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绿

苑小区居民反映，该小区属

于老旧小区，因常年失修，墙

体严重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集宁区房产物业管理

局实地核查并制定维修方

案，及时协调维修专业人员

进行彻底维修，消除了墙体

脱落造成的安全隐患。

（乌兰察布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呼和浩特市部分群

众反映，小区生活垃圾尚未

实现分类处理，不利于环境

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

呼和浩特市成立市、区

两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出台《呼和浩特市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工作指

导意见》等文件。在全市189

个小区、960 个公共机构、

144所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将10598家餐饮企

业纳入餐厨垃圾收运体系，

引进12家企业打造前端分

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末

端分拣资源再利用产业链，

建立智能化处理平台，为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资源

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呼和浩特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3.科左后旗甘旗卡镇

群众反映，所住小区下水

道堵塞，污水排不出去，导

致脏水外溢，影响小区群

众正常生活。

科左后旗住建局指派

污水处理站工作人员对该

小区管道进行勘察后，对

排污主管道进行了疏通维

护。目前，排污管道恢复畅

通，污水已全部排出。

（通辽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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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电视里正播着时政新

闻，65 岁的老人高德荣坐

在家里的小板凳上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火塘的光忽

明忽暗，映着他黝黑的脸

庞。这位退而不休的老人扎

根西南边陲，在深山峡谷中

带领群众奋斗数十载。如

今，梦想实现，独龙族“一跃

千年”告别了贫困。

他不仅是独龙族的带

头人，也是全国的一面旗

帜。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

“老县长”。前不久，这位

“依然在路上”的独龙族老

人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

“作为党员，我只是做

些应该做的”

独龙族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地

处深山峡谷中的云南省贡

山县独龙江乡，这里自然条

件恶劣，仅有一条公路通往

外界，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

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独龙江仍没有一寸

公路，独龙族群众过着“过

江靠溜索，出门走天路”的

艰辛生活。每年 12 月到次

年5月初的大雪封山期间，

独龙江就成了与世隔绝的

“孤岛”。

读小学时，每天早晚

要走 3 个小时山路的情景

深深印刻在高德荣的脑海

里。“要致富先修路。”这句

话高德荣时常挂在嘴边，

也落实在行动上。

通向外界的路需要翻

越高黎贡山。为了这条“天

路”，时任贡山县县长的高

德荣上省城，进北京，使出

浑身解数筹措修路资金。

高德荣经历过数次泥

石流险情，经历过雪崩被

埋，颠废了三辆越野车，几

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只

是轻描淡写地说：“你不

干，路就在天上；你干了，

路就在脚下。”

1999 年，全长 96.2 公

里的独龙江公路全线贯通，

独龙江人背马驮的历史宣

告结束；2003年，时为全国

人大代表的高德荣又在两

会上大声疾呼“修缮独龙江

公路”。次年，道路修缮后从

县城到独龙江乡所需的时

间由10小时减少到4小时；

2014年高黎贡山独龙江隧

道贯通，独龙族终于告别半

年大雪封山被束缚的历史。

“退了休也不安生，天

天往外跑。有的时候回来

晚，就在沙发上躺几个小

时。”高德荣的老伴马秀英

心疼地说。

长期奔走在河谷边，高

山上，难免落下了一些老毛

病。看完新闻，高德荣接过

老伴递过来的药，一把塞进

嘴里服下。“作为党员，又不

分退不退，我只是做些应该

做的事。”高德荣说。

“全面小康，独龙族没

有掉队”

2018 年底，云南贡山

传来喜讯：在党和国家关

怀扶持、社会各界倾力相助

下，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

告别延续千年的贫困。而这

一切，为改善独龙族生产生

活条件而长期奔波的“老县

长”高德荣功不可没。

高德荣儿时的梦想和

所有被高黎贡山挡在峡谷

深处的独龙族孩子一样：吃

得饱、有衣穿，走出大山。

经过几番寒窗苦读，终

于走出大山，当上干部的高

德荣始终放不下贫困的独

龙江乡。他不顾家人劝阻，

放弃了在州府工作的机会，

两次执意要求调回独龙江。

“党培养我，读了书、

明了理，独龙江需要我，我

就要回来。”高德荣说得干

脆，做得漂亮。

刀耕火种、烧柴取暖，

曾是独龙族世代沿袭的生

产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生活

方式导致“树越砍越少，山

越烧越秃”。高德荣痛心地

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独

龙江乡北部区域有成片的

香樟树，吸引了大批盗伐者

涌入，他们挥斧放倒一棵棵

香樟，挖出根茎提炼香樟

油。直到2011年底，独龙族

还过着住在茅草房、出行靠

溜索、生活靠低保的日子，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255元。

“路通了，电有了，好

山好水还在，我们最需要

做的是发展产业。”这是高

德荣常对乡亲们说的话。

穷则思变。随着国家天

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政策

实施，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高德荣带领群众发展种植

草果、重楼和养殖独龙牛、

招引独龙蜂等绿色产业，走

出了一条“不砍树、不烧山”

