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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资讯

视野 VisionVision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金隅地产集团北京公司联合中建三局

二公司北京公司开展“情系敬老院，温暖老人心”主题党日联建活

动。北京金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波、副书记曹頔、

北京金隅兴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亮、中建三局二公司

领导薛志彬、中建三局二公司北京公司领导任慧军、鞠鹍一行来

到丰台区颐康养老照护中心参观、了解老年人照护中心运行情

况，并代表企业捐赠爱心物资。图为“水滴”志愿服务队的党员、

青年们为老年朋友按摩、陪他们聊天，其乐融融。

陈少华 江玉燕 摄

□ 李思远

坐落于三峡库首的湖北省

秭归县，以屈原故里闻名遐迩，

但自古却是“巴山楚水凄凉地”。

曾经困顿于大山，如今迎

来好日子。精准扶贫以来，秭

归先后有72,824人脱贫销号，

贫困发生率从 24.23%下降至

0.09%，并于2019年4月脱贫摘

帽。春节将至，新华社记者走访

发现，在生活转好、产业升级的

情况下，当地群众奋斗劲头不

减，依靠厚实的肩膀和扶贫的政

策，上演着不同的精彩故事。

娶亲记

临近年关，三墩岩村曾经

的贫困户、45 岁的“单身汉”

邓中平结婚了。

三墩岩村是磨坪乡有名的

“单身汉村”。作为秭归县地理

位置最边远、自然环境最恶劣的

村庄之一，三墩岩村曾因三道绝

壁山梁阻隔而与外界近乎隔

绝。山路艰险、田地稀少、缺水

缺电导致三墩岩饱受贫穷之苦。

邓中平父母长期患病，尽

管他曾常年外出务工，去海南

割过橡胶，到河南下过煤井，走

南闯北没少吃苦，但没有存下

多少积蓄。过去，他也处过几

个对象，但对方一听说他住在

大山里，没一个愿意来。

穷则思变。2018年初，回

村过年的邓中平发现，村里发

生了大变化：村组通上了水泥

路，电压不稳的小水电换成大

电网，新建的大型蓄水池解决

了缺水难题。

“留下来靠勤劳致富。”几

经思量，邓中平决定在村里发

展烟叶种植。在驻村扶贫干部

帮助下，邓中平获得贴息贷款2

万元以及技术培训指导，种植

规模也越来越大。邓中平说：

“今年，23亩共收获7000多斤

烟叶，刨去成本，净剩 7 万多

元，比打工翻了一番。”

奋斗创业过程中，邓中平

和同村女子向祖敏擦出爱情火

花，两人2019年 12月 18日结

婚。谈起新婚的感受，邓中平

说：“家里上上下下都老了，要

不要孩子还在和媳妇商量。但

生活是向前的，幸福来得晚了

一些，但还是来了。”

弃杵记

冬季是三峡脐橙的采摘高

峰期，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

的橙农杨友翠却把用了多年的

打杵丢到了一边。

在山区，对于常年在果园

里爬高上梯的橙农来说，背篓

和打杵是不可或缺的“神器”：

人在崎岖的小路负重行走时，T

形的打杵可以当拐杖；人停下

来歇脚时，打杵放到背篓下面，

人就可以得到休息。

近些年，秭归县将脐橙产

业作为全县脱贫致富的第一产

业，全县种植面积40万亩，产值

近30亿元。

橙园是脱贫的希望，丈夫

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农活靠杨

友翠一个人。为了有个好收

成，杨友翠对橙园管理十分上

心，改种、修剪、浇水、施肥、防

虫等工作一次不敢落下。“橙园

在几百米的山坡上，壮劳力背

肥料一次背一袋，我就背半

袋。多跑几趟。”杨友翠说。

平时可以靠“蚂蚁搬家”，

可到收获采摘的季节，一两万

斤的橙子她每次都犯愁。“女的

采摘，男的背运，一对劳工一天

至少六七百元，而我只能咬牙

自己背。”杨友翠说，“橙园路

滑，有时免不了跌跤，橙子滚落

一地，真是欲哭无泪。”

今年，这一困境得到了改

变。秭归县推动脐橙产业转型

升级，建立脐橙价格指数，大力

推动果园基础设施提升。在政

府的支持补贴下，杨友翠和周

围11家农户联合建设了一台山

地田间轨道运输机。

“只需要按下电钮，电机就

带着货厢上上下下。一次可以

驮载1200斤，以往人工半个小

时的路程，现在5分钟就可以

了。”郭家坝镇镇长覃德富说。

“除了运果小‘动车’，还配

备了果园喷淋系统。借助加压

管道，操纵遥控装置就可完成

肥料、药液的自动喷淋。”杨友翠

说，“再不需要肩挑背扛，打杵

真用不上了。”

