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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山谷。一条路，蜿蜒曲折如苍龙，一头扎入谷底村
庄，一头通向群山之巅。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路。

“我干了 40 多年村干部，最大的事情就是修了这条
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举目四望。
那片山，曾将祖祖辈辈死死困住；山上，埋着6个为修路牺
牲的兄弟……

16年前，毛相林率领100多名下庄村民，硬是用双手在
山中凿出了这条8公里长的公路。接着，毛相林和村民们不
等不靠，敢想敢干，决战贫困，续写“愚公移山”新篇。

1997年，38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
林，作出惊人决定——修公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
合围，犹如坐在一口井中，修路难如登天。

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道拐”的古道，去县城一
来一回至少4天。住在“井底”的近400名下庄村民，近一半
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贫穷闭塞成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
宿命。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毛
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
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
路来。”

那年冬天，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全村青壮
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吃住在山洞，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
子，另一头在老树根上打个结，以防夜里翻身掉下悬崖。为了
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在山上住了3个月没回家。

修路远比想象的难。四周陡峭岩壁，很难找到落脚之地，
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
眼，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再用锄头、钢钎和大锤，一块一块
把石头凿下来。

村民杨亨双回忆，有一次钻炮眼，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
凶，头顶还不时掉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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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
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
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开工修路第三年，不到两个月，接连有
2名修路的村民献身。

26岁的村民沈庆富，在修路时被一块
巨石砸中，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安葬沈
庆富没多久，专门从外地回乡修路的36岁
村民黄会元，也被滚落的石头砸中。

村民自发前来，为黄会元送行。看着
黄会元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无比愧疚，
他声音颤抖着问大家：“如果再修下去，可
能还要死人。今天大家表个态，这路到底
修还是不修？”

“修！”有人大声吼道。回应的人，正是
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我儿子死得光荣。
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老人说。

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毛相林忍住泪
水，立下誓言：就算我们这代人穷10年、苦
10年，也要把路修下去，让下一代人过上
好日子。

此后，又有4名村民为修路献出了生
命。为早日走出大山、拔掉穷根，下庄人没
有退缩。2004年，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
村人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在绝壁上凿
出了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

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路，这是他们走
出贫困的路——下庄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终
于变成了现实！

虽然出山公路通了，但在当时，大多数
下庄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毛相林“趁
热打铁”，带领村民种植柑橘，力争尽快

脱贫。
不曾想，村里的500亩柑橘生虫，几乎

绝收。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当众检讨：
“发展产业不能靠蛮干，做事不怕失败，关
键是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

村民们又一次支持他。大家说，当年
修路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
什么？

县里派来了柑橘栽种技术专家，手把
手培训村民。几年后，村里柑橘产业“起死
回生”，去年柑橘产量接近40吨。今年的
柑橘就要上市了，毛相林说，产量比去年
还高。

今年61岁的毛相林，把最好年华献给
了这片土地。2015年，下庄村整村脱贫；
到2019年底，全村累计64户269人稳定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0.29％，人均收入达
1.2万元。

从这条路走出的年轻后辈，正在接棒
家乡的振兴事业。29岁的毛连长，回到下
庄做电商，叫卖柑橘、西瓜等土货；27岁的
彭淦，是下庄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回到
家乡成为一名教师……

毛相林还有更大的梦想：不单下庄人
要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近年
来，巫山县发展乡村旅游，下庄村19栋农
房改造成民宿，开始接待山外来的游客。

“再过两三年，旅游搞起来，我们的收入还
会翻番。”毛相林信心满满。

文/新华社记者 韩 振 周文冲
（据新华社重庆11月16日电）

锄头，坚韧有力，凿石碎土之物。在
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干部毛相林身上，
也有这么一股子劲：不畏艰难，敢跟坚石
斗硬；扎根群众，把自己深深嵌在泥土
里。在脱贫攻坚收官这个打硬仗啃硬骨
头的战场，完成硬任务，就需要毛相林这
种“硬锄头”。