也能脱贫致富的路子。

聊到草果、重楼产业

等话题，高德荣立刻神采

奕奕。“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发展草果、重楼能

和生态环境相适应。生态

是独龙族的‘绿色银行’。”

高德荣侃侃而谈，“动植物

基因库”“生态文明思想”

等新名词不时脱口而出。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如今，独龙江乡 1000

余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

房，草果、重楼、独龙蜂、独

龙牛、独龙鸡等特色种植

养殖产业遍地开花，4G网

络、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到

全乡，6个村委会全部通柏

油路，大病保险全覆盖，孩

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高中

的十四年免费教育……几

乎每一件事背后都有高德

荣不懈努力的影子。

“如今独龙族群众有

吃有穿,有好房子住,有病可

医,有学可上,按照‘两不愁

三保障’的标准,独龙族整

族脱贫了。”高德荣说,但脱

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要过上更好的日

子,必须坚持不懈奋斗。

“我们要把上级给的

扶持资金当成种子，靠我

们自力更生来发芽结果。”

高德荣说，我们的奋斗目

标是把输血变成造血，娃

娃这一代要读好书，到知

识里去找小康。

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的起点。教育提

升、交通改善、水土保持、

民族文化保护等仍然是这

位“退而不休”的老人思考

和牵挂的工作。

不久前，独龙江乡开

通5G试验基站，成为云南

第一个开通5G的乡镇。“有

了这些先进的技术，能拉近

独龙江和世界的距离，更好

地帮助独龙江发展。”高德

荣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国庆前夕，高德

荣荣获“人民楷模”国家荣

誉称号。当他走向领奖台

时，远在西南边陲，很多独

龙族群众围坐在电视机

前，高兴不已。

获奖后，回到独龙江

乡的老高，又开始起早贪

黑，跑工地、进农家，奔忙

在峡谷的山水间。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

县，是一个汉、彝、苗、回、

傈僳、纳西等 31 个民族共

同生活的西南山区小县，

总人口不到21万。翻开《盐

边县志》，在1956年为平定

奴隶主叛乱而牺牲的任耀

南烈士的名字依然熠熠生

辉。他用滚烫的鲜血和宝

贵的生命，践行了保国家

安全、护人民平安的忠诚

誓言。

《盐边县公安志》记

载，任耀南，男，汉族，四川

省南充市人，1922 年 2 月

出生，1949 年 12 月参加工

作，生前系盐边县公安局

政保股侦察员。

盐边县档案馆副馆长

周克云介绍，1956年1月，

盐边县宣布开展民主改

革，而不愿交出统治地位

的奴隶主，发动了武装叛

乱。盐边人民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在部队、公安中

队、民改工作队、民兵的英

勇战斗下，历时3年彻底平

息叛乱，取得了民主改革

的胜利。这期间，涌现出许

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任耀南烈士就是其中之

一。

《盐边县公安志》记

载，1956年4月，野麻乡奴

隶主章阿牛、岩口乡奴隶

主刘书母子发动叛乱，纠

集土匪 300 余人攻占温泉

乡政府。任耀南奉命前往

侦察匪情，在朵格梁子与

担任阻击任务的民兵一起

阻击土匪的进攻，他们顽

强阻击了两个多小时。这

时一个参加阻击的民兵

（被土匪收买）趁任耀南不

备，对准任的背部开了一

枪，致任耀南当场牺牲。当

年，任耀南被中共盐边县

人民委员会批准为烈士。

“任耀南烈士的牺牲，

充分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甘愿抛

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革

命精神。没有他们的牺牲，

就没有盐边县民主改革的

胜利，更没有我们现在幸

福和平的生活。”周克云

说。 （据新华社报道）

“老县长”高德荣：扎根西南边疆的一面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赵珮然

任耀南：在平叛剿匪战斗中牺牲的侦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