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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之乡的乡村振兴“三重奏”
——甘肃陇南花椒产业发展见闻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贾家庄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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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夜，贾家庄村贾街小吃街，

食客如织。一场主题为“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大联欢”的网络直播，在街口

戏台上如约开启，讲述着三代贾家

庄“年轻人”奋斗圆梦的故事。

61 年前，取材于贾家庄的奋斗

题材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火热

上映，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因此

名动全国。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历史现

实交相辉映。

从“有女不嫁贾家庄”的“恓惶

村”，到远近闻名的乡村生活样本，

山西汾阳贾家庄村靠着一代代年轻

人自强不息的奋斗，上演着一幕幕

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剧情。

“不当百万富翁，
要建亿万富村”

每天早上起床后，92 岁的村民

武士雄都会推着轮椅在村里的广场

走一个多小时，有时还会在健身器

械上拉伸、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武士雄

还会和村里的 200 多名老人一起，

在广场旁的日间照料中心吃免费的

早饭和午饭，看老伙伴们跳操、唱

歌、下棋、打牌。

“每天吃的饭不重样。每隔一两

个月，村里还组织老年人免费体

检。”武士雄说，当年改碱治水吃下

的苦，终于变成了现在的“甜”日子。

新中国成立前，贾家庄是远近

闻名的穷村。4000亩土地中2800多

亩是盐碱地，平均亩产只有几十公

斤，村里“讨吃要饭多、光棍多”。

1952 年，贾家庄在汾阳率先成

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干的第一件大

事就是改碱治水，让田地多产粮食。

改碱治水是个重体力活。关键

时刻，村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在党

支部书记贾焕星的带领下，宋树勋、

邢宝山、武士雄等六七十名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奔向盐碱滩。“为了排

水，光大渠就挖了几百条。”当时担

任团支部书记的武士雄说。

十多年过去，贾家庄人靠着肩

挑手挖，硬是把所有盐碱地变成了

亩产 800 斤、“地成方树成行”的良

田。驻村作家马烽以此为原型，写出

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

“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靠着艰苦奋斗得来的。”回忆

起那段岁月，武士雄仍是十分感慨。

吃饱肚子的贾家庄人，没有停

止奋斗的脚步。

1986 年底，时任党支部书记的

邢利民将自己办的企业上交给村集

体，和其他村干部一起一心一意发

展集体经济。“不当百万富翁，要建

亿万富村。”他说。

这一年，邢利民36岁，其他村干

部有一半年龄在40岁以下。一帮年

轻人带领着村民开启了贾家庄的创

业之旅。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贾家庄集

体资产从当年的400万元增至10个

亿，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796 元增

至 3万多元，道路、公园等基础设施

和住房、饮水、天然气、养老等普惠

式服务不断提升。

69岁的贾家庄村原支部副书记

张增亮说，正是由于当时的年轻人

甘于“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才

有了今天的共同富裕。

在希望的田野上圆梦

外表文静的“90 后”赵欢，是贾

家庄旅游公司下属酒店的前台服务

员，也是贾家庄拔河队的骨干队员。

这支队员最小年龄 21岁、平均年龄

35岁的队伍，每年都要出去参加比

赛，并获得过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

亚军。

“村里的文体活动几十年都没

断过。”赵欢说，每年村里都会举办

灯会庙会、村民晚会、文艺竞赛、音

乐节、篮球赛等各类文体比赛。

“农民的小康生活，应该是全面

的，不仅要有物质保障，更要用精神

文化来升华。”贾家庄村党委书记邢

万里说。

“两手抓两手硬，歪风邪气吹不

进。”1991 年，随着集体经济快速发

展，贾家庄村党支部决定以家庭为

单位，党员带头，开展“社会主义新

型农家竞赛”活动。

2006 年，这项活动升级调整为

“新世纪和谐家庭竞赛”。贾家庄村

负责这项工作的武建生说，活动将

办好事、孝敬老人、集体劳动、维护

环境卫生等村规民约细化为评选标

准，解决了村规民约悬置问题，而且

通过考核、奖励对村民形成约束和

引导。

30 年的春风化雨，贾家庄形成

了良好的村风、家风、民风。“平常开

展扫雪、打扫卫生等义务劳动，喇叭

一响，村民就全出来了，而且都是先

大街后小巷，最后才扫自家门口。”

