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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行“ 四 力 ” 收 获 感 动
——经济日报社 2022年“新春走基层”主题报道活动圆满收官

本报记者 来 洁

2 月 15 日，经济日报社 2022 年“新

春走基层”主题报道活动圆满收官。

自 1月 17日报道活动启动以来，近

30 天时间里，经济日报社 80 多名记者

践行“四力”、深入一线采访，从新疆托

里县老风口供电所到黑龙江黑河边境

管理支队，从春运繁忙的广州南站到灾

后重建的河南乡村，从防疫一线的海关

实验室到春节无休的污水隧道施工现

场⋯⋯我们用心感受、用情采写，用一

个个鲜活感人的奋斗故事，呈现出一个

砥砺前行、欣欣向荣的美丽中国。

见证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

发展韧性，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寒冬时节，记者到中国石油乌鲁木

齐石化分公司蹲点采访，到处可见的银

白色令人印象深刻：林立的高塔、蜿蜒

的管线、聚丙烯产品⋯⋯这家企业多年

来始终坚守环保底线，为明天“留白”。

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去年乌石化分公司

瞄准市场及时“调焦”，“S2040 聚丙烯”

等新产品投产，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更绚

丽的色彩，全年提质增效 4.82亿元。乌

石化分公司炼油厂副厂长柳永峰告诉

记者，“看得远一点，落子布局才能准一

点，发展步子才能稳一点”。

除夕当晚，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

肖九拨村外，聚光灯照亮了旷野，近 50

米高的钻井架上轰鸣不断。大港油田

渤海钻探第一钻井公司 70217 钻井队

队长贺向前说，春节期间，钻探任务还

在加快实施，争取早日打出高产井，实

现页岩油产业化、市场化。2019 年至

2021 年 ，大 港 油 田 整 体 钻 探 投 产 页

岩 油 油 井 35 口 ，今 年 还 计 划 部 署 井

位 8 口 。 随 着 工 厂 化 作 业 和 批 量 生

产，页岩油井的开发成本大幅度摊薄，

大港油田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描绘乡村振兴幸福图景

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我们用

更多笔触描绘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广西德保县那温村，依山傍水、黄

墙黑瓦的小村落处处皆景，农旅融合

让这个昔日的贫困村变身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人气兴旺的旅游业也带动

了特色种养产业的发展。那温村村支

书岑日就告诉记者，“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观赏蜜蜂采花、酿蜜，开蜂箱体验

蜂农生活。如今，家家户户都有蜂箱，

养蜂已成为那温村主要产业。”目前那

温村已经形成桑蚕、养蜂、旅游、百香

果、有机水稻“五大产业”，去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 14.6 万元。

在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

八岔村，记者听着伊玛堪歌手唱祝福、

跟着村民制作鱼皮手工艺品，报道这个

独特的“鱼皮部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热切期盼；在河北赤城县申沟村，记者

跟着驻村第一书记李骁为村民送年货，

用现场感十足的短视频，生动展现了申

沟村脱贫攻坚后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记录普通人拼搏奋斗

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我们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基层一线坚守岗位的

