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综合新闻A2

玉曲河畔党旗红

绿色的振兴
——来自秦巴山区腹地的发展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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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60岁生日，罗显平就
遇到一件喜事。村里要申报4A级
景区了。

笔者见到他时，这个爱听商洛
花鼓戏的陕南汉子脸上满是兴奋。
在群山环抱中，刚卸任蒋家坪村党
支部书记的罗显平举着自带音箱
的大麦克风，饱含激情地为游客解
说蒋家坪村茶园的发展变化。

位于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老县
镇蒋家坪村的女娲凤凰茶业现代
示范园区，属于苏陕扶贫协作项
目。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曾
来到这里，拾级而上，步入茶园，
沿途察看春茶长势，同茶农们亲
切交谈，仔细询问茶叶收成、价格
和村民土地流转、参加分红、务工
收入等情况。他指出，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
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脱贫奔小康。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

一年多后的7月1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今年以来，稳定脱贫的蒋家
坪村又有新的变化。”聆听过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罗显
平自豪地介绍。蒋家坪村新增种
植“陕茶一号”350亩，改造茶田
300亩，已经拥有2700亩茶田。户
均2亩茶，人均年收入近万元，是
2019年脱贫时的2倍。

雾笼青山、遍野翠色的生态茶
园，加之附近风光旖旎的黄洋河，
吸引着周边游客纷至沓来。罗显平
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蒋家坪村人将牢记
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小山村
正谋划“茶旅融合”，建农家乐、乡
风民宿，申报4A级景区。

一条绿色振兴之路，又铺到
了蒋家坪村人的家门口。

蒋家坪村的发展也是陕西省
安康市绿色转型中的一幕。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腹地，曾

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
一。开山采石，毁林伐木，为了发
展，也曾引进过不少破坏生态的
高污染产业，可群众的口袋并没
有因此鼓起来。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当地转
变发展方式，开始探索“以绿生
金”。由于地处我国优质富硒土壤
区域，安康的山货、蔬菜、粮食、饮
用水都天然富含硒。为了盘活硒
资源，安康在当地先后建立起富
硒食品开发工程实验室、富硒产
业研究院和国家级富硒产品科技
创新孵化器。

“过去很多藏在深山无人知
的富硒产品，现在通过专业人士
指导、认证、包装、宣传，正在为安
康群众创造着财富。”安康市富硒
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李珺说。

紫阳县的富硒茶、平利县的
绞股蓝、汉阴县的油豆皮等富硒
食品，带动“青山经济”跨越式发
展。有着千年贡茶历史的紫阳县
焕古镇，通过推行高山茶种植标
准化流程，引进先进管理企业，打
造知名品牌，使富硒茶的产值实

现倍数增长。
要青山，也要绿水。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

为保证汉江水质，安康关停高污
染、高能耗企业300余家，管理部
门在瀛湖区域取缔了3.1万口养鱼
网箱，重点打击河道采砂……

经过生态恢复，安康市地表
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17
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达100%，汉江出陕入库断面
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
标准。

水清岸美，当地趁势推出包
装饮用水产业。一江碧水，变成带
动当地发展的“硒望”之水。

据统计，目前安康已有包装
饮用水企业 29 家，设计总产能
288万吨，15家规上企业产值年
均增速达到28%。而包括富硒水
在内的整个富硒产业也已成为安
康的主导产业之一。

“找回”绿水青山的安康，如
同打通了发展的“任督二脉”。截
至2020年底，安康富硒产业产值
已超过800亿元。

当地“以绿生金”的发展思路
由生态产业向外延伸，无污染、
高技术的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
逐步涌现，涉及装备制造、新型
材料、清洁能源、生物医药多个
领域，并带动医养产业、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绿色金融产业走
向规模化发展。

“践行‘两山’理念，让安康
的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也让我
们真正明白了发展生态经济的
无穷魅力和无穷潜力。”安康市
委书记赵俊民说，“下一步安康
还将继续坚定走好绿色发展之
路，让越来越多与生态保护相融
合、可共生的新兴产业在此落
户，为秦巴山区的‘以绿生金’探
索出更多样本。”

接下来的日子，罗显平在打
着新的“绿色”主意，除了兼职导
游，他还想带着大家搞生态种植、
养殖。“将来村里有了AAAA级
景区，把土鸡、土猪还有我们特产
的辣椒都做成原生态绿色产品，
肯定受欢迎嘛！”

（新华社初杭薛天张晨俊）

入伏以来，湖北省竹山县开启“烧烤”模式，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竹山县供电公司开展夏季“战高温，保供电”安全生产大排查，加班加点对
部分薄弱线路、设备进行增容变压器、电网改造等措施，彻底解决重载、过负荷状况，确保全县夏季用电安全稳定可靠。图为7月26日，在竹山
县城关镇刘家山村，竹山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冒着高温进行农网升级改造施工。 朱本双储召清 摄