武建生说，别说违法乱纪、上访告

状，这些年村里连邻里纠纷、家庭矛

盾都很少。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入夏以来，贾家庄村里格外热

闹。除了来村开展培训和素质拓展

的多个团体，每周末都要涌入上万

名游客。游客们或在村里的汾州民

俗文化园、艺术中心转一转，或漫步

贾街，尝一尝各地小吃。

在贾街对面不远处，贾家庄参

与建设、投资 7 亿元的国际双语学

校正在加紧施工。不久的将来，这所

学校带动的教育产业，将与文化旅

游、酿酒等产业一起，撑起贾家庄令

人憧憬的未来。

张增亮说，贾家庄今天的热闹

光景，得益于村支部几次关键时刻

与时俱进的改变，更见证着新一代

年轻村干部的成长与担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贾家庄以

“滚雪球”的方式，一口气办了20多

个企业，集体经济大有起色，但跟一

些先进的村子比，仍是“小打小闹”。

经过考察论证，老支书邢利民

乘着乡镇企业大发展的东风，带领

村民在 1995 年咬牙上马了一个年

产 10 万吨的水泥厂。随后，水泥厂

产能逐渐发展到 50万吨，年均收入

2000 多万元，成为贾家庄“二次腾

飞”的支柱。

进入 21 世纪，贾家庄的改变仍

在继续。2005 年，大学毕业后在外

创业的邢万里回到村里，同时带回

了山西第一个拓展培训项目。“当时

每年能够吸引2万人来村培训。”邢

万里说，这让他意识到村里发展旅

游业是可能的。

为了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在邢

万里的建议下，贾家庄在 2009年建

起一个四星级酒店，并成立了旅游

公司。邢万里被村两委请回来担任

公司总经理，并被选为村委会副

主任。

邢万里带着一帮年轻的“小伙

伴”，开始整合村里的旅游资源，挖

掘村里的文化元素，建起了村史展

览馆、马烽纪念馆、汾州民俗文化

园、贾街等旅游设施。

2015年，贾家庄再次面临抉择。

“国家要求淘汰落后产能，村里的支

柱产业水泥厂要么关停，要么投入

四五亿元进行技改。”邢万里说。经

过讨论，贾家庄决定关停水泥厂，彻

底转型，走绿色兴村的路子。

关停后的水泥厂区并没有浪

费。村里把厂区改造成工业文化创

意园区，建起了艺术中心、作家村、

种子影院等，成为贾家庄发展文化

旅游业的另一只翅膀。

2017 年底，39 岁的邢万里当选

贾家庄村党委书记，与其他 5 名年

纪相当的年轻人和 3名老同志一起

组成村两委班子，扛起了新时代带

领贾家庄振兴奔小康的旗帜。

成功举办“电影短片交流周”

“吕梁文学季”，年旅游人数突破

200 万人次，40 多名在外打拼的年

轻人重新回到村里……在不同的时

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又聚到了

一起。

（新华社 赵东辉 晏国政 孙亮
全 张千千）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

近年来，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花椒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了脱贫致