那些普通人。

春运期间，为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供

电段武威南供电车间黄羊镇接触网工

区的吕杰和工友们，每天深夜冒着零

下 17℃的低温，对接触网进行检修。

为服务好每一位旅客，广州南站组织

青年志愿者，在老人候车区、母婴室等

区域为重点旅客提供爱心服务。丁嘉

怡担任广州南站客运一车间一班领班

已经 10 年，她说，“旅客能顺利回家，

比什么都可贵”。

“新春走基层”既是报道活动，更

是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淬炼。脚下沾着

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深

入基层的每一次采访，那些努力奋斗

的普通人都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

春节前夕，记者耿丹丹来到新疆

塔城地区托里县老风口供电所，同工

作人员一起开展节前特巡。近年来，

该区域用电量增加、故障量下降，一增

一减的背后，是供电所工作人员的接

替坚守。“作为记者，要坚持俯下身、沉

下心、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激情，写出更

多有温度的作品。”耿丹丹说。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将带

着这份感动，沉下去、走进去，采写更

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

品，讲述更多令人振奋的中国故事。

正月里来话振兴
本报记者 赖永峰

“今天邀请大家来，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怎么利用好我们乡的生态优

势发展蔬菜产业。希望大家畅所欲

言，积极建言献策。”近日，在江西省抚

州市临川区河埠乡举办的“双返双创

联谊会”上，河埠乡党委书记聂高波开

门见山，向 20 余名乡贤和蔬菜种植大

户征求发展“良策”。

“现在家乡干部的工作作风确实

好。”在深圳创业的尚源村乡贤吴星华

首先就为党员干部一心求发展的劲头

点赞。

“这几年，家乡变化太大了，不仅

修通了柏油路，建设了农业园，还盖

起了星级酒店。可以说是旧貌换新

颜啊！”一直在外省工作的油顿村乡

贤舒坚的话，当即引起大家的共鸣，

掌声不断。

河埠乡是临川区的一个偏远乡

镇，以前只有一条狭小的乡道与外界

连接，由于交通不便，当地优质农产

品卖不出去，企业也不愿来投资。近

年来，河埠乡抓住发展机遇，修通了

路，还引进了多个生态农业企业，现

在的河埠乡已成为人人向往的“生态

胜地”。

尚源村村民刘国文说，“我们河埠

发展得不错！交通发达了，生态环境

更好了，种植蔬菜一定大有可为”。抚

州市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出

打造蔬菜“百亿产业”，面对这难得的

发展良机，长期在外地种植蔬菜、掌握

了一整套种植技术的刘国文如今也打

算返乡发展。

“如果我们返乡，政府有多少优

惠政策和帮扶措施？”在浙江种植蔬

菜的郑家村村民江长华对家乡的发

展颇为心动。虽然这些年在外地赚

了钱，但照顾不了老人孩子，江长华

很早就有回乡的念头。

“大家放心，我们出台了很多政

策，鼓励大家种植蔬菜，会全力以赴

在土地流转、审批、销售等方面提供

‘保姆式’服务，让你们轻装上阵，一

心一意种菜。”河埠乡乡长黄泽琪向

所有蔬菜种植户表态，将量身定制帮

扶套餐，打造良好服务环境，解决大

家的后顾之忧。

黄 泽 琪 的 一 席 话 ，给 在 场 的 10

余 名 蔬 菜 种 植 大 户 吃 了“ 定 心 丸 ”。

大家纷纷表示，要利用自己多年在外

学到的技术、经验和资源，为家乡的

发展出一份力。

抚州市临川区各乡镇充分利用春

节假日在外乡贤、企业家返乡契机，全

力组织开展在外返乡人才“双返双创”

