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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大学生的“乡村迪士尼”之梦

“红土地”越来越红火
——福建老区苏区发展新貌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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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搬进了敞亮的新居、老

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荒山秃岭披

上了新绿……走进福建龙岩、三明、

宁德等地的老区苏区县，处处都能

感受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风新貌。

从前“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

上游”，如今“奔小康不掉队、谋发展

争跨越”。今天的八闽大地上，老区

苏区不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红

土地”正呈现出越来越红火的发展

态势。

脱贫奔小康取得决
定性成就

动车飞驰在闽西的土地上，满

眼皆是绿水青山。走出长汀南站，一

排排客家传统民居风格的新建筑引

人注目。

70多岁的丘观秀老人正坐在廊

亭里休息，每次提到新房，丘奶奶就

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这辈子能住

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

2017年，丘观秀和全县500余户

贫困户一道，搬进了这个名为“幸福小

区”的新家园。小区里物业、幼儿园、

花园等配套齐全，当地还在小区内引

进了适合老人、妇女就业的“扶贫车

间”，实现人均月增收1000多元。

旧貌换新颜的脱贫故事，在福建

老区苏区已是遍地开花。“异常艰苦、

异常难忘”的寿宁县下党乡，成为远

近闻名的生态红色旅游小镇；“中国

扶贫第一村”福鼎市赤溪村，走出了

一条“文化立村、旅游强村、产业富

村、生态美村”的路子；“山水如画”的

将乐县常口村，95%以上的村民住上

了小洋房，家家通了天然气……

老区是福建基本省情之一。但

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条件和产业

结构等，老区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相对滞后。福建2012年确认的23个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是老

区县。

为确保老区苏区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一个都不掉队，福建

把老区苏区脱贫奔小康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全面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高质量打

响脱贫攻坚战，推动老区苏区加快

振兴发展。

一组数据揭示了福建老区苏区

脱贫奔小康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

省现行标准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45.2 万人已全部脱贫，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 12525

元，是 2015 年的 3.43 倍，老区苏区

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已多年“跑赢”全省平均水平。

新老产业跑出“绿色
加速度”

“我们坚持每年投入数以亿计

的技改和环保资金，事实证明，这条

路子走对了。”说起转型升级带来的

变化，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黎立璋格外感慨。

有着60多年历史的三钢（集团）

有限公司，创造过山区工业化的辉

煌历史和宝贵经验。一段时间以来，

受地条钢等落后产能冲击，三钢一

度年亏损达 10 多亿元。在阵痛面

前，三钢保持定力、苦练内功，企业

的环保、质量优势逐渐显现，产值、

利润连年增长。

随着“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

路”交通条件的改善，福建老区苏区

的生态和产业优势被重新激活。古

田银耳、建宁莲子、浦城大米……因

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一县一品”如今

蔚为大观：有的通过发展精深加工

形成了百亿规模的产业，有的插上

电商翅膀成了“网红”产品……

“武平百香果是在天然‘氧吧’