富步伐，吸引了一批大学生返乡就

业，开启了乡村振兴快车道。

小花椒驱动大扶贫

武都区属于秦巴山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生态脆弱，但顽强的花

椒适宜在此生长。

花椒，这种尝起来麻香醇厚的

紫红色小颗粒，是火锅等美味佳肴

的麻香之源，深受各地“吃货”的喜

爱。花椒还以独特的香麻口感“俘

获”了日本、韩国等外国人的味蕾。

花椒市场的巨大潜力，更让椒

农种植热情高涨。

武都区花椒服务中心主任陈

红岩介绍，2003年，当地政府将花

椒作为摆脱贫困之策，引导致富能

人规模化种植，创办合作社，并不

断改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

设，加速花椒产业发展。

武 都 区 居 民 高 志 东 流 转 了

1800 亩地种植花椒。他统一种植

标准和田间管护，从源头上提高花

椒品质和产量。他的花椒已是许多

知名餐饮企业的“座上宾”，还进入

了德国市场。

目前，全区花椒种植面积稳定

在100万亩以上，8.6万贫困人口通

过发展花椒产业脱贫。花椒产业已

成为武都区稳定脱贫的支柱产业。

小花椒引回大学生

34 岁的大学生欧阳书智因为

“花椒+电商”有了更广阔的发展

平台。2011 年，他大学毕业后，到

北京工作。1 年后，他返回家乡陇

南，受聘于高志东的合作社，利用

电商为花椒销售开辟“新航道”。

近年来，武都区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支持合作社开办网店，打

造“产业+农户+合作社+网店+

平台”的电商扶贫模式，为花椒

“插上翅膀”，帮助椒农摆脱“乡村

集市提篮叫卖、小商小贩压价收

购”的困境。

目前，武都区运营网店 1887

家，电商销售额累计约46亿元，其

中花椒占50%，带动了2万余名贫

困群众脱贫。

大学生返乡创业和就业也得

到了政府支持。当地政府向返乡大

学生提供电商运营技术培训、办公

和孵化场地及创业担保贷款，并做

好政策咨询、工商注册、融资贷款

等服务。

小花椒奏响“致富曲”

7月，正是花椒收获季。在武都

区马街镇樊家山村，一簇簇火红的

花椒挂满枝头，漫山遍野的花椒树

将整个山头都“染”成了红色。

村民王福朝正忙着采花椒。他

要赶在8月初采摘完500多棵树上

的花椒。过了采摘季，花椒就会变

黑。但这里户户种花椒，在采摘旺

季，他找不到帮手。

为此，王福朝专门去邻县花钱

雇人采摘，并承诺包吃包住，最终

请来了姜水水等4名农村妇女。干

了8天，姜水水挣了近1000元。

王福朝不担心工钱。他说，今

年花椒每公斤卖 120 多元。500 多

棵花椒树将为他带来 4 万多元收

入。采摘结束后，他还要外出务工。

种植花椒加上外出务工，全家人的

生活有滋有味。

直播卖花椒为 29 岁的“轮椅

姑娘”石早花带来了新生活。自从

加入武都区康瑞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她当起了主播，平均月薪

5000多元。

日常生活中的寻常小花椒，

如今为武都群众奏响了一首“致

富曲”。今年，武都区花椒总产量

有望达 3000 万公斤，综合产值 40

多亿元。

（新华社 马维坤 张文静 程楠）

作 为 一 名“95

后”宁波城市保洁

员，金冬冬说，最近

到手的装备——智

能保洁套装，让自

己第一次发现，环

卫工作也可以变得

“时尚”与高效。

“以前扫地那就

是‘畚斗、扫把、火

钳三件套’，一天下

来落叶、烟头等最

多能扫出9畚斗，但

现在可不一样了。”

金冬冬说，多功能

清洁手推车、电动

扫路机等机器工具

现在成了他日常工

作的好搭档。

在宁波市中山

路一角，同是保洁

员的胡维珠熟练地

从腰包里掏出各种

工具，耐心地刮去

地上的污渍痕迹，

直至地砖恢复亮堂

本色。“装备了精细

保洁‘九件套’后，

感觉自己似乎成了城市环境治理的

‘特种兵’。”胡维珠说。

“一把扫把‘扫天下’，环卫工人

‘两手包’”——不少上了年纪的宁波

市民记忆中的这幅城市清洁工作图

景，如今正逐渐在技术与专业力量的

加持下升级换代。随着城市环境治理

效能的提升，让城市变得更加“可

触”、更加“亲近”正在宁波越来越多

的地方成为可能。

中山路是宁波市民王越每天上

下班的必经之路。对于这条路沿岸景

观再熟悉不过的她，回忆起了对城市

主干道的变化：“马路是越建越漂亮

了。”王越说，以前她更多的是在“看

路”，发现道路两边的美丽风景就顺

手拍照发个“朋友圈”，而现在不少地

方让她有了更多的“触路”冲动：“其

实最自然的逛街感受就是走哪儿停

哪儿，席地而坐，裤子不脏。”

