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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定 战 略 自 信 勇 于 担 当 作 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蔡奇出席 丁薛祥主持
手机扫一扫
阅 读 全 文

》2版

□ 本报评论员 杨 禹

最近到一线调研，收获不小。浙江嘉兴的蜗牛，新

疆和田的水稻，一东一西，一个“慢中有快”，一个“快中

有新”，在高质量发展路上，殊途同归。

在嘉兴，距离南湖红船仅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家

养蜗牛的民营企业，叫潜福食品。蜗牛喜暖喜湿，爱吃

青菜。夏天可以养在种菜的田里，现在初冬时节，都回

到了车间里的木制暖房中。打开一看，白白嫩嫩，爬来

拱去，个头不小。

二十年前，2004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到嘉兴考察。其间，来到了这家企业，给乡村发展蜗

牛产业提出要求。企业老总沈福良回忆说，“当时我

跟习书记打了包票：把蜗牛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

那次考察，习近平在嘉兴这个地级市深入调研了

四天，主题聚焦统筹城乡发展。此时，“八八战略”已提

出将近一年。考察后二十来天，习近平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一篇评论——《从全局高度统

筹城乡发展》。

沈福良没有食言。二十多年，他把小蜗牛干成了

大产业。蜗牛爬得慢，沈福良的动作可不慢。新世纪

初，他先人一步建起了蜗牛销售网站，让“最慢的速度”

搭上了“最快的速度”，订单很快遍及全国。随后，养殖

步入规模化，产品尝试深加工，他还参与了蜗牛地方标

准的编订。进入标准化赛道后，蜗牛爬上百姓餐桌的

速度明显加快。

现在，全国有70%以上的鲜活蜗牛来自嘉兴。“做

事得有点蜗牛的精神，勇往直前，韧劲十足”，沈福良的

韧劲，还体现在他总是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企业常

年吸纳附近村庄里的劳动力，带动了其他省份的几百

户蜗牛养殖户。他的企业还有另一个名字——“共富

工坊”。共富工坊在浙江，已有上万家。

小蜗牛“爬”上了共富路，沙漠边则种出了高产

水稻。

从北京往西南飞五个多小时，就到了昆仑山脚下

的新疆和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有一块正“疯狂

生长”的水稻田。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在

此成功实现快速繁育水稻。一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的颠覆性变革，正在这里发生。

说是“田”，它并不占用耕地，实际上是一座建在沙

地上的植物工厂。水稻“种”在无土的三层架子上，头

顶有LED灯补光，根插进流动着营养液的水槽里。水

稻生长所需的五大元素“光、温、水、气、肥”，得到精

准控制，等于给水稻生长按下了加速键。从定植到收

获，只需60天。而传统的水稻平均生长周期是120到

150天。

今年春天，第一茬水稻收获，亩产 1051.5 公斤。

关键是生长周期压缩后，一块地上，一年可以种出更

多茬。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今天，中国

空间站已在轨完成了水稻的全生命周期培养，袁隆平

超级稻在不断创下新的纪录。为了把粮食饭碗牢牢端

在我们自己手上，为了这饭碗里装满中国粮，大江南北

的人们在继续创新、攻坚。

为什么要到沙漠边上来种水稻？都市农业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杨其长讲出了奥秘：这项快速繁育技术，

之前经过多年努力，已在成都的植物工厂里试验成

功，但成本太高。而来到和田，可在沙地上建大棚，光

热资源充沛，能大幅降低成本，使其具备了大面积推

广的价值。

沙子作“土壤”，戈壁变良田。农田里的新质生产

力，带来的不仅是产量。和田这片大棚有一万亩，全疆

最大。除了种水稻，还种着各种瓜果蔬菜，直接解决、

间接带动着周边5000多新疆各族群众的就业。

借小小蜗牛奔共富，向沙漠戈壁要食物。

蜗牛与水稻的故事，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带着泥土味儿的探索；都饱含创新的味道——

科技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都充满韧劲，久久为

功；都带动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共同走在勤劳致富的

长路上。

村子里的蜗牛
与沙漠边的水稻

坚持“赈”的初心 拓展“工”的领域

□ 本报记者 王 斌

11月14~15日，全国以工代赈工作现

场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甘肃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童章舜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以工代赈政策已持续实施40

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扶贫减贫、乡村振兴

和区域发展中发挥独特而重要作用。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工代赈在助力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

显著。

群众通过项目掌握“一技之长”

以工代赈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

酬，以此取代直接赈济的一项扶持政策。现

阶段，以工代赈主要包括使用以工代赈专

项资金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在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在

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

等，主要目的是向参与工程建设的群众发

放劳务报酬、开展技能培训，促进其就地就

近就业增收。

甘肃省是最早实施以工代赈的省份之

一，也是较早专门设立以工代赈办公室的省

份，经历了以工代赈政策发展演变的各个历

史阶段。

近年来，甘肃省高度重视、高位推动以

工代赈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强

队伍建设、加大省级投入，加强以工代赈专

项项目谋划实施和监督管理，大力推广以工

代赈方式，工作质量和成效走在全国前列。

会议期间，参加全国以工代赈现场会代

表分组先后赴天水麦积区、清水县、甘谷县

等地以工代赈重点项目点实地调研，调研

组所到之处，看到一条条产业路的建设，在

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增收的同

时，彻底打通了群众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一个个“重推”“农推”项目的实施，在带动