里长大的，售价比市场其他品种都

要高。”谈起这颗鸡蛋大的“致富

果”，福建龙岩武平县的返乡创业大

学生王秀珍“如数家珍”。

武平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曾

经是个污水横流的生猪养殖重镇。近

年来，当地把百香果作为转业转产的

新选项，全县种植面积超过了 2 万

亩。产销两旺的百香果产业，既保护

了青山绿水，又造福了一方百姓。

一边是老产业“老树发新枝”，一

边是新动能加速培育。产业经济从

“小散乱”迈向“高大上”，福建老区苏

区正呈现出跨越发展的良好势头。

红火的日子 火红的
精神

不管是高温酷暑还是刮风下

雨，农民兰林金几乎每天都出现在

自家承包的 2000多亩荒山上。持续

10多年的挥锄辛劳，在他的断臂和

胸前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也“磨”出

了满山青翠和红火的日子。

兰林金是龙岩市长汀县三洲镇

农民，尽管一级伤残，但在周围人眼

里，老兰是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

人，更是一个活得“亮堂堂”的人。

老兰说：“我曾经向别人借10元

钱，人家却客气地递过来 5 元钱说

不用还了，这不成了乞讨了吗？我不

能那样活！”靠着这种不服的蛮劲

儿，兰林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奋战

在荒山秃岭，硬是把“火焰山”变成

了“花果园”，同时还带动10多户群

众走上了致富路。

青山如黛、红旗招展，盛夏的古

田镇游人如织。依托“红”“绿”两大

资源，这个曾经偏远落后的山区小

镇迎来了新生。在距离古田会议会

址 10 分钟车程的客家古村落吴地

村，当地特色化打造的“红军小镇”

已接待学员、游客 60 余万人次，让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直接给村

民增加工资收入300多万元。

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谢

先文说，红色永远是老区苏区的底

色，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将

成为老区苏区强基固本、跨越发展

的重要支撑。

（新华社 涂洪长 陈弘毅）

“顶住冲击，守住产业，保住就

业”，这是今年疫情以来，海南澄迈

县返乡创业大学生徐取俊的“十二

字信条”。

9 年前，28 岁的徐取俊放弃央

企优越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澄迈

县才存村创业。“我的家乡曾经是一

个贫瘠的村庄，被人嘲笑‘一条环村

路，四方电不通，牛粪满地是，到处

污水沟’，当时，我就想着一定要改

变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可创业说易行难，养鸡养羊，种

瓜种菜，当时许多地方都在做，“千

篇一律”。海南旅游人口多，澄迈县

不缺的是气候和农业资源，既然城

市里有“迪士尼”等游乐园，那么澄

迈县何不也建一个农村版的乐园，

把城里人吸引过来？

在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徐

取俊争取到 500 万元的银行贷款，

还招揽了10多名大学生，一同打造

“乡村迪士尼”。

年轻人创新点子多，精心设计

和改造过的才存村里，老年游客可

以饮茶垂钓，学生们来参加冬、夏令

营，都市女性在果园采摘热带水果、

蔬菜，公司职员尽情于户外拓展，孩

子们则在羊圈看黑山羊哺乳，还能

在讲解员的解说下，了解蘑菇等植

物的生长……白天游乐结束后，晚

上还能住在树林环绕的民宿里，听

听当地的神话传说，学做特色手工

艺品。

小小才存村，一下子形成“产业

集聚效应”。许多曾经不看好徐取俊

的村民，也自告奋勇，参与到农庄的

建设中。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了徐取俊很大一击。观光游客

几乎销声匿迹，一些特色农产品也

没了销路。幸运的是，海南应对疫情

的各种好政策一个接一个地来，尤

其是银行的优惠贷款扶持，给了才

存村一个喘息的机会。

原本举步维艰的徐取俊，把贷

款用在了“刀刃”上：种下更多可以

用于科普的植物，改造升级垂钓基

地，扩建亲子乐园……30 多名村

民，在疫情期间“工资照发，一个都

不失业”。

随着疫情缓解，远近游客渐渐

多了起来，村子里逐渐恢复了烟

火气。徐取俊带着村民四处忙活，

规范设计新的产业项目。“不管是

团建活动还是冬、夏令营，在这里

体验的时间可以增加到 3 天至 5

天，乡村休闲游综合体已经初具

雏形。”徐取俊介绍说，按照现在

的规模，每年产值能有几百万元，

对于一个海南小村，已经是惊人

的成绩。

今年“五一”期间，才存村接待

游客达到 700 人，已经形成有效消

费规模。徐取俊还把一些工作交

给村里的就业困难人员，帮助他

们盖房子，借钱给他们做生意。

这几天，徐取俊和他的团队有

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修建一个更大

的停车场，争取在暑假期间以及今

年“十一”假期，收获一波“旅游红

利”。冬、夏令营的升级规划也提上

了日程，能够解决的就业人数将会

更多。

徐取俊的“乡村迪士尼”之梦，

正在一步步实现。

（新华社 陈凯姿）

青神城管奔赴敬老院救援
40位老人全部安全转移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
矛）“40位老人，不到半小时就安全转