王越的想法正代表了宁波城市

建设的势头与方向。2020 年，宁波将

在全市 20 个区域创建可达到“席地

而坐”标准的“城市客厅”，包括老外

滩在内的宁波地标景观将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市民与游客，展现“触地可

及”的城市风貌。目前，首批申报的

“城市客厅”示范区域已通过验收。

按照示范区域创建标准，“席地

而坐”的“城市客厅”要实现地面路面

无积尘、水体清澈无垃圾、道路保洁

见本色、绿化绿地见景致等各项目

标。“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白手套

就是验收标准。公园长椅、公交候车

亭这些地方，白手套一摸变了色，那

是不行的。”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容环境处处长徐谟开表示。

人改变了环境，环境也在改变

人。在城市保洁员队伍以外，一大批

宁波市民也纷纷自愿加入了“自家客

厅自家扫”行动。“当‘席地而坐’成为

一种城市风尚时，谁还会再去乱扔烟

头、随地吐痰呢？”徐谟开说。

（新华社 顾小立）

四川加快推进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7 月 30日，记者从四川民政

厅获悉，由四川民政厅编制的四川省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将于 8 月 1 日起实

施，旨在为社区开展精神障碍康复服

务提供制度支撑，从而科学有序精准

地服务精神障碍患者。

据了解，该《规范》也是全国首个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标准。《规范》对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机构、服务和管

理等方面的标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阐述，并且给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

构、服务和管理明确了目标、划定了

范围、制定了流程、提出了要求，便

于更好更有效地服务患者。

“《规范》的发布，能够更好地帮

助患者及家庭全面了解社区康复、

主动参与社区康复、持续获益于社

区康复，让患者及家属更加放心、安

心和舒心，这样既保障了患者的基

本权益，也帮助患者能够尽快回归

社会、回归家庭。”四川民政厅的工

作人员说。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实行河长制、林长制一体化管理，并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有机结合，保护水资源，营造绿家园，

让水常清、绿常在、美常驻，实现生态好、环境美、产业兴、百姓富。图为近日，永丰县国家森林公园潭城湖景区。 刘浩军 摄

山东：159.37亿元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新华社济南 7 月 30 日电（记者

王阳）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截

至6月底，山东各级财政共安排资金

159.37亿元，支持巩固和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据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方面，山东

按照亩均 138 元的标准全部直补到

户，以提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标

准，覆盖小麦种植面积5623万亩。同

时，山东按照亩均 1500 元的补助标

准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408万亩，改

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此外，山东筹

集资金 1.5 亿元，支持开展小麦条锈

病、草地贪夜蛾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

综合防治1.03万亩次，保障农业生产

和粮食丰收。

在提升粮食生产效能方面，山东

今年以来支持38个县整县推进粮食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发展以土地托管

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430 万

亩，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

接；继续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已

补贴到户5.04亿元，补贴农机具5.88

万台。

此外，今年山东减半收取新增政

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担保费，财政

贴息率提高 1 个百分点，目前已为

3.21 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优

惠担保贷款 143.68 亿元。其中，整体

授信 30 亿元支持粮食生产，提供粮

食类担保贷款10.67亿元。

四川人社窗口单位
业务技能练兵比武
展现新时代职工风采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7 月 29日，2020 年度四川省

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

武总决赛在成都举行，成都市武侯

区、郫都区、邛崃市等10支代表队伍

同 台 竞 技 ，比 拼 业 务 知 识 和 服 务

本领。

本次决赛以“练兵比武强技能

人社服务树新风”为主题，以人社业

务知识和窗口服务技能为主要内容，

参赛队伍在现场通过风采展示、争分

夺秒、实战演练、群雄逐鹿 4 个比赛

环节展现了优秀的业务技能，最终，

成都武侯区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宜宾江安县、成都邛崃市代表队获得

团队二等奖，宜宾长宁县、绵阳梓潼

县和绵阳安州区代表队获得团队三

等奖。作为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成都

武侯区代表队负责人表示，“在总决

赛前，成都市人社局就组织队伍进行

了为期三周的强化训练，帮助队伍技

能提升。”

据了解，今年3月，四川省启动了

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

武活动，全省人社系统深入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练兵、大竞技、大比武，近

5万名职工积极参与到“日日学、周周

练、月月比”活动中来，提升了人社系

统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助力温暖人社

品牌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