7年时间，6人牺牲，毛相林带领村民，
硬是靠锄头、钢钎、锤子和摆脱世代贫困的
决心，在陡峭崖壁之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
长的公路，实现了几代下庄人出山的梦想。

这是一种不畏艰难，敢与坚石硬碰硬
的精神。“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
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就算我们这代
人穷十年、苦十年，也要把路修下去，让下
一辈人过上好日子”……毛相林不追求

“吹糠见米”的短期政绩，以“愚公移山”般
的决心和毅力，用实干苦干修出了一条让

百姓摆脱贫穷闭塞的通天路。
这是一种勇于探索，打开发展新空间

的精神。不做井底之蛙，绝壁修路只是第
一步，路通后，他又扛着锄头带头发展产
业、打造景点、培育乡风。毛相林以昂扬
的奋斗姿态，主动承担任务、应对挑战，不
断试不断闯，拓宽致富路子。

这是一种扎根群众，始终为了群众的
奉献精神。担任村干部40多年里，毛相林
不改农民本色，一心一意扎根基层一线。
修路遇到危险，他第一个上；即便60多岁，
仍在为家乡振兴发光发热。正是因为他
心里装着群众，才赢得了群众的广泛信赖
和支持。

新的起点上，挑战依然严峻，发展未
有穷期。我们呼唤更多的“毛相林”，需要
更多的“硬锄头”。

（新华社重庆11月16日电）

打硬仗需要“硬锄头”
新华社记者 韩 振 周文冲

如今，信息化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只要登
录中国法律服务网，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找调
解、寻鉴定、要仲裁，都可以实现网上办。全国普法
办建立“智慧普法”平台，整合全国6000多家新媒
体，组成全国普法新媒体矩阵，每天推送信息数
万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宪法法律深入宣传，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逐渐形成习惯和
自觉，公共法律服务就在每个人身边。

“七五”普法期间，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取得长
足进展，全国共设立法治文化主题公园3500多
个、广场1.2万多个、长廊3.4万多个，让群众“出门
有法、抬头见法”。各项法律广泛传播，法治意识
深入人心。司法部会同中宣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
的民法典学习宣传通知，引导人民群众学好、用好
法律。

法润人心，筑基固本。浙江省安吉县以民主法
治村创建为抓手，发布全国首个民主法治村建设地

方标准，引导村民从“学会用法”到“习惯用法”，并
探索通过选聘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三官一
师”中的优秀党员担任平安书记、协调委员等职务，
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保障。湖北省秭归县采取以
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方式，组织全县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辖区186个村委会对接签订
了村级法律顾问合同，实现了村级法律顾问制度全
覆盖。

各地探索实践出一批独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普
法品牌，让“法治之声”唱响神州大地。在内蒙古草
原上，驰骋着100支“法治乌兰牧骑”队伍，组织法
治文艺演出120余场，法治的旗帜在草原上舞动飘
扬；海南充分挖掘和依托琼剧、儋州调声、崖州民
歌、黎族哥隆歌等特色民俗文化开展普法活动，先
后创编《选村官》《回归》《重生》等 10余部普法
琼剧。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
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
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广泛推行线上办、网

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强化疫
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
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
提供有效法律援助，实现了公
共法律服务不打烊。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专
业人才。2020 年 3 月，司法

部、全国工商联和全国律协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
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动 服务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的通知》，针对疫情防控后期民营企业
法律服务需求，通过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团等形式，
深入各类企业、产业园区、协会商会等，开展法治宣
讲，提供法律咨询，防范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纷，
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促进稳工稳岗，为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到
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
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
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随着法治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媒体公益普法、法治宣传教育专家咨询
和考核奖励等制度不断健全，未来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本报北京11月 16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
11月16日，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在北京联合
发布了第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国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30
家企业进入行列。从本届“30强”企业有关情况
看，骨干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总体规模实力进一
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定增强，体
现了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届“30强”2019年度合计主营收入4346亿
元、净资产5519亿元、净利润503亿元，三项指标
均创历史新高，分别比上届“30强”增长 4.4％、