移了，太感谢你们了！”8月12日10时，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西龙镇敬老院院

长秦义握着青神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杨勇建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8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持续

的强降雨导致地势较低的西龙镇敬老

院积水成灾，40 位老人被困亟待转

移。青神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得知情

况后，立即组织救援队伍奔赴敬老院。

当这支城管救援队赶到现场时，发现

敬老院内积水已有一米多深，连通外

界的公路也被水淹了，老人被暂时转

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经过快速商议，大家一致决定

采用“破墙而入，背人出院”的方式

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来到敬老院的

地势较高处，在围墙上打出突破口

后，顺利进入院内。最终，40 位老人

全部被安全转移。

临近中午，在云

南昆明大墨雨村深

竹密林处，不时有笑

声从围起的泥墙内

传出。推门而入，一

群年龄不等的孩子

们围坐着，两三人一

组 ，在 图 纸 上 勾 画

着，为他们夏令营的

最终成果做准备。

孩子们来自全国

各地，通过体验乡村

生活、采集民俗历史

故事，共同创作乡村

建筑绘本。他们所在

的 教 室 是“ 墨 雨 村

学”，由来自北京的

“新村民”吴晨创办。

“新村民”是村里

对到大墨雨村安家的

外地人的统称。大墨雨村位于昆明市

西山区，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彝族

寨子。自2015年起，陆续有“新村民”

