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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在夹金山脚下，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

藏族乡的藏族同胞庆祝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上九节”。

图为当日，硗碛藏族乡群众用美酒迎宾客。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 叶昊鸣 樊 曦

2月 12日，大年初八。一

大早，冒着寒风中的细雨，安徽

省滁州市的吉刚来到滁州市体

育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2019

春风行动”招聘会。

“来我们这里，月薪 4500

元，包吃包住，肯定满意。”“我

们这里小时记工，天天都有活

儿干。”“这个工作稳定不？我

不想再打零工了……”偌大的

体育馆，早已挤满了前来求职

的人员。热情介绍工作的，仔

细询问需求的，相互“讨价还

价”的，热闹得仿佛新春时的

庙会。

滁州地处安徽东部，靠近

江浙一带。与很多当地人一

样，吉刚一直在外打工。今年

春节回到老家，听说将在初七

后举行招聘会，便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来碰碰运气。

“这家公司招聘技术工，招

聘条件看起来还不错，跟我之

前的工作也比较像，我去问问

看。”他向新华社记者指了指一

家制作镜片的公司，走上前去，

开始仔细询问。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吉

刚与这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

向，对方让他填写表格，约定一

周时间内再次与他联系。

“安徽省这几年发展挺快

的，很多企业都搬了进来。我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不用

来回跑了。”吉刚说。

在这场招聘会中，与吉刚

抱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不想再漂泊，不想再背井离乡，

“家”，在大家心中的比重越来

越高。

“我想找的工作，工资不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午

能让我回趟家。”54岁的陈冬

芝的要求有些与众不同：出来

找工作都想找个工资高的，但

她却“反其道而行”，这是为

什么？

“我女儿今年6月份就要高

考了，早饭和晚饭她都能在学

校解决，但午饭我怕她吃不好，

就想着在家里给她做一顿。”陈

冬芝边解释，边走向一个介绍

钟点工工作的企业招聘摊位。

上午工作2到3个小时，下午工

作3到4个小时，时间灵活，看

起来比较符合她的意向。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

攻坚”——今年的“春风行动”

以这样一句口号作为主题。作

为今年安徽省“春风行动”启动

仪式的所在地，滁州市为当地

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礼包”：

有90家企业参与现场招聘，提

供工种481个、就业岗位1.2万

个，吸引了3000多人参与现场

招聘。

同时，今年的活动还将采

取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同步进

行的方式，整个活动将持续到

3月15日。在这期间，滁州市

将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150余

场 ，累 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5

万个。

“就业工作，一头连着老百

姓，另一头连着各类企业，责任

重大。我们将尽心竭力履职尽

责，全力以赴推进‘稳就业’的各

项工作，守住就业‘基本盘’。”滁

州市常务副市长金力说。

而对于吉刚和陈冬芝来

说，企业来了，岗位多了，就业

有着落了，不用来回两地跑了，

生活有了新的奔头。

□ 袁军宝

“我们村旁的沭河景区发展得越来

越好，我想趁机做个农家乐。”

“南方江浙一带的农村都有很多产

业，既能带动就业也能致富，我们这里

相对太少。”

春节期间，沂蒙老区山东省临沭县

多个村庄都组织了村民茶话会，村干部

把部分村民代表和常年外出务工人员

聚在一起，共商发展思路。大伙你一言

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为节日里的老

区农村增添了盎然春意。

“我想做的这个农家乐生态园，要

集自助采摘、休闲垂钓、林下养殖、花卉

园林、农耕文化、乡村特色购物、农家特

色风味小吃于一体。”在石门镇大官庄

村的村民茶话会上，长期在青岛做生意

的陈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也纷纷

给他出主意、提建议。

大官庄村的这场茶话会，吸引了

50余位村民参加。村民们觉得，当前

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好，正可以在农村

大有作为、大干一番。

大官庄村原来是省定贫困村，但近

年来经过各级部门特别是省派“第一书

记”的帮扶，去年所有贫困户成功脱贫，

村里面貌也焕然一新。村中的一个臭

水塘还被打造成碧波荡漾的水景小公

园，旁边建起了篮球场。村民们在这里

晒太阳、健身、聊家常，其乐融融。

“村里亮了、美了，今年过年的心情

特别好。”陈磊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外闯

荡十几年间很少回村，这次回家过年看

到村里街道上安了路灯、栽了绿植，大

街小巷都通了水泥路，村干部也都干劲

十足，这才让他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来自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的刘斐