51.8％和10.3％，且净资产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
关，净利润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

为鼓励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光明日
报社和经济日报社按照鼓励先进、支持创新等原
则，继续发布了“30强”提名企业，对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予以提名。

第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发布

全民共享高质量公共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李万祥

2020年7月3日在下庄村拍摄的毛相林。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上接第一版）
推进“碧水行动”。坚持兴水、引水、节水、蓄水

多措并举。深入实施潮白河流域和永定河、白洋淀
流域上游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3年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501平方公里，全市地表水国省考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保持在87.5%。洋河、桑干河
完成生态补水2.7亿立方米，桑干河实现全年不断
流。推行高效节水灌溉，3年新增及改善节水灌溉
面积65万亩。严控地下水超采，退减水浇地40.45
万亩，减少地下水开采量4854万立方米。落实河
湖长制，做到严格管理全覆盖。

推进“绿地行动”。创新机制、市场运作、多方
筹资，大力推进项目化、公司化、林场化造林，3年
累计完成营造林1108万亩，实施休耕种草181万
亩，林草覆盖率达到宜林宜草面积的80%以上。特
别是2018年完成植树造林601万亩，占全省的五
分之二。加快矿山退出及生态修复，3年退出矿山
358处、生态修复247处、治理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
地202处。

推进“净土行动”。组织编制实施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规划，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立固体危险
废物全过程监管制度。推动建设全市垃圾一体化处
理体系，中部、南部片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开
工，县区实现村庄日常保洁公司化运营全覆盖，形成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一体化运行模式。

壮大新兴产业

冰雪产业热起来 康养产业联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近年来，张家口通过举行冰雪产业推介会、崇
礼论坛和系列冰雪旅游活动等，大力发展零度以下
经济。目前，已规划建设2个冰雪产业园，成立了
中国第一个冰雪产业大数据指数平台，累计落地冰
雪产业项目57个。同时，启动了“111N”冰雪运动
培训体系建设，建成冰雪运动特色学校80所、培训
基地34家，国际国内专业赛事活动规模空前，参与
冰雪运动突破400万人次。

张家口持续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不仅有效改善
了区域生态环境，还吸引大批优质企业到域内发展
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冰雪运动、可再生能源等业
态在张家口快速兴起，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良性
循环。

作为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的全国首个、唯一一
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近年来按照三
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发储输用”一体化绿色能源
体系建设，“三大创新、四大工程、五大功能区”建设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应用提
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目前，张家口全
市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达到27%，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世界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线路
最长的±500千伏多端柔性直流示范工程完工投
运，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全产业链初步
形成。

张家口紧紧抓住全国首批5G网络试点城市契
机，以绿色数据存储为龙头，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打
造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怀来县京北生态科技新
城、桥东区北方硅谷高科新城、宣化区京张奥产业
园等多个产业园区。目前，签约重大信息产业项目
25个，9个数据中心投入运营，服务器规模达到72
万台，京东、腾讯、秦淮数据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等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重大项
目签约落户，产业规模超过100亿元。

此外，张家口还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邻近首都
的优势，坚持以冰雪产业联结康养、特色农牧串联
康养、文化旅游提升康养，加快建设冰雪运动核、旅
居康养产业带、运动康养产业带、膳食康养产业带、
医疗康养产业带、康养护理人才培训基地“一核四
带一基地”，着力构建旅居康养、运动康养、膳食康
养、医疗康养四大业态相互支撑的康养产业体系，
擦亮了“冬奥张家口、运动养生城”城市品牌。目
前，张家口全市48家公立医院与北京62家医院开
展合作项目64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列
入首批1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