搬入这个村落。他们向“老村民”学习

传统文化与生活技能，也为传统村落

带来新理念。“墨雨村学”便是大墨雨

村新老理念与文化交融的产物之一。

2017年，渴望推动教育扶贫的吴

晨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大墨雨村，随

即被村子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租

下近 400 平方米的场地，打造“墨雨

村学”，探索适合农村的生活教育。

“平时这里就给村子里的孩子们

当幼儿园用。”吴晨介绍，“村学”也有

学期，帮忙照看村子里的孩子，每天至

少有 3 名老师给孩子们教授不同课

程。周末时，“村学”则为6岁以上孩子

提供更加多元的生活教育，既包括“硬

技能”，如英语、写作，也包括“软技

能”，如借助绘画、音乐练习情绪管理。

吴晨并不只将“村学”局限于幼儿

园范畴内，她希望“墨雨村学”能成为

村里的一个公共学习空间，既能为孩

子们学习、玩耍提供场地，也能让成年

人在这里开展自我探索、分享交流。

但一到暑假，“墨雨村学”便会更

聚焦于孩子，独自或联合其它机构推

出不同形式的暑期活动。这次乡村建

筑绘本创作营正是“墨雨村学”对外

合作的一次活动。

“外地孩子来到村子，食宿基本都

在‘新村民’家里。”吴晨在大墨雨村的

家经常为夏令营的孩子们提供食宿。

除针对外地孩子的夏令营，“墨雨村

学”也会针对本村孩子开展暑期活动，

聚焦于拓展技能，作业辅导，减轻务农

村民的暑期压力。 （新华社 彭韵佳）

眼 下 正 是 冷 凉

蔬菜的收获季节，宁

夏固原市原州区彭

堡镇姚磨村的冷凉

蔬菜基地里，一派热

闹繁忙景象。分拣线

上，工人们娴熟地将

一颗颗西兰花分拣、

装箱、加冰、封装，72

小时内，它们将抵达

珠三角、长三角的繁

华都市，并很快被送

上消费者的餐桌。

固 原 市 地 处 六

盘山区，海拔高、光

照足、昼夜温差大等

先天条件，让这里成

为冷凉蔬菜的优质

产区之一。近年来，

姚磨村逐步建起 1.2

万亩的冷凉蔬菜基

地，种植菜心、西兰

花、娃娃菜等蔬菜，

冷凉蔬菜产业逐渐

成为当地百姓脱贫

增收的“新动能”。

“每天能挣80元

钱 ，一 个 月 收 入 有

2000 多元。”原州区

张易镇张易村村民

胡红红一边打包西

红柿一边说，去年，

她的丈夫因为意外

受伤骨折，为了补贴家用，她一个

多月前来到基地从事摘菜、打包

等工作。

“基地带动相关就业人员达

3000余人，其中本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 98 人，每年人均收入近 3

万元。”姚磨村万亩冷凉蔬菜基地

办公室主任马仁说，每年5月至8

月采摘旺季时，来自四川、云南、

贵州等地的不少务工者也会来从

事蔬菜分拣、精选等工作。

32岁的周敬靖是西兰花分拣

线的负责人。“我和其他9位同事

每天可以完成约 2000 件西兰花

打包，每位工人月收入都在 1 万

元以上。”周敬靖说，分拣、切块工

作对工人的熟练度、速度要求较

高，如果大家配合得好的话，月收

入比较可观。

笔者在姚磨村的蔬菜分拣车

间看到，工人们正快速地将一颗

颗西兰花整齐地码进泡沫箱，并

核校称重。“我一天可以装100多

箱，一箱收入3块钱，每天可以挣

三四百块钱。”负责西兰花分拣装

箱的毕大姐说。

目前，原州区冷凉蔬菜产业

的规模化效应逐渐显现，产业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全区建成26个

设施农业园区和 4 个万亩、10 个

千亩标准化露地蔬菜基地，以及

2 个旱作覆膜蔬菜基地，示范带

动种植冷凉蔬菜22万亩。马仁告

诉笔者，基地逐渐形成集育苗、

生产、冷链加工、销售、新品种展

示、休闲采摘等于一体的三产融

合蔬菜产业园，并在广州、深圳、

西安等城市建立了冷凉蔬菜销

售窗口。

“相较其他地方，这里场地

大，分拣线设备齐全。”第一次来

到姚磨村的周敬靖为基地的产业

链点赞，“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生产

效率，更能有效带动工人增收。”

（新华社 范思翔 苏醒 许晋豫）

广西：23.5亿元支持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新华社南宁 8 月 13 日电（记者

雷嘉兴）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

厅获悉，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0

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23.5 亿元，用于

支持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上述补助资金中，10.74亿元用于支

持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国家任务和

历年棚户区改造任务共7.25万套；8.63

亿元用于支持广西1412个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建设，涉及改造楼栋8777栋，改

造面积1297.04万平方米，居民16.87万

户，受惠居民户数较上年提高83.5%。

3.35 亿元用于支持南宁、桂林、

北海等人口流入大的城市通过新建、

改建等方式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共支持 2020 年公共租赁住房新筹集

国家任务 0.77 万套。同时，根据核准

落实的 2020 年广西城镇住房保障家

庭租赁补贴发放计划，安排0.78亿元

用于发放 25906 户住房租赁补贴，切

实保障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的居住需求。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 实 习 记

者 袁矛）8 月 13 日，由中共四川省

委宣传部、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

开展的第三届“健康四川——大美

医者”评选结果出炉，共评选出“终

身荣誉大美医者”3 名、第三届“健

康四川——大美医者”32名。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历时 3

个月，历经推荐申报、初评审核、

网络投票、综合评审、公示 5 个环

节。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胡廷

泽、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曹

吉勋、内江市隆昌市云顶镇石鹅

场社区陈康硅 3 人荣获“终身荣誉

大美医者”称号，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白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蒋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高举等 32

人被评为第三届“健康四川——大

美医者”。

8 月 12 日 20 时至 8 月 13 日 8 时，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降雨量 184mm，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城区及多处乡镇出现内

涝、山体滑坡和垮塌，部分民宅、农田和道路被洪水淹没。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党员干部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第一线，紧

急转移低洼地带居民，妥善做好物资疏散，积极抢修受损的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做好各项灾后自救工作。图为 8 月 13 日，在内江市东兴区

新江街道，民兵应急抢险分队队员在转移受困群众。 兰自涛 摄

第三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名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