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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台

□ 于文静 杨 文 范世辉

金色，是秋天最明亮的颜色，田

野里弥漫着丰收的味道。

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做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即将迎来

三周年。一千多个日夜里，各地广

大干部群众辛勤耕耘，农业农村发

展硕果累累，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图景全面展开，成为稳

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压舱石”，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了坚实根基。

金色丰收透出绿色底蕴

金秋时节，在山东省临沂市莒

南县，农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到处

是晾晒的花生，处处欢声笑语。

花生是当地村民致富的希望。

莒南是全国花生绿色防控示范县，

近年来创建花生绿色防控试验示范

基地80个，化学农药用量减少约四

成，推动了产业可持续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3年来，粮

食等主要农产品连年丰收、农村改

革稳步向纵深推进。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长江

流域严重洪涝灾害、东北地区夏伏

旱、连续台风侵袭给粮食和农业生

产带来挑战。

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为大地

遍染了金色的收获——继夏粮、早

稻丰收之后，秋粮丰收也成定局，全

年粮食产量将连续6年稳定在1.3万

亿斤水平。

不久前，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国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发扬伟大

抗疫精神，防控疫情保春耕，不误农

时抓生产，坚持抗灾夺丰收，为保持

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红艳艳的软籽石榴，大快朵颐

的牛羊肉，鲜活的鱼虾蟹，东北红小

豆熬煮的甜汤……餐桌上丰富的食

材拼出了人们舌尖上的幸福感。

放眼全国，绿色日益成为乡村

产业发展的底蕴——

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

快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后劲更强、

农产品安全水平和品质更高。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22

万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9

万家。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等蓬勃发展。随着今年脱贫攻坚

即将收官，更多老乡将在产业发展

的新起点用勤劳创造新生活。

美丽乡村展现田园新风尚

“自从村里下水管网接入县城

污水管网后，俺们也跟城里人一样

用上了抽水马桶。”河北省武邑县西

关村村民齐艳恒笑呵呵地说。

近年来，当地探索实施县城污

水管网集中处理、农户分户式污水

净化、乡镇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处理、

企业集中处理等四种模式，走出了

农村环境治理新路径。

“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曾

是不少村庄的真实写照。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各地有关部门合力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截至目前，全国95%的村

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超过60%，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覆盖88%以上的行政村。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年，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完成之年。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中央财政安排74亿元资金

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各地

集中力量组织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眼下，这场让乡村重现田

园风光的民心工程正在抓紧实施。

一座座村庄干净了、变美了，村

民们的精气神也有了改变。

在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江孜镇

东郊村，近年来村两委班子发动大

家参与定规矩，把戒烟控烟、不乱扔

垃圾等写进村规民约，村民们对于

村庄管理积极上心，重视教育、崇尚

科学也成为新时尚。村民扎顿说：

“大家不比吃，不比穿，就爱比谁家

大学生多，孩子们也比着赶着考进

好学校！”

加大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农业

遗迹等保护力度；加强农村基层治

理，积极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

……各地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乡风文明建设，一股清新之风在广

袤田野中吹拂，村民生活更加安心、

舒心。

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一定会越过越好！更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省大同市考察时，对西坪镇坊城新

村的村民们这样说。

总书记的话语温暖而有力，激

励着亿万农民继续向着以后更好日

子奔跑。

坊城新村党支部书记刘世贵

说，今后村里既要管理和发展好现

有的900亩黄花，也要建设好集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旅游服务等于一

体的黄花扶贫产业园，真正让老百

姓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方向已明，路径已定，但前方道

路并不平坦——我国最大的发展不

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

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强化

“钱、地、人”等要素供给，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确保“三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掉队，仍

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点。

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的未来，各地各部门正在加快

部署，狠抓落实。

——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业

农村倾斜，加大地方债用于“三农”