出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沿
318国道西行15公里，便是列达
村。玉曲河对岸，一栋栋藏式民居
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村庄四周是
翠绿的群山，家家户户屋顶悬挂
着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村边的开阔地上，坐落着一
栋藏式二层小楼。

这里是2017年由厦门援建
的陈列馆。进入馆内，一面手工缝
制的国旗格外醒目。

这面 1962 年由 9名村民手
工缝制的国旗，如今成了镇馆之
宝。“这面国旗代表着我们全村
人对党、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曾
任列达村党支部书记的土登加
永说。

和这面国旗一起展出的，还
有 500 多件老物件，如酥油桶、
切菜板、马鞍、藏装等。“大部分
是西藏和平解放前，村民使用过
的生产、生活器具。我们要告诉
后人，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今天
的衣食无忧，全靠党的领导。”土
登加永说。

列达村现有122户、550人。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

81岁的仁增拉拥老人是村
里最年长者之一，身板硬朗，精神
矍铄。

回想起70年前第一次见到
解放军的场景，老人记忆犹新：

“解放军穿着夏天的衣服，每人背
一个小包，从山上下来，在我们这
里休息、烧水、吃饭。他们不吃老
百姓一口糌粑，还会给我们衣服、
鞋子和罐头。”

随后几年间，一队队解放军、
工作队经过列达村，庞大的筑路
队伍驻扎在这里，开始修筑康
（川）藏公路。

当年，仁增拉拥与众多出身
贫寒的孩子一样，长年为有钱人
家干活，每天只有一小勺炒青稞，
艰难度日，“解放军是共产党派来
解救我们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1959年，声势浩大的民主改
革运动在万里高原蓬勃开展。列
达村群众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推
翻封建农奴制，分牛分地，开始新
生活。

翻了身的农牧民群众，一心
向党。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
击战中，列达村20名村民自愿承
担支前任务，徒步七八天走到察
隅前线，运输物资、弹药，抬运重
伤员到医院。战斗结束后，部队给
列达村支前人员奖励了一面锦
旗。遗憾的是，这面锦旗后来不慎
遗失。

为此，9名村民（其中有7名
共产党员）自己动手做了一面五
星红旗，既是弥补锦旗丢失的缺
憾，也是告诫后人，要永远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条
件非常艰苦，共产党员带领群众
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在群众心
中树立起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列达村多次被评为先进村、“红
旗村”。

在改革开放、跨入21世纪的
历史时期，列达村一代代共产党
员继续带领群众包产到户、发展
生产、从事多种经营，让全村人的
日子越过越好。

1972 年出生的罗松旺堆是
村里最早一批致富带头人。32岁
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当
选村委会主任。

他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干
不好，身为老党员的父亲洛松郎
加鼓励他：“既然入了党，就要一
心一意为群众服务，不要辜负大
家的信任和支持。”

罗松旺堆后来担任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继任者有尼玛
洛松、洛松顿珠、土登加永、珠多
平措等。在他们的带领下，列达村
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组建了119

人的农牧民施工队，建起温室大
棚，争取资金修建河堤、幼儿园、
村集体办公用房和游客接待中
心，购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
备用来出租，发展村集体经济，群
众收入越来越高。

在西藏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
时，列达村群众新修、翻修或改造
住房，家家户户盖起两层楼，实行
人畜分开，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近年来，随着川藏公路不断升
级改造，由川滇入藏自驾和骑行的
游客络绎不绝。列达村群众纷纷开
办“藏家乐”，吃上了“旅游饭”。村
里还新建了游客接待中心。

曾任列达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的白玛旦增介绍，村里陆续
开办“藏家乐”112家，拥有 350
张床位，累计接待游客 6000 多
人。2017年，列达村实现整体脱
贫摘帽。2020年，人均纯收入达
到16925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列达村“两委”的11名
党员，用一天时间再次制作了一
面新的国旗，并举行了隆重的升
旗仪式。

（新华社 薛文献 陈尚才 王
泽昊）

具有 60 年历史的大武口洗
煤厂，位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曾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焦煤洗
选加工企业。5年前，大武口洗煤
厂关停，往日的火热逐渐沉寂。

闲置的老矿区、老工厂也是
别样的资源，当地通过多元化保
护和利用，建设了大武口洗煤厂
工业遗址公园。

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
钢……石嘴山被称为宁夏工业的

“摇篮”。在建立煤炭基地和三线
建设过程中，全国各地20多万建
设者来到这里，与恶劣的环境抗
争，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凉的土地
上快速建成 9个年产 200万吨以
上煤矿的矿区，为国家经济发展
提供了重要动能。