团圆记

走进秭归县磨坪乡磨坪村

村民谭本龙的家，只见腊肉挂

满屋顶。“杀了两头年猪，卖了

半只，得了4700元钱。剩下的

全留下自家吃。”61岁的谭本龙

说，“倒不是嘴馋，腊月二十九，

儿子儿媳孙女都回来了。”

这将是谭本龙家10多年来

第一次团聚。12年前，他26岁

的儿子因老板欠薪一事冲动犯

了法，被判入狱。“之后，儿媳妇带

着孙女外出打工，双目失明的老

伴转到女儿家生活，好端端的家

一下子就散了。”回想起那场突如

其来的变故，谭本龙满是无奈。

家里家外只剩自己一人，

谭本龙日子过得十分穷苦。扶

贫干部郑家裕至今对第一次入

户调查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

天下大雨，羊棚被淋垮了，谭本

龙把七八只山羊赶到屋子里。

墙壁裂开一个20厘米的裂缝，

屋外电闪雷鸣，屋内漏雨连连。”

扶贫干部很快按政策给谭

本龙送来了3万元的危房重建

补贴，然后扶持他发展种植和

养殖。1 万元的贴息贷款，

8000元的产业奖补，时不时技

术培训和指导，让有了资金和

技术的谭本龙拼命地干活。

“种了10亩核桃，还养了

20多只山羊、5头猪、100多只

鸡。”谭本龙说，通过勤勉劳动，

他脱了贫，还完了贷款和建房

借款。“总算为服刑期满的儿子

打下一个基础。”坐在干净暖和

的新房里，谭本龙说。

过年了，谭本龙盘算着给

孙女包一个红包。“想给她买礼

物又不知道她喜欢啥。索性让

她自己买。”谭本龙说，“孙女已

经读高二了，成绩很优秀。我

和儿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一定要把孙女培养成大学生。”

□ 刘惟真 尹思源

铺开红色的宣纸，毛笔蘸

满新研的墨汁，提腕悬肘、挥毫

泼墨，一幅幅雅致的“福”字接

连不断地在天津市红桥区和苑

街居民们的笔下“诞生”。1月

14日，和苑街道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里墨香浓郁，在书法家们

的示范和帮助下，和苑街居民

寄情毫末笔端，尽情书写着对

新春的希冀。

“住了几十年棚户区，在和

苑过年真是特别不一样，感受

到满满的幸福感。”搬迁户朱丽

英一边研墨一边说。

和苑西区院内花草树木错

落有致、环境干净整洁；社区四

周，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等教

育资源，到医疗卫生中心、菜市

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年关

将至，和苑西区的住户们聚在

一起做宫灯、写福字、贴春联，

社区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

气氛。

和苑西区的前身是天津市

中心最大的棚户区和危陋平房

区——西于庄地区。走在今日

的和苑西区、看着和乐的生活

情境，很难想象这里居民此前

在西于庄棚户里挨过的苦日

子：10平方米大小的屋内阴暗

潮湿、难以转圜；屋里没有暖

气，只能靠烧炉子勉强取暖；下

雨时屋顶渗水，屋外积水还会

倒 灌 ，回 家 只 能“ 三 级 跳

坑”……这片子牙河畔破败逼

仄的棚户区，曾经是烙印在摩

天大厦背后一道深深的“城市

疤痕”。

2017年，天津市开始实施

市区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

动计划，西于庄的老住户们迎

来了摆脱“泥淖”的转机。

朱丽英告诉新华社记者，

住在棚户区的时候家里既没有

暖气，也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冬

天想洗个澡都难上加难。

“当时我们用塑料布围起

一小块儿地方，洗澡的大盆就

搁在里面。盆里放好热水，炉

子上再烧上一壶，时不时给盆

里加点热水，还能让屋子里有

点热气。一个人洗澡，全家人

都跟着手忙脚乱。”朱丽英说。

搬到和苑西区后，一早起

来，阳光洒满整间屋子，晒得人

暖洋洋的；冬天小区里的暖气

更是供应充足。“小孙女总爱

光着脚丫在家里跑来跑去。”

朱丽英说。

据了解，受益于这次棚户

区改造工程的，还有在西于庄

住了几十年的吕孟学。2019

年，吕孟学也告别棚户区搬进

和苑西区。随着棚户区一起与

吕孟学“告别”的，还有用了几

十年的“粉浆纸”。

吕孟学说，住在棚户区的

平房时，为了不让房顶漏水，

每年春节前家里有样必做的

事——给房顶“糊浆”。

“在白面里加点水、放在

炉子上打成糨糊，再把这些面

糊涂在买好的‘粉浆纸’上。”

这套流程，吕孟学至今熟记于

心，“‘糊房顶’也是个技术活，

嘴里叼个小刷子站在凳子上，

先把两个角粘好，之后用刷子

‘哗’地这么一铺，这纸才能贴

得平整。”