规模，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投入比例。

——明确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

规划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

标，省级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

安排至少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

障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地。

——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企

业家等到农村干事创业。加快构建

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有组织

地动员城市科研人员、工程师、规划

师、建筑师、教师、医生下乡服务。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也将

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央农办副

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日

表示，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释放农

业农村发展潜力，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干部和亿万

农民群众正共同谱写一曲乡村振兴

的大合唱！

□ 张涛 齐雷杰 白明山 刘桃熊

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河北省阜

平县两条电力指数曲线引人注意。

2015年至2019年，全县年用电

量从1.93亿千瓦时增长到3.87亿千

瓦时，五年翻了一番。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月用电

量在前4个月呈下降趋势，但从5月

开始企稳回升，9月单月恢复到0.32

亿千瓦时。

阜平地处太行深山区，贫困发

生率曾高达54%。今年2月，阜平县

整体脱贫摘帽。

电力指数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阜平经济增长动力的源头在哪

里？近日，新华社记者选取四个具有

代表性的场景，去寻找其中的答案。

场景一：骆驼湾村民宿

昔日再现：坑洼狭窄的黄土路，

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家里最常用的

电器是灯泡。长年累月上山背柴

火，冬天一家人守着炭火盆取暖，守

着大山熬日子。这些，是刻在骆驼

湾村民唐宗秀脑子里的记忆。

当下变化：骆驼湾作为乡村旅

游示范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

卡地”。今年以来接待40万名游客，

住农家院、吃农家饭，享受田园风

光。夜晚的小吃一条街灯火璀璨，

人头攒动。

见到游客，种了大半辈子地的

唐宗秀一点都不怯场，侃侃而谈。

她和老伴在村里做保洁、搞绿化，俩

人每月收入4000多元。她从未想

过，这辈子能住上空气源热泵取暖

的新房，冰箱、电视、洗衣机、电磁

炉、电动车等一应俱全。

记者手记：曾经，贫穷像山里人

无法打破的魔咒。如今，小山村一

片沸腾，年轻人纷纷返乡。阜平的

绿水青山变成了“聚宝盆”，全县去

年旅游综合收入近4亿元，带动8700

多人致富。山门打开了，乡亲们视

野越来越宽。

场景二：平阳新区扶贫车间

昔日再现：廖玉兰过去居住的

黄岸村地势陡峭，出行不便。每年

入冬，她们家都要囤下柴火，准备烧

炕取暖做饭。她之前在外地打工时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嫁到这个村15

年几乎没出过村。

当下变化：廖玉兰和乡亲们去年

住到平阳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生活条件好了，家庭和工作两不误。

新家500米内就有小学和初中，接送

孩子再也不用来回折腾了。在安置区

附近的手工业扶贫车间内，她和其他

60名工人熟练操作着电动缝纫机。

时隔多年，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她“重

新上岗”后，每月收入近2000元。

记者手记：下山容易就业难。阜

平县建设了37个集中安置区，5万多

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全部由

“照明电”升级为“动力电”，配套建设

扶贫车间，让农民就近打工就业，从根

本上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场景三：硒鸽养殖基地

昔日再现：土里刨食望天收，曾

是不少农民的宿命。2018 年前，

白富慧在草场口村照看着3个孩子

和体弱多病的老人，全家收入仅靠

丈夫外出打零工。村子附近成片的

河滩空地上，只有野草在生长。

当下变化：“咕咕、咕咕……”在

空地上建起的硒鸽养殖基地传来阵

阵鸽叫声。鸽棚里，喂料、喂水都实

现了自动化控制。一个鸽棚养殖

2400对鸽子，白富慧和丈夫每个人

打理着一个。

“鸽子得成双成对养，一对鸽子

8至10天下一次蛋。”白富慧说起来

滔滔不绝，“我和丈夫每个月合起来

能挣14000多元，大伙都叫我‘白富

美’啦！”

