业园见到宋柳兵时，眼前这
个面容黝黑、双手粗糙，把裤腿塞进泥泞雨
靴里的汉子，很难让人将他同企业主管联
系起来。

2015年，在上海一家电动车企业做生
产主管的宋柳兵，卖掉了上海的房子，带
着老婆孩子回到湖南家乡。宋柳兵告诉
记者，看到苏沪浙农村发展迅速，但自己
家乡父老依旧生活困难，他很想为家乡振
兴做点事。

回乡后，宋柳兵开始摸索经济作物种
植。两三年后，他发现家乡种的辣椒非常
好，于是加大投入，大面积种植。回忆起那
段时光，宋柳兵说，尽管目标明确，但做起
来还是挺难的。好不容易种出来了，但产
量上不去，收入也一直上不来。直到2018
年，大坪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建立了“合作
社+基地+农户（贫困户）”产业化生产模式，

分给家庭承包管理。宋柳兵果断承包了21
个大棚，种植辣椒等作物。

今年5月份以来，宋柳兵家的辣椒单
日产量都在1500公斤以上，每天都要请十
几个人来帮忙采摘。他算了一笔账，今年
自家种植辣椒毛收入应该在30万元以上。

汝城县副县长何青松介绍，近年来汝
城加强对辣椒产业的引导，由龙头企业统
一供应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种植标
准，统一保底收购，统一品牌销售，“五统
一”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安心种植。如
今，宋柳兵所在的园区，每天就需要2000
余名劳动力，每月人均务工收入达2100
元。整个汝城县贫困群众通过种植辣椒实
现了脱贫致富。

“现在我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作
为回乡创业的一员，宋柳兵深有感触，现在
创业环境越来越好，大家可以多回家乡看
看，没准就能发现适合自己的机会。

湖南汝城县：

农村创业机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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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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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区变成致富基地
本报记者 薛海燕 沈 慧 郭静原

河南桐柏路街道：

家门口养老“零距离”照料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李予阳

盛夏，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一个个被纸袋包裹
着的大桃子，沉甸甸挂满枝头。走进江苏南京江宁
区湖熟镇现代农业产业园长干家庭农场，空气中都
弥漫着香甜的味道。“这里是红山土，经土壤测试，适
合种植桃子。”2017年，以种田为业的张大春从湖熟
现代农业产业园流转了上百亩土地，开始经营家庭
农场。在这片占地80亩的桃子“王国”里，张大春种

下了涵盖早、中、晚熟3个系列8个品种桃树。
去年桃园正式对外开放，没想到一营业就迎来

了不少客人。今年游客更多，有时一天能有上百
人。算一算账，张大春很满意，今年上半年，他的农
场营业收入接近50万元。

尝到了甜头的张大春，为了丰富采摘种类，今
年又在农场里试种了些西瓜、无花果。随着园区的

名气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多。未来，张大春还打
算开个农家乐。

乘着乡村振兴东风，富起来的不只是张大春，
还有魏道常。1996年，在外打工屡屡受挫的魏道
常承包了30多亩土地，开始从事水稻种植，此后又
陆续从园区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把种田当成事业，规模化经营粮食生产，魏道常很
快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农场。如今，魏道常不仅注册
了自己的大米商标，还在街道组织的培训指导下入
驻电商平台。“湖熟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农业、
生态农业、精准农业，近年来园区建成了现代农业
科技展示中心、稻米晒场等功能区域，辐射区培育
重点龙头企业9家、专业合作社108家、家庭农场
28家，有效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湖熟现代农业
产业园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抓吉赫哲族村紧邻中俄界江乌苏里江，是黑龙
江抚远市乌苏镇政府驻地。如今的抓吉赫哲族村
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然而，1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
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坐拥丰富的渔业和旅游资
源，村民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抓吉赫哲族村，只见
宽敞整洁的柏油路纵横交错，崭新的楼房掩映在花
木丛中，伴着细雨，村里传来阵阵歌声。

循着歌声来到村活动中心，只见十几位穿着民
族服饰的村民正围坐在桌边，一边唱歌，一边制作

鱼皮画。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
族人过去主要依靠捕鱼为生，食用鱼肉，穿用鱼皮，
并用鱼皮加工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

时至今日，穿鱼皮服装已经成为历史，但赫哲
族的鱼皮制品已成为他们的特色工艺品，尤其是鱼
皮画，材质简单却色彩丰富，展示了赫哲族人的审
美追求，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村民邵文芝正在制作鱼皮画，用鱼皮剪成的小
猴子非常精美。说起这些年生活的变化，她不禁喜
上眉梢。“我家原本住在狭窄的砖房里，冬天取暖要

靠烧炭。2017年，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环
境、卫生条件好了，水电、供热也不愁，心里真是很
高兴。”邵文芝和丈夫还承包了100多亩耕地，并基
本实现了机械化耕作，年收入达9万元左右。

乌苏镇党委书记李东生告诉记者，近年来抚远
市抓住“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机遇，争上项目，促
进赫哲族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乌苏镇充分
借助这一重大机遇，积极对接，大力发展民俗文化
旅游。建成建筑面积6240平方米的赫哲民族风情
村，引导赫哲人民转产上岸，利用乌苏镇的地缘、资
源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产业、果蔬产业，还建
起了民宿和旅游度假设施。