是驻大官庄村“第一书记”。为使乡村

发展有更多人才支撑，他早在去年春节

期间就做出尝试，发出三封“公开信”、

召开村民座谈会，呼唤在外发展的本村

人回家过年、回乡创业。

刘斐说，帮助村里改变基础设施、

实现全面脱贫只是基本目标，更高层次

的目标是为乡村振兴打下基础。常年

在外的农村务工人员有见识、有资金、

有思路，他们将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

资金、产业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撑。

“公开信”“茶话会”还真引来了“金

凤凰”。村民陈延华去年看到“公开信”

后，回村见到村容村貌及干部状态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毅然回乡创立山东嘉控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水肥一体化智

能装备。去年7月公司投产，短短几个

月便实现销售收入500多万元，并为当

地提供了40余个就业岗位。

今年春节期间，发端于大官庄村的

村民茶话会，在全县诸多村庄开展。临

沭县委书记刘飞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

才振兴，茶话会就是要把“归雁”人才聚

到一起，碰撞出更多“金点子”，引来更多

“金凤凰”，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动力。

□ 韩 振

冬末，有着“诗城”之称的

重庆市奉节县寒气逼人，在海

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还能看

到皑皑白雪。而在低海拔的长

江之畔，漫山遍野的脐橙树，枝

头挂满了红澄澄的橙子，给春

节增添着喜庆气氛。

8年前，同样是春节期间，

果农们的心情却很失落。当

时，奉节县近20万亩脐橙滞

销，果农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脐橙，甚至连采摘费都不够，眼

看着一个个烂在地里。不少果

农流着泪砍掉了果树，宁肯土

地撂荒，也不愿意再种。

“短短8年间，奉节的‘橙子'

完成了‘进化’。”奉节县白帝镇

九盘村村主任王祖国从树上摘

下一个橙子，用手掰开拿给新华

社记者品尝。这只橙子富含水

分，甘甜中带有一丝果酸味。

王祖国指着自己的 350

亩果园说，和8年前的早熟脐

橙不同，这是晚熟脐橙，现在还

没完全成熟，3月份才开始上

市，可以一直卖到五六月份。

“8年前，这些都是村民撂荒的

田地，我流转下来后，带头改

种晚熟脐橙，现在一年能赚

100多万元。”

“过去脐橙之所以滞销，既

有交通不便、销路不宽等原因，

也有脐橙自身原因。”奉节县脐

橙研究所所长黄涛江说，以前

奉节脐橙主要是早熟脐橙，销

售期很短，主要在年前一个月，

年前一旦卖不出，年后就成了

“烫手山芋”。

据介绍，8年前，奉节开始

大规模引进晚熟品种，推广生

态种植，形成了早、中、晚熟脐

橙的科学配置，不但扩大了种

植规模，延长了挂果期，还提升

了品质、拓宽了市场。

“通过品牌化打造，奉节脐

橙的生态附加值已经开始显

现。”黄涛江说，现在全县统一

打造了“奉节脐橙”品牌，分类

精选，统一包装，辨识度高。品

质好、名声大，奉节脐橙的价格

自然比外地脐橙更高。

短短8年间，奉节脐橙完

成了华丽“蜕变”，过去的“伤农

果”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据统计，奉节县33.5万亩脐橙

年产值24亿余元，惠及30万

果农，带动7000多贫困户脱贫

致富。

□ 李云平 于 嘉

新春时节，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后旗牧民阿日文斤

招待客人的物品不仅有奶制

品、手把肉，还有一杯杯白开

水。他说：“过去我们喝的水有

点咸，漂浮物比较多，不好意思

拿白开水招待客人。现在政府

给我们安装了水处理设备，这

下就能放心地让客人尝尝我们

的纯净水了。”