记者手记：得益于北京对口帮

扶，这个全国最大的硒鸽养殖基地已

成为阜平扶贫产业“无中生有”的典

范。项目流转土地2300多亩，全部投

产后每年可向市场提供上千万只富

硒乳鸽。产业选择要精准，更要有

“科技含量”，“新农业”大有可为。

场景四：平房村蘑菇大棚

昔日再现：贫困户赵立伟是前

些年村里第一批菇农，本来指望种

香菇翻身，没想到差点“贫上加

贫”。因为种植技术不过关，不少农

户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曾经弃种，让

蘑菇大棚“晒起了太阳”。

当下变化：赵立伟承包的三个

大棚里，香菇长势良好。据介绍，每

个棚可收入三四万元，他早就摘掉

了贫困户帽子。

原来，村里与龙头公司合作推

行二代大棚，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并

负责销售。赵立伟说，现在的大棚

配有风机、水帘，夏天天热时能降

温；还有自动卷闸机，能根据光线变

化调整大棚内光照。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时，阜平县菇农的种植、销

售基本没受影响。

记者手记：在没有食用菌种植

历史的阜平，培育起一个种植面积

达 2.1 万亩、覆盖 140 个行政村的支

柱产业实属不易。前进的道路不会

一帆风顺，但我们看到了阜平人敢

闯敢干、让黄土生金的决心。

广 袤 沃 野 绘 新 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展综述

脱 贫 的“ 亮 ” 度
——从电力指数曲线看河北阜平之变

贵州惠水
雨中收瓜忙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惠水县迎来佛手瓜收获季，

当地农民抢抓农时采收佛手瓜。近

年来，惠水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做大做强佛手瓜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目前，该县佛手瓜种植

面积达5.2万亩，带动1.2万户瓜农

增收致富。图为惠水县好花红镇弄

苑村村民在雨中采收佛手瓜。

新华社记者 陶 亮 摄

从三个新高
看经济韧性和活力
□ 顾 阳

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外

贸每一次起伏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

神经。近日发布的我国外贸数据，让复苏

乏力的世界经济为之一振——不仅累计进

出口总值实现了年内首次正增长，进出口

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这三项关键指标

更是创下了季度历史新高。

不妨回顾一下相关数据。三季度，我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8.8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5%，其中出口5万亿元，增长10.2%；进口

3.88万亿元，增长4.3%。从纵向看，前三个

季度的进出口规模分别为 6.57 万亿元、

7.67万亿元、8.88万亿元，季度环比均实现

了大幅增长。

这样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绝无仅

有的。作为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近

年来外贸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有所降

低，但其逆势上扬的超预期表现，充分展现

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也为后疫

情时代经济全面复苏打下了基础。

对于中国外贸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

单，有人认为主要是由防疫物资大规模出

口拉动的，未来能否持续还要打上问号；

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建设，外贸增长或将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

这样的判断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

外贸的全面反弹绝非偶然。一个基本共识

就是得益于中国率先实现了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有效防控、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复市，

是中央稳外贸精准施策与外贸企业迎难而

上、合力前行的结果。当然，中国外贸积极

抓住全球疫情防控带来的机会，全方位拓

展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外贸不断走向

成熟的表现之一。

外贸回稳向好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

了强劲支撑，特别是外贸作为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之锚和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纽带，在促进经济全面复苏方面将

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统计显示，今年前

8 个月，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 47.8

万家，同比增长了 6.2%；外贸吸纳并带动

就业人数达1.8亿人，在进口环节税收还贡

献了全国税收总收入的10.4%。

纵观全局，虽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稳定

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但中国是最确定的

因素之一，一个开放的中国本身也是最具

吸引力的。这几天，第 128 届广交会如期

在“云端”举行，6万个展位、2.6万家境内外

企业参展让“中国第一展会”魅力不减；中

欧班列开行数量年内屡创新高，不仅成为

各国携手抗疫的“绿色通道”，也为后疫情

时代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能；即

将到来的第三届进博会更是“大牌”云集、

一位难求，将成为一场特殊的、意义深远的

“东方之约”。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外贸未

来仍将稳健前行。

6版

危房改造、产业扶贫、兜底保障……在

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全省28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77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

列，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幅幅奔向全面小

康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黑土地上的脱贫“新画卷”

7版

视科研如生命，爱岗位重若泰山，是怀

有远大报国理想的科技工作者对事业的崇

高追求，这也成就了陈菊英的科研人生。

她珍惜过去的成绩和经验，更把目光和脚

步放在当下和未来。因为她知道，创新无

止境，奉献无穷期，气象科研使命所在，应

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继续发挥余热。

负轭前行 无惧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