物质上实现了小康，精神上也要实现小康。在
乌苏镇文化站工作的赫哲族姑娘尚美含告诉记
者，除了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赫哲
族曲艺说书形式“伊玛堪”，另一种能有效传承文化
的方式就是赫哲民族舞。作为赫哲族人，一定要保
护传统文化，让赫哲族的文明代代相传。

夏日的六盘山，清爽适宜，地处山腰平
缓处的宁夏泾源县更是绿色葱茏美不胜
收。走进香水镇园子村，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了一位50多岁的村民，他名叫伍六十。

“伍是大写的伍，六十就是数字六和
十。”据泾源县农牧局工作人员介绍，虽
然这个名字含有吉祥的意思，但伍六十
却一直过着穷日子。他家有4亩地，除
了种杂粮，还要养牛、养羊、养鸡、外出打
工，但无论怎样努力，兄弟几人年收入加
起来也只有2万多元。2012年，伍六十
养鸡失败，家里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到了2015年，经村里核准，伍六十家成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伍六十不愿向困难低头。2016年，他
听说泾源县进口了很多安格斯牛，生长繁育
期短、出肉率高，市场价格好，比他养了几十
年的秦川牛好多了。“俺要养牛，一定要养安
格斯牛。”伍六十咬牙贷款1万元，加上养牛
补助款，总共养了5头安格斯牛。没想到
2017年5头安格斯牛下了5个小牛犊，他家
一下子有了10头牛。更没想到的是，政府

加大了补贴力度，每头牛又给了3000元饲
料补贴，5头牛拿到1.5万元补助，卖掉5头
牛犊，净赚7500元。

政府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好，伍六十养
牛的胆子也越来越大。2018年，伍六十家养
了18头安格斯牛，年底卖出5头，净赚6万
元，在建档立卡贫困户里率先实现脱贫。

得了实惠，伍六十养牛上了“瘾”。
2019年他家安格斯牛增加到34头，年终
收益近20万元；今年增至49头，年底预
计收入33万元。“不超过两年，我家的安
格斯牛就能达到80头，年收入能到100
万元。”伍六十很有底气，他拉着记者参观
他家的牛棚，不仅有钢结构的牛棚，还置
办了7万元的青贮收割机、6万元的四轮
拖拉机，以及两辆三轮车，养牛的相关设
备配备齐全。

短短三四年间，从一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到年收入几十万元的养牛大户，伍六十
的案例并非个案。当前，泾源县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依靠政府政策和勤劳的双手，走
上了养牛致富路。

宁夏泾源县：

专心养牛告别贫困
本报记者 许 凌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
街道西站东社区养老中心。中心内欢声笑语、热闹
非凡，老人们正在活动室里玩象棋、打扑克，志愿者
端茶倒水忙里忙外，嘘寒问暖。

在康复理疗室，两位老人正在做理疗，随着设
备运转松弛筋骨。“这两台设备特别受欢迎，谁先来
谁先用。”西站东社区养老中心负责人马邦博介绍，
养老中心的公用设施免费使用，空调开放，就连到
附近学校接孩子的老人也来这里歇脚。

“养老中心有餐厅，家里不想做饭了就在这里
吃。”家住西站路82号院的吴梅花高兴地告诉记

者，家门口能养老真方便。“早餐5元，晚餐6元，午
餐含面食套餐8元，米饭套餐10元，凡中原区户籍
70岁以上老人每天就餐首餐减3元。”马邦博告诉
记者，这里的午餐都是四菜一汤，特色是软、烂、淡，
营养搭配均衡，老人好吸收。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在西站路
82号院绝不是一句空话。西站东社区养老中心有
650平方米，设置床位18张，可为老人提供日间照
料、助餐助浴、康复保健、文化娱乐、心理疏导等专
业养老服务。养老中心依托老人熟悉的生活环境
和朋友圈，给人一种“没有离开家”的感觉。

记者在养老中心的日间照料室看到，这里宽敞
整洁，布置得很温馨，配备的专业护理床，颜色也区
别于医院，让老人有家的感觉。据介绍，老人们可
以根据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选择不同服务套餐，获
得由瑞阳养老护理团队提供的起居照料、专业护
理、康复医疗等专业护理服务。许多居民表示，以
前白天外出总是放心不下家里老人，有了这个养老
中心就放心多了。

“白天没事的时候还能来这里练练字，和邻居聊
聊天。”72岁的陈小轩退休前是黄河河务局职工，他
非常喜欢这个建在家门口的养老中心，来这里和左
邻右舍的老邻居们唠唠嗑，邻里感情也愈加深厚。

“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志愿者成为社区
养老的中坚力量。记者了解到，西站东社区养老中
心合作单位瑞阳养老集团提供9名员工，更多的要
依靠发挥志愿者力量为老人提供居家照料服务。
目前，源源不断的志愿者加盟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
了新鲜血液，也成为文明中原建设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图① 西藏丁青县尺牍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白少波摄

图② 黑龙江乌苏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展示民族饰品。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图③ 江西吉水县东坊村西瓜种植基地喜获丰收。 廖 敏摄（中经视觉）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