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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陈晓虎 邹欣媛

西海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一度
被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除掉西海
固贫困的标签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和尚头”到“山川绿”，
从“讨要吃”到“仓廪实”，从“靠穷富”到

“比着干”，从“谋扶贫”到“求振兴”，西
海固在精准脱贫的道路上付出了超乎
寻常的努力。

随着盐池、彭阳、隆德、泾源脱贫
“摘帽”，西海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的 27.3%降至 2018 年的 4%，告别贫困
进入倒计时。

破解“生态贫困”
“今日山峁变平川，层层梯田如牡

丹；不见昔日和尚头，美化山川万古流。”
在彭阳县姜洼村，85 岁的刘发明望着绿
染的山峁，脱口而出自己的诗词，让跨越
世纪的巨变如影像般闪现眼前。

彭阳曾是西海固生态最脆弱的地
方之一，1983 年建县之初提出“生态立
县”，几十年整地造林，一张蓝图绘到
底，如今这里山花遍野，草木葳蕤。自
今年清明节以来，到彭阳赏花的游客达
2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48 亿元。

西海固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
彭阳县、泾源县，以及中卫市海原县和
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 9 个
贫困县区，宁夏现有的 12.1 万贫困人口
中仍有 8.9 万人集中于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海固“山是和
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峁，刮风浮
土跑”。1972 年，国务院调查组一份报
告中写道：西海固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贫
困，不少人家无隔夜粮，冬天没有御寒
衣。1982 年，西海固山岭大多赤裸，贫
困面高达 80%以上。1994 年，西海固

贫困人口近 140 万人。2000 年，西海
固贫困人口还有 100 多万人。

19 年的退耕还林还草，16 年的封
山禁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西海
固持续实施重大生态工程。2017 年以
来，固原市以不怕试错的决心，建设了
129 个“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
草”的试验示范园，在 17 万余亩土地上
试种 309 个品种。到 2018 年底，仅固
原市的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2.8%
提升至 25.1%。

仲夏时节，固原市不少地方绿意盎
然，小动物不时窜出林子，叫不上名字的
鸟儿尽情欢唱，偶尔还会迎来沥沥小雨。

好山好水方相宜。修水库、疏河
道、关停沿河污染企业，固原市自 2017
年启动清水河、葫芦河、渝河、泾河、茹
河“五河共治”，促进了山水田生态一体
建设，再现清流潺潺，水鸟竞飞。

出固原进入宁夏中部干旱带，盐池
县成片的沙地已是绿荫层叠，同心县在

“火星地貌”上成功试种文冠果树。这
些绿来之不易，风景般动人，滋润着黄
土高原，带来发展的希望。同心县旱天
岭村村支书丁建华兴奋地说，从 60 毫
米到 120 毫米，全村的年平均降水量整
整翻了一倍！记者看到，一大片枣林长
势喜人。

“走 出‘ 生 态 破 坏 — 干 旱 少 雨 —
贫困落后’的恶性往复，走向‘生态优
先——造林还草——绿色发展’的良
性循环，是西海固甩掉穷帽的根本出
路。”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
张 柱 说 ，固 原 市 在 政 府 搭 台、科 技 支
撑的前提下，以企业牵引带动农户参
与，增强“市场嗅觉”，打造农业“前店
后厂”，走上生态建设与脱贫富民结合
的“绿色+”之路。

探寻“蓄能产业”
自原州城区驱车翻山越沟 1 个多

小时，才到炭山乡南坪村，村庄民居焕

然一新，老百姓养牛、喂羊，自得其乐。
炭山是原州区脱贫的“老大难”，而

南坪是炭山最大的村，过去这里干旱、
偏远、没产业，许多人只好外出打工。

来到回族老人马术山家，上房整洁
干净，炕桌摆着馓子、油香。“小时候经
常外出要饭。现在快 70 岁了，还能养 4
头牛、10 几只羊呢！”老马说。

上世纪 90 年代，南坪只有几十头
黄牛，随着草畜产业政策到户，全村目
前牛存栏 2000 多头。

南坪村是西海固产业扶贫的一个
缩影。固原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张
和广说，近年来，草畜、马铃薯、冷凉蔬
菜等成为固原主打特色产业，仅去年全
市肉牛饲养量达 110 万头，建档立卡贫
困户户均养牛 5 头。