对接活动，吸引在外人才回乡创新创

业。据统计，春节期间，临川区 23 个

乡镇共召集 1200 余名乡贤和企业家

共商发展大计。

化屋村火起来了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春节假期，一场少见的大雪让贵

州的西北部银装素裹、分外妖娆。静

卧在乌江北岸的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

屋村却自成天地，路边的三角梅花团

锦簇，灿烂又热情。记者沿着新修的

旅游公路、迎着微微寒风走进这个小

村庄，火红的灯笼随风摇曳。

“去年虽受到疫情影响，但收入还

不错，比在外面打工好。”以前长期在

外务工的赵玉学夫妇回到村里开农家

乐，一年存了 3 万多元。“感谢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在家有了不错的收入，孩

子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赵玉学说。

化屋村地处悬崖之下，耕地少而

贫瘠，曾是深度贫困村，近年来发展特

色产业，实现了贫困人口清零。化屋

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告诉记者，化屋

村坚持一切围绕乡村旅游干，既在服

务配套上下功夫，也在丰富业态上做

文章，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春节前夕，杨清鑫夫妇开办的农

家乐正式开门迎客，装修一新的房屋

能同时接待 10 桌客人，“乡村旅游风

生水起，一定大有前途”。

化屋村目前有农家乐 33 家、民宿

和农家旅馆 12 家，其中有 20 多家农家

乐是 2021 年新增的。如今，化屋村已

经成为不少游客向往的打卡地，去年

累计接待游客近 54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2.5 亿余元。

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带火了传

统工艺产品销售。在化屋村扶贫车

间，负责人杨文丽趁着游客不多的时

机，忙着修整房屋、整理产品，为即将

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准备。

“我们结合化屋村传统的苗绣、蜡

染等手工技艺，创新开发了 50 多种文

创产品，得到了市场积极回应。”杨文

丽告诉记者，2021 年以来，化屋村的

文创手工艺品销售走俏，带动了当地

更多绣娘就业。截至目前，该车间吸

纳了 22 名苗族妇女稳定就业，每人每

月平均收入 4000 元左右，还有 70 余名

绣娘通过以件计酬方式灵活参与工艺

品制作。

除线下和订单销售外，扶贫车间

还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直播带

货，拓展了手工艺产品的销售渠道。

“2021 年，扶贫车间总销售额达 400 多

万元，线上线下平台各占一半。”杨文

丽告诉记者。

记者在化屋村扶贫车间的展台看

到，除了有化屋村村民制作的服饰、蜡

染等传统手工艺产品外，还有来自周

边地区的土特产，小小车间俨然成了

黔西特产的展示中心。

虽然刚刚起步，但欣欣向荣的景

象让村民看到了希望，回家乡发展已

成为越来越多村民的选择。张玉芝

告诉记者，去年返乡就业创业的村民

有 150 多人，这个春节假期更是经常

接到外出务工村民的咨询电话，“大

家都希望能够回家乡发展，与化屋村

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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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笑声朗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走进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

李店镇狮子庄村的河南满义农业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设 施 蔬 菜 基 地 温 室 大

棚，蔬菜清香扑鼻而来，绿意盎然温

暖如春。

“姐妹们加把劲儿啊！雪天路滑，

可不能耽误超市的订单。”下午 3 点

多，在基地入口处的 1 号温棚里，一个

个硕大的“五彩灯笼”挂满枝头，承包

户张琳正和工人们一道儿采摘彩椒，

干得热火朝天。由于棚上盖着厚厚

的保温棉毡遮挡了光线，棚内“夜色”

浓重，大家伙儿只能“摸黑”摘菜，星

星 点 点 的 头 灯 下 ，彩 椒 更 加 鲜 艳

诱人。

张 琳 就 是 狮 子 庄 人 。 2018 年 ，

满义设施蔬菜基地一期 40 余座高温

蔬 菜 大 棚 建 成 后 ，她 一 直 在 基 地 打

工。两年后 ，利 用 在 基 地 学 到 的 技

术 ，她 承 包 4 座 温 棚 ，自 己 当 起“ 老

板”。如今，靠种棚菜，张琳年收入达

到 30 多万元，在基地负责人张兴圣眼

里，她是个朴实能干的致富能手。

“张姐可不简单，一棚尖椒收入

20 多万元，一棚番茄收入 10 多万元，

创造了蔬菜基地的‘神话’和‘传奇’。”

工人李相春一边干活，一边风趣地说，

“俺已经向基地报名了，计划今年也承

包一两个菜棚发‘菜财’。”