一个个产业全链条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当

地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升级，并对农产品规模

扩大、乡村振兴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

促进作用。

在天水麦积区南山万亩花牛苹果产业基

地，总投资800万元的2023年以工代赈示范

工程硬化产业路项目，该工程采用“公益性基

础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公益

性岗位设置”的赈济模式，带动当地82名群

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251万元、设置公益性

岗位4个，累计开展技能培训35人次。目前，

该基地已经成为麦积区苹果种植的一张亮丽

名片。

调研组在清水县丰望乡旺阳村2023年以

工代赈项目点看到，这里将以工代赈项目谋划

和村庄规划相结合，与片区产业相融合，与群

众意愿相结合，带动当地低收入群众36人参

与务工，平均参加劳动技能培训3次，人均发

放报酬1.15万元。

如今，这里的沿河沟渠已得到有效治

理，整体环境得到极大提升和美化。80座木

耳大棚拔地而起，年产木耳100吨，可实现

净收入160万元，小木耳激发了产业振兴新

动能。

在甘谷县杰瑞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项目基地，调研组了解到，该项目是

天水市在非政府投资项目中探索实施以

工代赈方式的重大工程之一，也是甘肃

省首个在民营企业中推动以工代赈方式

的项目。

2022年8月，天水市抢抓国家以工代赈

“重推”政策机遇，积极组织当地3200名群

众参与杰瑞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建设，务工

收入人均达3.75万元。该项目建成后，又协

调该企业优先吸纳当地群众稳定就业220

人，人均年收入达6万元以上。同时，在项

目实施期间，采取“培训＋上岗”等方式，开

展劳动技能培训6400余人次，让群众通过

一个项目掌握“一技之长”变身产业工人，为

群众长期稳定就业提供坚强保障。

各地探索富有成效新经验

大量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基层干部

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工代赈才能够一

直保持政策活力，不断发挥政策作用，展现

旺盛的生命力。

天水市在以工代赈政策实践中，坚持

“四个五”工作法，即坚持“五项原则”，夯实

项目基础；推行“五项机制”，强化项目监管；

抓好“五项工作”，突出项目功能；发挥“五个

效应”，提升项目成效，走出一条促进就业富

民增收的新路子。

“天水市坚持‘四个五’工作法，树立‘多

干多支持、不干不支持’的鲜明导向，有效激

发县区抓项目、促增收的热情和干劲。下一

步，将按照本次会议安排部署，积极学习借鉴

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全力推动以工代赈工作

再上新台阶。”天水市发展改革委以工代赈办

负责人对记者说。

湖南邵阳县依托县城发集团，发挥企业

的资质、组织、技术等优势，搭建“县级国企+

村级劳务公司+当地群众”的劳务组织新平

台，彻底改变村级层面“大项目承接难、小项

目实施乱、农户受益面窄”的情况。比如，该

县蔡桥乡水口村因水利基础设施薄弱，雨季

极易出现洪涝灾情。2023年，将该村河道

整治加固纳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推动了

1000余亩淹没农田复垦，成为当地众口皆

碑的惠民工程。

潜山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素有“皖国

古都、三乔故里、安徽之源、京剧之祖、黄梅

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潜山市坚持把以工

代赈作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积极实施和推广村民自建模

式，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同时，带动

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以工代赈推动乡

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潜山市推广以

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让群众既能共建家

园，又能增加收入，还能检验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力。

陕西省平利县坚守“赈”的初心，打造

“乡镇人民政府+乡建公司+当地群众”劳务

组织模式，释放以工代赈促就业、惠民生的

叠加效应，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注入

了新动能，工作经验入选陕西省第二批乡村

振兴典型案例。

平利县城关镇马盘山生态农业观光园

茶旅融合示范项目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

序，将项目交由乡建公司实施，节省项目招

标代理及项目管理等费用15万元，缩短项

目建设周期30余天，有效加快了项目建设

进度。两年来，全县通过乡建公司实施以工

代赈专项资金项目7个、小型农业农村工程

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300余个，参与投资

重点工程项目30个，吸纳就业群众4500余

人，发放劳务报酬3000余万元，人均增收

7000余元，实现群众就业不跑远、乡建公司

能挣钱的美好愿望。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通过

村民自建模式提升赈济实效。通过建立“街

道级领导小组-村级领导小组-项目理事

会”三级架构，完善村民自建承接项目的组

织架构。

街道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根据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及财政部门出具的财评报告确

定工程造价，由街道直接发包给各村理事会

并签订合同，理事会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

省去了造价咨询、招标议价、全过程造价管

理等环节程序，打破农村建设项目“慢繁多”

的审批流程，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成本。同

时，采用村民自建方式实施项目，同等规模

的资金可以实施更多的建设内容，将节省的

成本转化为扩大报酬发放规模，实现了村民

利益和工程规模的最大化。

院格庄街道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赢

得了群众信任，融洽了干群关系。在此过程

中充分赋予了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和监督权，有效提高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四川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探索

重点工程以工代赈“1234”新模式，发挥吸纳

就业促进增收新质效。

蜀道集团预计，2024年31个在建“投建

一体”高速公路项目将累计吸纳就业6.8万

人；所属75条运营高速公路管理路段属地

用工约1.5万人；15个纳入2024年度推广以

工代赈项目清单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将累

计吸纳4677名群众参加务工，预计合计发

放劳务报酬约1.14亿元、人均领取劳务报酬

2.43万元。

“下一步，蜀道集团将认真领会本次会

议精神，全面学习借鉴成功经验、亮点做法，

积极参与全国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在今

明两年不少于1000公里新开工项目上强化

以工代赈政策配套、资金保障，进一步推广以

工代赈，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

师黄兵表示。

——来自全国以工代赈甘肃天水现场会的报道

参加全国以工代赈工作现场会的参会代表在天水市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物流园区（花牛苹果产业园）调研。

本报记者 王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