突破“不可能”即为“可能”，西海固
一些县区在扶贫产业上尝试引种新林
果和高附加值农作物。大果榛子、蜜脆
苹果、俄罗斯沙棘等在固原长势旺盛；
2017 年以来同心县下马关镇成功试种
2000 亩芦笋，这在当地农业史上从无
记载。下马关镇党委书记董占平说，通
过企业“流转土地+品种引入+节水灌
溉”，富硒芦笋亩均收益 5000 多元。

原州菜心直供香港，盐池滩羊成为
地理标志农产品，红寺堡黄花菜流通各
省⋯⋯从小打小闹到规模推进，西海固
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路子，迈向纵深。

西海固慢慢成为众多客商青睐的
优质生态农产品基地。5 月的一天，记
者在盐池县青山乡采访时，碰到南宁的
客商姚茂强，他是第二次来订货。“由于
光照好、虫害少，宁夏的黄花菜、辣椒等
农产品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这次来
是想推广市场化种植，让当地农民从

‘ 种 什 么 卖 什 么 ’变 为‘ 需 什 么 种 什
么’。”姚茂强说。

固原市委副书记杨刚说，固原正谋
划推进农业产业规划和品牌推广，创新完

善减贫利益联结机制、农产品产销对接机
制，加快农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

受制于缺水，固原市主导发展轻工
业带动农民进城就业。走进位于固原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纺织车间，工人正
熟练操控现代化纺纱设备。宁夏丰源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宫波说，明年 20
万锭纺纱投产后将解决 2000 多人就
业，其中大部分是建档立卡户。随着纺
织产业扎根，织布、制衣等一批企业也
将聚集固原，形成抱团效应。

张柱说，引进企业以工富民的同
时，政府要发挥帮扶单位的“巧劲”，挖
掘 消 费 端 潜 力 ，变“ 给 资 金 ”为“ 下 订
单”；营造“一站式”服务营商环境，吸引
更多轻工企业来投资建厂，把更多贫困
户变成产业工人。

力拔“精神穷根”
对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清单”，

宁夏各级帮扶干部以勤恳、负责的品格，
点燃西海固老百姓奋斗脱贫的热情。

在西吉县新庄村，聊到开心处，62
岁的脱贫户袁启存从背后亲切地抱起
了驻村第一书记王元明。“党的政策这
么好，日子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精神
得很！”

和王元明一样，2000 多名驻村干
部犹如一盏灯塔，照亮了贫困村前行的
路。王家的狗、马家的羊、谁家的养牛
贷款到期了⋯⋯西海固驻村干部大都
熟稔于心。

西吉县委书记王学军说，贫困户主
动发展种养产业，政府各项到户补贴至
少 2 万多元，户均贷款达 4.9 万元。老
百姓的经营性收入显著上升，贫困村处
处都有“精气神”。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隆德县
残疾人托养中心，一幅写有“我希望早
上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的
书法作品，触人心弦。在这里，100 多
名重度贫困残疾人不只是被政策性托

养，他们心怀梦想，为之奋斗。
托养中心除了配有残疾评估、理疗

等现代化康复教学设施，适合残疾人工
作治疗的电子商务中心、人造花操作室
也让人印象深刻。“我们的宗旨是：托养
一人、解放一家，脱贫一户、幸福一生。”
隆德县残联理事长彭云珠说。

沙塘镇魏李村村民李佳从小患有
脑瘫，没上过学，过去闭门不出。来到
托养中心后，他努力学习，认识了很多
字，已经是电商中心的“首席美工”，每
月工资近 2000 元。24 岁的他自力更
生，如今谈着恋爱，想有个家。

扶贫工作不能干部一头热，归根结
底要激发老百姓“想学、要干”的动力。
过了晌午，原州区头营镇石羊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还没结束烹饪雕花技能课，
下节课的学员已经赶来。

“4 月以来，像这样的课程已经开了
两期。”原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武殿盛
说，各乡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脱贫
富民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融合理论宣
讲、技能服务、便民综合等 6 项服务，采
取积分制爱心超市奖励办法，老百姓参
与劲头很足。

铺就“振兴之路”
天高云淡，鸟鸣山涧，屋舍俨然，花

木欣欣向荣。行走在泾源县兴盛乡红旗
村，不禁感叹，这个六盘山下偏远闭塞的
小村庄，如今已成诗意栖居的美丽乡村。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由 3 名村干部
组成的评分组入户打分。走进一户正
在装修的人家，门框旁贴着“较清洁”的
标签，院内有些杂乱。评分组成员、村
支书于建英忍不住唠叨着，“院子清扫
不及时，这次评‘不清洁’”，被点评的村
民有些难为情。