在一路之隔的连栋玻璃温棚里，

社旗县融媒体中心正通过网络直播

向市民群众推荐社旗优质蔬菜。镜

头下，五六个工人忙着采挖、分拣、去

损、打捆、装车，一辆辆满载芹菜的货

车 先 后 出 发 ，把 新 鲜 蔬 菜 送 往 市 民

“餐桌”。

“连栋玻璃温棚原本是育苗棚，

我 们 利 用 育 苗 间 隙 ，插 种 了 一 茬 芹

菜，刚好赶在春节前后上市，让市民

群众的‘菜篮子’更丰富。”基地技术

员徐志光介绍，目前，占地千余亩的

蔬菜基地已建成智能连栋玻璃育苗

温室 4 万平方米，先后引进培育推广

优质蔬菜品种 10 多个。

“蔬菜大棚就是一座座‘绿色银

行’！”在大冯营镇向阳村蔬菜基地，工

人郭玉和大家伙有说有笑，言语之中

很满足。据介绍，上海青一年种植六

到八茬，生菜一年种植三四茬，一年到

头都有收获，可以保证新鲜菜品成熟

一批、采摘一批、送达一批，一亩地能

有 1 万多元的销售额。

该县蔬菜办副主任张雨丽介绍，

当地蔬菜种植面积已突破 12 万亩，其

中设施蔬菜 2 万余亩，通过基地务工、

入股分红、独立发展、合作经营等形

式，把 1.2 万余名群众聚集在蔬菜产业

链上，实现年人均增收 6000 元左右，

蔬菜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春节通关不打烊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近日，厦门和鸣花卉科技有限公

司的花卉苗木培育场内一派忙碌景

象 ，工 人 们 正 在 快 速 选 苗 、分 类 、打

包。2 万株蝴蝶兰在厦门海关的监管

下顺利出口东南亚。

“近期几乎每天都有大批蝴蝶兰

出口，而且客户要得比较急。但是有

海关的通关保障，我们都能准时送到

客户手上。”厦门和鸣花卉科技有限公

司营销部经理杨斌说。

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地理条

件优越，是花卉园艺产业发展较早的

省份之一，而“高颜值”的厦门更是占

据了花卉园艺产业的天然优势，着力

发展花卉苗木产业。

为推动厦门地区传统特色花卉产

品抢占新春出口高峰，厦门海关对企

业花卉开展定期核查，帮助企业规范

自检自控管理及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从蝴蝶兰种源的挑选、培养基材料的

采购、生产各环节的管理、防疫防控措

施等环节进行严格监管，确保符合主

要出口地的种苗花卉双边协议及法律

法规要求。同时，厦门海关还进行严

格抽检，对检疫合格的组培苗等实现

即 报 即 放 ，同 步 确 保 存 活 率 和 通 关

时效。

全力支持厦门花卉企业出口是

厦门海关春节期间全力保障进出口

物资供应的一个缩影。为做好春节

长假期间的通关保障，厦门海关各业

务现场早已启动节日通关应急预案，

多措并举、多元统筹，全力保障进出

口物资快速通关。

厦门海关综合处副处长陈玮告诉

记者，为满足部分关区企业“无间断生

产线”和“零库存”经营模式的通关需

求，厦门海关提前制定假日值班表，加

强和码头、物流企业、报关行沟通，引

导企业做好人员安排调度，及时申报

已到港货物；设立重点企业进出口物

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绿色通

道，全力保障进出口物资 24 小时通关

顺畅；针对节日物资、鲜活易腐产品提

供预审证书、预约验放、现场查验等便

利举措，在确保货物符合相关要求的

前提下快速验放；推广原产地证“不下

线不打烊”24 小时发证柜，实现原产

地证书 24 小时“随时领”，消除节假日

等非工作时段的服务盲点。

同 时 ，厦 门 海 关 还 充 分 利 用 两

步 申 报 、提 前 报 关 等 便 捷 通 关 作 业

措施，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通关服务，

再 搭 配 叠 加 进 口“ 船 边 直 提 ”、出 口

“抵港直装”等现场货物顺势监管模

式，实现货物“货到即验放”，确保货

物通关“零延时”。

陈玮表示，厦门海关积极探索进

口产品分级分类管理体系，不断简化

通关手续，优化进口审单、查验、送检、

处置等各环节工作程序，深化检验监

管模式改革，大幅缩短进口酒检验放

行时间，大大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力

促酒类产品“优进快进”。

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扶贫车间负责人杨文丽（中）与绣娘一道

通过网络直播展示当地制作的手工艺品。 史开心摄（中经视觉）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工人在大冯营镇向阳村蔬菜大棚采收生菜。

申鸿浩摄（中经视觉）

2 月 14 日，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高新区，启航汽车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正

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谢尚国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