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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台

6版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理财教育课程的

相关骗局和投诉层出不穷。由于缺乏行

业规范和相关监管，财商教育市场不断扩

大的同时乱象颇多，除了平台卷钱跑路

外，还涉及夸大宣传、诱导分期贷款买课，

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引导“投资小白”开

设证券账户投资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

亟须整治规范。

理财课缘何变成“劫财课”

□ 顾 玲 白玛央措

“2017年5月11日，天气晴，星

期四。崎岖的山路左盘右绕，山上

云雾缭绕，翻过最后的垭口，终于见

到来玉村全貌。村民们知道今天我

们要来，高兴地迎了出来。朴实憨

厚的笑脸和渴望富裕的表情，真是

触动了我的心。”这是李玉栋写下的

第一篇驻村扶贫日记。

45岁的李玉栋是国家电网青海

电力公司黄化供电公司职工，2017

年5月被派驻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

治州尖扎县尖扎滩乡来玉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几年来，他的扶贫日

记记录了这个高原贫困乡村，从萧

瑟贫穷到迈入小康的美丽嬗变。

搬迁前的来玉村平均海拔超过

3100米，自然条件恶劣。全村79户

中，有34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村里房屋近一半是废旧宅院，

长时间没人居住；村民中常住村里的

大概不到一半，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

低；两万多亩的集体草场，草皮及地

形都不好，牛羊养殖已趋于饱和。”

李玉栋说，初到来玉村，很多村民都

表达了想改变生活的迫切愿望。

“村里严重缺水，唯一的取水途

径是从半山腰不定期抽水蓄水，一

到冬季，基本无法取水了”“入村道

路地势险峻、进出不便影响产业发

展”，村民们反映的困难和问题，纷

至沓来。

李玉栋意识到，面对种种生存

挑战、生态困境，来玉村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难以为继，整村易地扶贫搬

迁势在必行。

“来玉村整村搬迁的安排，村里

一直意见不统一。村两委虽然逐个

做了村民代表思想工作，但前期多

次动员效果不佳。”李玉栋在2018

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为

了让村民搬到好地方，后续能发展，

当地对搬迁安置点的选址提出多个

方案，最后从5个备选点中选择了

海拔相对较低，人畜饮水、灌溉用水

方便的黄河岸边，“今天将与村两委

及村民代表再一次协商搬迁，我想

只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总会有收

获的。”

“今天，注定是来玉村历史上不

平凡的一天，也将是改变村民命运

的一天。”2018年1月17日，李玉栋

的驻村日记这样描述，“村民们一致

同意搬迁，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历时8个多月的整村搬迁事宜终

于有了眉目，这让我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

2019年1月7日，来玉村99户

农牧民兴高采烈地入住新居。“看着

崭新、漂亮的新居，看着村民们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稍感有一点成就感，

同时又一个艰巨任务将要开始：后

续产业选择和发展将是接下来的重

中之重。”李玉栋感到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

从村民家中的樱桃树得到启

发，李玉栋四处奔走论证在村里种

植樱桃的可行性。“与村两委沟通

后，很快写出了《来玉村百亩樱桃产

业园项目建议书》。”在2019年5月

9日的日记里，他记录着自己推进樱

桃产业发展的经历，“分别与乡党委、

乡政府领导和企业沟通后，建议书不

断完善；功夫不负有心人，既然有了

切合实际的想法，就努力实施吧。”

告别山区恶劣的居住条件，来玉

村村民在黄河岸边开垦出新的希

望。2020年，尖扎县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1300万元，打造“黄河民宿第一

村”，发展来玉村特色产业，李玉栋设

想的百亩樱桃园也被纳入其中。儿

童游乐园、彩虹滑道、戏水游乐区、垂

钓区……漫步黄河岸边，来玉村未来

的崭新面貌仿佛就在眼前。

“2019年 10月 17日，天气晴，

星期四。贫困户积极填写退出贫困

户申请，标志着来玉村即将甩掉‘贫

困村’的帽子。”李玉栋如此记下来

玉村脱贫摘帽的特殊日子。他说：

“这一天村民们朴实的发言和笑容，

将让我终生铭记。”

65岁的村民多杰在主动申请脱

贫摘帽时说：“我们贫困户不能一直

躺在扶贫政策里。该脱贫的时候就

要主动摘帽，以后靠我们的双手，一

定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020 年 11 月，李玉栋被尖扎

县政府评为“脱贫攻坚优秀第一

书记”。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李玉栋

和村民们正忙着种树。全村138亩

后续产业用地里，枣树、梨树、山楂、

西梅、樱桃树等果树，正春满枝头。

看着一棵棵刚栽下的果树，

李玉栋不禁感慨，易地搬迁不仅解

决住得好的问题，也将帮助群众过

上更加富裕的日子，“我的日记也会

继续写下去，记录下来玉村乡村振

兴的更多动人瞬间。”