66岁的阿日文斤是潮格

温都尔镇西日淖尔嘎查牧民，

他家北距中蒙边境线仅有160

公里，过去一直依靠传统的抽

水井取水，由于当地浅层水质

不太好，水中沉淀物比较多，喝

起来有苦味或咸味。

“近几年水质越来越差，连

羊都不太愿意喝，我们只好用

水车到七八公里外的山沟里拉

泉水。”他说，外出拉水费时费

力，遇到干旱季节还会出现水

量不足的问题。就在全家生活

被吃水问题困扰之际，旗水务

局工作人员去年8月主动上门

联系安装水处理设备。“1.9万

元的设备费用都由政府补贴，

我自己只掏3000元配套费就

用上纯净水，解决了吃水这个

‘老大难’问题。”

据乌拉特后旗水务局副局

长姜景立介绍，去年在国家专

项资金支持下，当地投资110

万元为偏远地区牧民量身定制

高氟高砷苦咸水处理设备，已

解决115户、388名牧民的安

全饮水问题。

巴彦淖尔市地处河套地

区，毗邻中蒙边境线的乌拉特

草原偏远牧区，地下水含高砷、

高氟和苦咸水的情况较为普

遍。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将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列为重点

民生工程之一，克服施工难度

大、成本高等困难，通过安装单

户水处理净化设备等方式，分

批解决牧民饮水安全问题。

目前，巴彦淖尔市在财力

紧张的条件下投入1150多万

元，解决乌拉特草原9个乡镇苏

木44个嘎查的284户1008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当地牧民

喝上放心水。“吃水不忘挖井人，

感谢政府将民生工程送到家门

口，让我们的咸水变甘露，喝出

幸福感。”牧民杨二换说。

□ 邓和明 邓雄飞

“以前在家过年，满耳都

是鞭炮声，满眼都是垃圾；今

年过年，只听见零星的鞭炮

声，环境卫生也一直保持得非

常好……时隔数年重回家乡过

年，我感受到巨大的变化。”2月

12日，湖南省嘉禾县龙潭镇上

宅村常年在外经商的胡先生

感慨地说。

“要想改变普通老百姓的

陋习，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党员

干部的思想。我们今年把推进

移风易俗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来抓。”据龙潭镇党委

书记邓继勇介绍，龙潭镇要求

党员干部带头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带头维护环境卫生、带

头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并将上

述工作纳入党员积分管理考核

内容。

同时，每个村还成立了治

安巡逻队，不定时开展巡逻；

组织临近镇区的村成立交通

劝导队，维护交通安全；成立

森林防火巡逻队，对山林进行

全面巡逻。

龙潭镇度过了有史以来最

整洁、最祥和、最稳定的一个春

节。春节期间，全镇燃放烟花

爆竹情况比去年春节减少

90%以上，全镇各村环境卫生

整洁、群众文化娱乐丰富，未发

生森林火灾，未出现一起治安

案件和刑事案件，实现了全镇

社会稳定。

“龙潭镇能出现今天这样

文明和谐的局面，实属必然。”

嘉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雷剑辉指出，嘉禾县去

年制定了《“推动移风易俗树立

文明乡风”主题活动实施方

案》。随后，一大批行政村建立

完善了志愿服务队、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四会”组织，推选

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等乡

贤能人担任理事会组成人员。

群众放下了人情“面子”、拿起

了精准脱贫的“里子”，管理依

村规、办事找“四会”的新习俗

正在全县形成，为实现乡村振

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徽滁州：返乡就业忙 生活有奔头

沂蒙老区：“归雁”共话乡村振兴

重庆奉节：“伤农果”成致富果

内蒙古巴彦淖尔：咸水变甘露

湖南嘉禾：移风易俗精准脱贫

春节假期过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就业局组织各乡镇开展节后“送岗下乡”系列招聘活动。目前，已陆