如今，生活有了保障，居民

们的精神面貌也跟着“大变

样”。周一有“美丽星期一”，志

愿者们在社区里扫地、擦器械，

把社区收拾得干干净净；周五

是文化日，“模特队”、合唱团、

秧歌队、文化站使居民的生活

越来越丰富，人们尽情展现越

来越精彩的生活风貌……

今年春节，与朱丽英和吕

孟学一样，天津数万户棚户区

居民再也不用忍受棚户区的

寒风，能够在新房子里迎来新

春佳节。据介绍，截至目前，

天津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147

万平方米，6.3 万户近 30万居

民受益于此，实现了“出棚进

楼”。曾经被“老破小”困住的

居民们，用纸和笔奏起了快乐

喜庆的“新春乐章”。

手捧刚刚“出炉”的福字，

朱丽英从文化服务中心回到家

中。对联、窗花都已经贴好，串

串彩灯闪着柔和的亮光，寒风

被严严实实地挡在了门外。

“暖气热乎，但我们的心比

暖气还热乎。”朱丽英搓搓手，

笑容满面地将红艳艳的福字贴

在家门上。

三 峡 库 首 脱 贫 记 事

住 进 新 房 子 过 上 好 日 子
——天津棚户区居民的“新春乐章”

书法家挥毫泼墨
千余户喜领春联

在河南省伊川县南府店村社区，70多位

书法家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为南府店村社区

1000多户居民书写新春对联。来自国家省市

级和当地的书法家共书写对联3500余幅。

葛高远 董俊峰 摄

打 造 多 元 化 健 康 产 品
河南仲逸堂助力康养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贺珍报道

近日，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健康时报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

健康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由

河南仲逸堂养生酒业有限公司

独家支持的平行论坛同时召

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大仟介绍

说，“养生”不再仅是老年人才

关心的话题，更多人群对中医

药“养生”拥有期待。

据悉，河南省许昌市鄢陵

县依托中医药、温泉、养生文化

等特色资源，创建“国家健康养

老示范区”，已有“中国长寿之

乡”“中国最佳生态养生目的

地”之称。河南省鄢陵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韩宏涛表示，县

政府探索一条具有鄢陵特色的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道路，为全

国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可复制的

鄢陵经验。

河南仲逸堂养生酒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罗群忠介绍，河南

仲逸堂养生酒业在2018年便

和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药

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同时北

京市中药研究所（鄢陵）养生产

品研发中心成功落地鄢陵，构

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三

位一体的产、学、研基地，围绕

以中医药健康养老养生为中心

开展特色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开发了“仲逸堂”系列产品，通

过打造多元化的健康产品，满

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健康需求。

携手志愿服务送温暖

本报讯 2019 年甘肃省

脱贫攻坚取得新进展，有31个

贫困县摘帽退出，约有93.5万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0.9%。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

较重的省份。2013年甘肃共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52万

人，贫困发生率26.5%。全省

86 个县市区中有 75 个贫困

县，其中 58个县市区列入六

盘山、秦巴山和藏区“三大片

区”贫困县，此外还有17个插

花型贫困县。

近年来，甘肃深化脱贫攻

坚，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充实帮

扶力量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攻

坚克难。2018年甘肃有18个

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首次

实现贫困县数量净减少。

2019年以来，甘肃构建了

具有甘肃特色的产业扶贫体

系，以产业为主实现脱贫的人

口达65万人左右，占2019年

脱贫总人口的69.5%。同时，

甘肃集中开展了“3+1”冲刺清

零专项行动，基本实现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

安全清零目标。

截至 2019 年底，甘肃省

75个贫困县中有67个贫困县

摘帽，累计退出 6868 个贫困

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7.5万人。

（张智敏 王 朋）

本报讯 为助力脱贫攻

坚，2020年，新疆计划通过就近

就地就业、职业技能提升促就业

等举措，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实

现转移就业逾270万人次。

按照自治区的就业规划，

新疆2020年将继续以就地就

近就业为主、有序输出就业为

辅，多渠道推进农村富余劳动

力实现转移就业。新疆还计

划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挖掘更多就业岗位，并

通过与民营企业合作等方式，

拓展就业空间，帮助农村富余

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270万

人次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今

年将积极开展就业技能提升

行动，主要面对农村富余劳动

力、退役军人、城乡未继续升

学初高中毕业生、下岗失业人

员、残疾人等各类就业困难群

体，开展可满足其就业需求和

企业用人需求的针对性培训，

帮助他们提升，尽快适应岗位

需求。

此外，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专项就业扶贫计划，多措并举

帮助南疆四地州22个深度贫

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

力，有组织地转移就业2万人。

（阿依努尔）

2019年甘肃减贫约93.5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9%

新疆将积极开展就业技能提升行动
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逾270万人次

湖北秭归先后有72,824人脱贫销号，贫困发生率从24.23%下降至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