□ 刘诗平

水利部和财政部近日宣布，将

正在全国首批55个县（市区）进行的

“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

点”，更名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同时开展2021年新一

轮试点。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一些试点

县采访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到受访者

说“这是一个真正让政府和老百姓都

叫好的项目”。“水美乡村”助力乡村

振兴，开展新一轮试点正当其时。

德安：清除堵点，贯通
农村河道“血脉”

站在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工

程现场，将无人机升到 300 米高

空，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一年前完全

不同的水美乡村画面：狭窄不畅的

河道，已经变得开阔顺畅，塌坡严

重的两岸建成了新的生态型护坡

护岸，沿河村民免去了洪涝袭扰，

河道不远处新建的一座污水处理

站已经发挥作用，河流水质不再受

污水直排影响。

“德安县农村河道‘血脉’不够

通畅，防洪能力不足、河道淤塞和岸

坡坍塌、河塘连通性不佳、水生态退

化、水文化挖潜不够等问题相互交

织。”德安县委书记熊晋喜说，这次

试点是一个契机，通过与河长制、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结合，试点以博阳

河水系为脉络，以流经村庄为节点，

以13个乡镇景点为重点，水域岸线

并治，村镇并治，让河流活起来、景

点靓起来、岸线美起来。

从2020年德安试点情况看，恢

复河道基本功能，降低了沿河村民的

洪灾风险；修复河道空间形态，改善

了流域生态环境；新增废污水处理设

施，有效控制了河道污染源；挖掘当

地人文景观，乡村旅游业环境得到了

优化。同时，改善了农村生产和居住

环境，赢得了广大村民的肯定。

“试点期为2年，我们正在全力

推进，消除堵点，贯通农村河道‘血

脉’，助力乡村振兴。”熊晋喜说。

乐安：紧扣重点，千年
古村重现华彩

在江西省另一个试点县——乐

安，两个有试点工程的乡村同样让

人印象深刻。

一个是有“千古第一村”之誉的

流坑村。流经古村的恩江河段长

1.3公里，两岸杂草丛生，河床淤积

严重，岸坡崩塌，既影响河道行洪、

生态功能遭到破坏，整体形象也与

流坑古村格格不入。近年来，当地

通过清淤疏浚提高这段河道行洪能

力，两岸采取生态护坡修复河道岸

线，恢复增强了河道生态功能、提高

了沿河景观质量。

另一个是南村水流经的南村乡

红色小镇，南村水穿蝶栖谷景区，经

东元水库，至南村乡，形成一条兼具

山色、水色、红色的旅游带。小镇附

近治理河段长度2公里，治理前这里

河床淤塞、岸坡崩塌、荒草杂芜，不仅

未起到串联景区的作用，反而影响景

区整体形象。通过清淤疏浚，建生态

护坡护岸，当地建成了一条生态景观

河道，并将蝶栖谷、东元水库、南村乡

红色小镇串联起来。

据乐安县副县长汤闻博介绍，

乐安县坚持示范引领，统筹市政、景

观、农业、水利等多方面，系统整治、

协同推进，提高了水安全保障水平，

提升了农村河湖治理水平和管护能

力，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和人居环

境，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

高安：建设节点，打造
水美乡村“样板”