续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方便了农村群众在家门口求职就业。图为2月14日，在下埠镇的乡村集市上，当地

乡镇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求职者沟通。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每年元宵节前，浙江省乐清市各村镇都会举行盛大的

首饰龙游行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为乐清首饰龙

代表性传承人林顺奎日前在家中展示制作首饰龙的配件。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八平方米“蜗居”
变身苗家客栈

□ 郭轶凡 林凡诗 雷嘉兴

“猪肉，新鲜猪肉……”临近中午，屯

里响起阵阵吆喝声，梁晓花匆忙走出家门

买回十斤肉。

“过两天就是‘芒篙节’，会来不少客

人，得提前准备才行。”苗族阿姐梁晓花家

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安宁村大袍屯，

因一副热心肠，平日里邻里老少都爱称她

一声“花姐”。

大袍屯是个水库移民屯，这里景色虽

美，地理位置却相对封闭，交通不便，多林

少田。村民多年来只能依靠种植香杉为

生，生活贫困。

“吃不上米饭，只能挑着木薯去外面

换，山路又难走，来回一趟要六七个小

时。”梁晓花的母亲杨佩仙回忆道，以前自

己经常挑着上百斤重的担子去县城，走得

脚都磨出了水泡，还落下了腰疾。

梁晓花有七兄妹，父亲又多病，家庭

负担较重。初二时，母亲的一次重病使

成绩优异的她放弃了读书机会外出打

工。1998年，梁晓花嫁到大袍苗寨，“刚

开始什么都没有，连架锅的铁三脚架都

是从娘家带来的，过年过节才忍心杀只

鸡。”苦于生计，女儿出生后，她和丈夫离

家打工。

2006年，夫妻二人回到大袍屯，次年

小儿子出生。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家4口

挤在8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窘迫。勤劳

肯干的梁晓花曾尝试养殖孔雀、野猪，但

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均以失败告终。

2007年，大袍屯通了公路，屯里的

发展出现了转机。“原来运香杉出屯，要

先走一个小时的水路，再转车，现在直接

陆运，不仅更快捷还降低了成本。”村民

韦荣生说。

2012年，梁晓花开始筹建新房，选取

样式时，她想起了电视上看到的旅游村，

“别人家新盖的都是砖房，我还是喜欢我

们苗家的木楼，更有特色。”现在，梁晓花

家的新式木楼成了村里别致一景。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当地政府时常组

织各类培训课程。学刺绣、钩针绣、烹饪、

养殖……只要有机会参加，梁晓花就很少

落下。她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肯

干，就一定不会一直穷下去。”2015年，梁

晓花一家凭借自身努力脱了贫。

深山苗寨民风淳朴，苗族风情浓厚，

近年来，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

为大袍屯找一条长久致富的新路子。听

到这个消息，梁晓花心里痒痒的，自己有

做饭的手艺，自家木楼也挺漂亮，何不开

家农家乐。

得益于帮扶企业的支持，梁晓花家修

了新厨房，添了新家具。2017年8月，梁

晓花开起了“花明楼苗家饭店”，成为屯里

旅游发展的排头兵。大袍苗寨的旅游虽

尚在起步阶段，但“花明楼”还是给梁晓花

的生活带来改观，“我开饭店把两个孩子

生活费赚出来了。”

谈及新年愿望，梁晓花笑笑说：“我现

在就想开好这个饭店。今年把二楼盖一

盖做成客房，再养一些土鸡，相信会越来

越好。”说罢，她举杯唱起了苗家祝酒歌，

欢快的歌声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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