不怕贴的标签被撕了？“不怕！谁
要是撕了，我们就上传村容村貌微信
群，谁还不顾个脸面？”于建英说，以前
哄着、求着老百姓干，现在靠“入户评

分，集分奖励”来引导。
山变绿、路变平，产业兴旺、村庄变

美，“脱贫摘帽”的乡村正在内外兼修，
擦亮乡村振兴的生态底色。

肉牛满圈，牛棚里为何不难闻？泾
源县龙潭村村民冶三成笑着指给记者
看，秘密就是“生态牛床”，原来在牛棚
里铺垫了 50 厘米混合木屑和生物菌种
的垫料，牛活动时使垫料与粪尿发酵，
牛棚干净少味。

“生态牛床”成就了农村有机农业
循环链。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小飞说，泾源丰富的林草为牛床垫料提
供了大量原料，木屑与牛粪在牛棚中经
过几个月发酵后，清理出售给加工有机
肥的扶贫车间，有机肥再还田，有效带
动有机农产品种植。

红瓦白墙，绿树掩映，美丽村庄开
门迎客。在红寺堡区永新村智慧民宿，
独立的厨房、主卧、次卧围成一座院，燃
气灶、冰箱等电器齐备，厕所也采用水
冲式。去年，红寺堡举办全国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期间，这些民宿成为参赛队
员的首选住地。“当时在这儿备战的 3
支队伍拔得头筹，大家载歌载舞，热闹
了一晚上！”永新村村支书李文彬说，刚
开始没人愿意干民宿，去年老百姓尝到
甜头，今年报名的特别多。

贫困村脱贫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返乡创业，为

“自己出生的村庄”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大学生陈泽恩从重庆回到彭阳县小石沟
村，发展“互联网+土蜂”养殖产业；西吉
县焦建鹏从银川回到龙王坝村，将民房变
客房，把农民培训成导游，龙王坝已成远
近闻名的“美丽休闲乡村”；从海原县老庄
村走出去的郭鹏飞回乡创办电商平台，在
银川建立社区零售店，家乡的马铃薯、香
水梨等农产品直达市民，带动100多个贫
困村的产业发展。

（新华社银川 6 月 21 日电）

中国减贫的西海固报告

□新华社记者

6月 3日以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导
致广西约60万人受灾，桂北、桂西等地接
连遭受暴雨、洪水袭击，河流上涨、农田被
淹、山体塌方、道路被毁，险情不断。

灾情发生后，广西广大党员干部积
极行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抗洪救灾一
线，在抗洪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站在一
起、干在一起，在防汛救灾的实战、硬仗
中砥砺初心、践行使命。

“不通车就靠双脚走进去！”
9 日，连续数小时强降雨导致广西全

州县文桥镇境内出现严重洪灾，多个村屯
出村道路被山体塌方堵塞，交通、电力、通
讯中断，成为山中“孤岛”。其中仁溪村、
白茅村在此次强降雨中受灾最为严重，两
村依山谷而建的进村道路皆被洪水冲毁，
造成2000多名群众被困。

村里的群众状况怎样？他们是否
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地方住？是
否有群众受伤？这一连串的问题牵动
着当地党员干部的心。

“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去查明灾情！”
“80 余处滑坡和塌方，怎么进？”
“没有借口，不通车就靠双脚走进去！”
救人！救人！还是救人！要不惜

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进入灾区，找到所有
被困群众！面对进村道路被严重阻断的
状况，9日晚，文桥镇党委书记唐和群与镇
长蒋明敏分别带领两个党员突击队，从山
里绕路，走进仁溪村和白茅村。

16 日至 17 日，凌云县也出现了大
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
个路段被冲毁，多处山体滑坡。

“ 不 管 难 度 多 大 ，我 们 都 全 力 以
赴！”凌云县应急局搜救小组副组长覃
志军说，17 日凌晨他和搜救队员们冒雨
从县城出发到达灾区，第一时间开展救
援，连续搜救18个小时。

在搜救过程中，覃志军脚受伤，脚指甲
脱落，虽然有伤在身，但是他带领队员继续
奋战，“我们是党员，这点小伤不算啥，救人
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覃志军说。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是一线指挥
部。”

面对步步升级的灾情险情，全州各
级领导干部始终站在抗洪抢险最前沿，
指导抢险救灾和指挥转移安置群众工
作。“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是一线指挥
部。”县委书记林武民说。