在参加试点的江西省高安市的

朱家村，几台挖掘机正在苏溪河上

忙个不停，为这个水生态文明村的

建设收尾。

河道护岸、清淤疏浚、硬质护坡

绿化软化等已经完成。村内污水通

过污水管道收集，统一流入污水处

理厂，雨水则经明沟加暗管进入村

内池塘和苏溪河。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使我们村

的水变好了，河岸变美了，生活环境

越来越好。”朱家村村民朱港清说。

高安市副市长熊慧华表示，高

安市试点以苏溪河水系为对象，打

造富有本地特色的水美乡村样板。

工程涉及苏溪河周边3个农村乡镇

88个村庄节点（重点村庄11个）。

2020年围绕苏溪河沿线投入3000

多万元打造的艮山村和朱家村两个

水生态文明村，改善了农村人居环

境，已形成苏溪河乡村旅游示范带，

同时带动了产业升级，一年来有12

家企业入驻苏溪河流域，吸引项目

投资达7.4亿元。

新一轮试点：务实创新，
建设水美乡村

“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是一

项民生工程。德安、乐安、高安一年

多的试点，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

显。干部和群众都说试点项目好，

因此实施中干部有干劲、村民很支

持。”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罗传彬

说，江西省希望参加试点的县很多，

首批试点时申报市县就达 30 多

个。目前，江西3个试点县建设顺

利，2020年度实施评估核查结果均

为优秀。

业内专家指出，试点工作的更

名体现了更明确的目标导向，即通

过试点，打造水美乡村，形成示范效

应，助力乡村振兴。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负责人表

示，第一批 55个试点县目前建设

总体进展顺利，治理成效已初步

显现，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完成各

项建设任务。水利部、财政部已

于近期布置开展2021年新一轮试

点，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助力

乡村振兴。

扶 贫 日 记 中 的“ 小 康 步 伐 ”
——来自青海来玉村的一线报道

“水美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妄图“毁林种茶”以致富
无异于饮鸩止渴

□ 于 平

日前，央视焦点访谈披露，因为普洱

茶价格逐年升高，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和

驱使，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出现

了毁林种茶的乱象，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

破坏。为彻底遏止这种破坏生态的行为，

守护好蓝天净土、碧水青山，当地采取强

力措施，开展持续的打击整治和植被恢复

专项行动。

勐海县，被称为“中国普洱茶第一

县”，80%左右的人口都和茶经济有关系。

当地民众出于致富的渴望，把茶树当“摇

钱树”，积极扩大种植，这原本可以理解，

但是，当茶树的种植演变为对森林的疯狂

蚕食时，这一切就彻底变味了。通过现场

拍摄的影像可以看到，一些人通过砍伐、

防火烧树、剥树皮等方式，使林木死亡从

而种植小茶树。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的短视行为令人惋惜和心痛。

西双版纳保存着我国最完整的热带

雨林，热带雨林是西双版纳的一张名片，

也承载着整个国家生态屏障以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担。热带雨林看似茂密而

壮观，但由于其生态系统的复杂和多样，

它也是极为脆弱的，一旦遭到破坏，比其

他生态系统更难恢复，且需要更长的时

间。多年前，西双版纳因为橡胶种植的狂

热，大量雨林被砍伐烧毁，导致一场生态

灾难。如今，尚在喘息期的西双版纳，又

遭到“毁林种茶”的二次重击，这无疑使得

西双版纳生态雪上加霜。

“毁林种茶”威胁的不仅是森林，还有

茶树种植产业本身。一方面，森林面积的

不断减少，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改变，

包括气候将逐步干热化，水土流失日益严

重等等，这将破坏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茶

树种植条件；另一方面，没有绿荫的庇佑，

茶树生长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云南省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王平盛表示：

“如果长期在直射光的环境下生长，茶叶

的内含成分茶多酚就会有所增加，氨基酸

有所降低，影响茶叶的品质。”

无论从生态还是从经济角度看，“毁

林种茶”都可谓贻害无穷，但尽管如此，类

似一幕仍然不断在各地上演，除了西双版

纳，此前福建武夷山等地也曝出过类似现

象。对于此类现象，亟须加大打击力度，

从央视报道看，西双版纳相关部门对于

“毁林种茶”正展开打击与巡查，一些参与

毁林的村民受到严厉处罚，并被责令恢

复，有村民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期待这

样的强力执法持续深入，对违法个案坚决

采取露头就打。

但不能不看到，“毁林种茶”越来越隐

蔽，这些毁林行为不仅难以发现，而且难

以补救。《光明日报》对此发表评论，遏制

“毁林种茶”，更重要的是防范。要通过各

种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科学和生态知识，

加强普法宣传，提高民众的守法意识与生

态保护意识，彻底告别短视思维。对于那

些自觉尊重法律，参与森林保护的茶农，

也要给予适当补偿和奖励，让他们在不破

坏林木的前提下，获得更多收入来源。如

此多管齐下，才能平衡好农民收入与生态

保护之间关系，让茶树种植和森林保护

“鱼和熊掌兼得”。

全国首批55个县进行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进展顺利，新一轮试点将扩大范围

杭州杭州临临安安：：““全民治水全民治水””
水美家水美家园引客来园引客来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认真落实“环湖与民，还

湖于民”战略导向，大力推进临安青山湖“幸福河湖”建设，

变“政府治水”为“全民治水”，发动市民百姓共同守护水美

家园，开展形式多样的巡湖护河志愿活动，打造山美水美的

生态环境。同时，通过村庄环境整治、文化挖掘植入、数字技

术配套，让百姓共享生态红利，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年均接

待游客上百万人次。图为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国家森林公

园工作人员乘船巡湖。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