2020 年 9 月，大武口洗煤厂
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开园，遗址公
园划分了六大功能区：火车主题
体验区、竞技体验区、综合服务
区、休闲娱乐区、寻忆科普区和水
上乐园区。

“1951 年，203 人，我们来自
北京，在贺兰山脚下开展建设
准备，吹响了开发建设的集结
号”“1956 年，12135 人，我们来
自陕西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在
石嘴山拓荒安家”……在大武
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东边的
一处廊道，清晰地记载着石嘴
山的发展脉络。

为纪念在这片热土上挥洒青
春和汗水的老一辈建设者，展示
那段辉煌的工业历史，在大武口
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内，建设了
宁夏工业纪念馆。

“宁夏工业纪念馆依托洗煤厂
原有的3个浓缩机房改造建设，并
以时间轴划分为3个展厅。”大武
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高文
静说，一号展厅讲述20世纪50年
代到70年代的艰苦环境和早期矿
区及工业建设情况；二号展厅讲
述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宁夏
工业发展给城市和人民生活带来
的变化；三号展厅讲述20世纪90
年代以后宁夏工业多元化发展，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在一号展厅，笔者看到一处
标有“地窝子”的模型。“矿区刚建
设的时候，石嘴山还是一个仅有
3000多人的小集镇，周边都是荒
漠沙滩，没有电厂，不通铁路，环
境十分恶劣。”高文静说，开拓者
在山坡上挖“地窝子”，用于办公
和居住，完成了勘测地形、寻找水
源的任务，绘制了建设石嘴山矿
区的第一张蓝图。

在大武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
园里，摆放了一些大武口洗煤厂
生产时用过的老物件。比如，最大
翻转角度可达 175 度的翻车机，
在当时承载着将火车皮上的煤炭
翻转下来的重任。

在广场一侧的道路上，有一
处工业景观格外引人注目，这是
用废旧零件拼装成的一支融入了
重金属摇滚风格的矿工乐队。

地下输煤廊道是这个工业遗
址公园最神秘的区域。当时优质
的太西煤从火车上卸载下来，通
过这条长150米的传送带送往煤
炭洗选加工车间。廊道里，柔和的
光影诉说着工业记忆。

石嘴山有 27处工业遗迹，是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三线精
神”不仅成为石嘴山的“城市胎
记”，也支撑着这座资源枯竭城市
的转型发展。

（新华社 于瑶 刘海）

受连日大
到暴雨影响，卫
河和上游的水
渠水位上涨。7
月 22 日，新乡
市凤泉区卫河
和水渠连接处
出现漫堤险情。

接到上级
命令，武警河南
总队官兵立即
奔赴新乡抢险。

笔 者 7 月
24日在卫河河
堤抢险现场看
到，挖掘机、推
土机不停往来，
官兵们忙着装
填和搬运沙袋。
由于水和泥混
合在一起，单个
沙袋重达50斤
左右。

“我们的任
务就是想尽一

切办法，加固堤坝，解除险情。”
武警河南总队作战勤务处中校
参谋邓学兵说。

据了解，武警河南总队某支
队政治工作处主任徐韬带领200
名官兵，正在漫堤口西侧抢险。

徐韬和他带领的官兵是20
日晚上投入抗洪抢险任务的，
已连续奋战 4 夜 3 天，辗转郑
州、新乡4个地域。他们中有20
多名官兵家中受灾比较严重，
有的官兵至今还没跟家里联系
上。这个支队某部排长付守志
家在受灾严重的卫辉市，他告
诉笔者，从7月20日出任务起
就联系不上家人了。

付守志的家乡在卫河下游，
父母年纪大，母亲腿脚不好，他
很担心。“我相信，我们解除漫堤
险情，家乡就安全了，年迈的父
母也就平安了。”

漫堤口东侧，武警河南总队
某部参谋长杨爽带领130名官
兵也在紧张抢险。据介绍，还有
170名武警官兵在执行搜救转
移群众任务。

在官兵作业现场，一顶军绿
色的帐篷引起笔者注意，这是武
警河南总队医院医疗队搭建的
一个野战救护所。

“我们这个医疗队共有13
个人，包括皮肤科、急诊医学、卫
生防疫、内科、外科5个科室的
专家，分成两组。官兵作业日夜
不间断，我们巡诊也保持24小
时在位。”医院卫勤处副处长、急
诊医学科医师孙杨说。

官兵们每隔一段时间进行
轮换，在轮换间隙，医护人员会
集中巡诊。平时，他们也在作业
现场关注官兵身体状况，提醒注
意事项。

“前两天痱子、湿疹等皮肤
病多发，今天天气炎热，我们的
工作重点是预防中暑。”医院门
诊部主任杨彦军说。

救灾现场，带队干部组织官
兵唱起了军歌，鼓舞士气。歌声
激越、高昂。 （新华社张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