8 日晚 23 时许，全州县接到境内地
质灾害易发区雨量增大的预警后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各乡镇下发加强暴
雨天气值班和防范的通知。

全州县龙水镇全佳村的村支书蒋
吉富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 进 行 每 小 时 定 期 巡
查。9 日凌晨，蒋吉富在巡查中发现当

地有山洪暴发的可能性便迅速组织党
员干部疏散、转移 250 名受威胁群众。
不久之后，泥石流地质灾害暴发。由于
预警、疏散及时，全佳村没有人员伤亡。

在受灾同样严重的河池市南丹县，
县委书记韦永山带领救援队伍跋涉 4 小
时山路赶到吾隘镇平畴屯山体滑坡现
场组织救援。“只有到现场，心里才有
底，才能拿出有效对策。”韦永山说，群
众的冷暖疾苦是党员干部最关心的事。

在柳州市融安县，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谭凯兴一直守在抢险前线。他告诉记
者，此前县里已预测到可能出现的降雨大
小，广泛发布预警信息，强降雨后干部及
时赶到受灾现场，“对于那些暂时到不了
的村庄，我们使用无人机先飞过去察看，
有时还爬到车顶上寻找信号。”

“人民群众在哪儿，我们党员就在
哪儿！”

灾情步步逼近，险情就是命令。大
灾面前，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奔赴
抗洪抢险第一线，投身到抗灾救灾最前
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也有
的人，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16 日晚，广西乐业县降下暴雨。在
回家探望完刚刚做完癌症手术的父亲，
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便连夜
驱车赶往百坭村探查灾情，因为那里有
她惦记的群众。

进入雨季的百色，暴雨说来就来，洪涝、
塌方等自然灾害也是常有的事。经常出没
山区的人，多少对山洪有些了解，只是这一
次，洪水来得太猛，呈现在黄文秀眼前是一
条被山洪淹没的路，冲过去，可能会有危险；
不冲，可能天亮也回不到村里。那一刻，在
黄文秀的心中，也许根本没有“不冲”的选
项。她选择了前进，向自己牵挂的土地前
进，向自己关心的群众前进。但她却不幸遇
难，消失在了汹涌的洪流中，30岁的她用短
暂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雨，像用桶浇
一样。”16日晚凌云县消防大队大队长磨尔
冰带领消防队员冒雨赶赴九燕沟救援。在
前往的路段中，到处大水漫灌，泥石流堵塞
道路。为了将被困人员救出送医，磨尔冰
与其他救援人员合力搭建简易救生绳，横
渡河流，成功救出两名被困人员。

“人民群众在哪儿，我们党员就在哪
儿！”唐和群说。不通路，就步行。10日，
文桥镇的党员干部们用手提肩扛的方
式，步行数小时山路，踩着没入脚踝的淤
泥和及膝的河水将救灾物资送到受灾
严重的村民家中。

林武民表示，灾害面前，党员干部
的初心、使命就是：哪里任务最艰巨、哪
里灾情最严重、哪里群众最需要，党员
干部就要出现在哪里！

（记 者 曹 祎 铭 徐 海 涛 卢 羡
婷 朱丽莉）

（新华社南宁 6 月 21 日电）

“人民群众在哪儿，我们党员就在哪儿！”
——广西各级党员干部抗洪救灾一线

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李键

翻开中国交通地图，拉萨向东的
一条主线引人注目——这是有着“世
界公路史奇迹”称号的川藏公路，它像
一条大动脉，将西藏与内地紧紧相连。

60 多年来，川藏公路从新生到不
断升级完善，越来越开阔，越走越通
畅 ，藏 区 人 民 小 康 社 会 的 理 想 与 现
实，正随着“天路”的延伸逐渐交织、
融合⋯⋯

从最险到最美：“天路”概念不断
丰富

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市，西至
西藏拉萨市，全长两千多公里。1950
年初，进藏大军用血肉之躯和简易工
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创下世界人
类公路史上的一大奇迹。

川 藏 公 路 起 初 是 筑 路 工 人 用 铁
锹、钢钳、铁锤等简易工具挖出来的。
修建时，滑坡、泥石流、高寒缺氧等时
常 威 胁 着 工 人 们 的 安 全 。 施 工 第 一
年，就有 2000 多人献出了生命，仅雀
儿山一个山头就牺牲了 300 人。

川藏公路修建的四年多时间里，
3000 多人牺牲在筑路途中。这支十多
万人的筑路队伍，在世界屋脊上开掘
出一条西藏与内地的“血脉通道”，结
束 了 西 藏 没 有 现 代 公 路 的 历 史 。 从
此，一批批物资由川藏公路运到西藏，
极大缓解了西藏物资紧缺状况，拉紧
了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

带。
川藏公路沿线分布着米堆冰川、

南迦巴瓦峰、然乌湖、“西藏小瑞士”鲁
朗镇等众多世界级旅游景区。这里众
多区域“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然而，横断山脉特殊的地形和频繁的
地质灾害，使得很长时间里川藏公路
每年通车不到半年。

为保通川藏公路，60 多年来，国家
先后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和整治，还设
立武警交通部队常年守护川藏线最艰
苦、海拔最高的 800 公里路段。二郎山
隧道、通麦天险，102 滑坡群等多处“肠
梗阻”地段已经彻底疏通，既缩短了行
车时间，也让行程更安全舒适。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川藏公路
已成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曾组织专家考察后一致认
为：川藏公路沿线是中国乃至世界的
一条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自然
景观之齐全多样、异彩纷呈乃世所罕
见。

从运输通道到经济走廊：“天路”
角色逐渐演变

记者日前在川藏公路看到，每天
数百辆国内外各种品牌越野车、轿车
行驶在昔日砂石公路上，翻雪山、跨江
河，在高山峡谷间驰骋穿梭。仅去年
林芝市接待的自驾游客超过 300 万人

次。如今，川藏公路不仅只是运输大
通道，而且成为领略美景的“黄金旅游
线”，更成为沿线发展经济的重要走
廊。

在川藏公路沿线，许多靠传统农
牧业为生的农牧民，开始从事家庭旅
馆、客运等行业，吃上了“旅游饭”。四
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冷碛镇团结
村位于 318 公路边，是运送各类物资进
藏的必经之地。

近年来，在旅游的带动下，当地村
民通过栽种羊肚菌和各类中药材富了
起来。村民李忠琴在公路边办了一家
农庄。“游客可体验采摘水果，我这叫

‘农旅结合’！”李忠琴说。
滚滚前进的车轮，带给沿途老百

姓的不仅是“真金白银”，还有创造新
生活的动力。位于 318 国道边的扎西
岗村是林芝首批参与旅游业的村庄。
目前，扎西岗村 68 户人家有 54 户都在
经营家庭旅馆，2016 年全村已整体脱
贫。去年全村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400 多万元。

四川、西藏两省区还加快高原特
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了青稞、牦
牛、藏医藏药等一系列支撑力强、效益
显著的高原特色产业，使特色经济迅
速崛起成为藏区经济中最具活力和潜
力的亮点。

从过去到未来：“天路”使命迎来
新成员

从 昔 日 的 石 子 路 到 如 今 的 柏 油
路，从过去单一的进藏通道到现在青
藏、滇藏、新疆公路等多条进藏线路，
川 藏 两 省 区 的 交 通 设 施 不 断 升 级 完
善，“年逾花甲”的川藏公路正迎来新
生。

川藏高速正在紧张建设中，其中
成雅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公路、拉林高
等级公路等已全线运营，其余路段正
在建设或前期准备中。

更值得期待的是，投资约 2700 亿
元的川藏铁路也正式列入“十三五”规
划重点项目，成都到雅安段已经通车，
拉萨到林芝段正在建设中，目前已进
入铺架阶段。

“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随着川藏铁路的建设，西藏向东融入长
江经济带，借助沿海发达地区的平台，向
全世界开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健说。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
所所长王代远认为，川藏铁路建成后，
将构建一条西部景观长廊，向东可达
成都，向西可至珠穆朗玛等著名景点，
向南连接大理、丽江，构成一连串的黄
金旅游带。

未来，以川藏公路等为交通纽带，
西藏同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
密。古老的雪域高原将在现代化进程
中走出封闭，拥抱世界。

（新华社拉萨 6 月 21 日电）

驶向幸福的“天路”
——川藏公路藏区变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6 月 20 日 ，远 望 3 号
船抵达南太平洋测控任务
海域（无人机拍摄）。6 月
20 日，远望 3 号远洋航天
测量船顺利抵达南太平洋
测控任务海域，测控人员
开始对船上设备展开全面
检查和调试。
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 摄

远望 3 号船
抵达南太平洋
测控任务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