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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守 平凡岗位上
唱响奉献之歌

符木里在简陋的仓库里教
了4年书，语文老师、数学老师、
体育老师、美术老师、音乐老师
都是他。符木里坚持用普通话
进行教学，遇到孩子们听不懂
的地方，他就用方言进行解释。

“他们早晚要离开‘孤岛’，不能
像在村子里一样说方言，我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懂、说好
普通话。”符木里告诉记者，因
为当时只有他一名教师，他只
能采用“复式班”教学模式。一
间教室分成两半：一年级上课
时，二年级做练习；二年级上课
时，一年级写字。

1992 年秋季，符木里和孩
子们终于搬到新建的教室。但

“孤岛”上的生活条件依然十
分艰苦。2000 年之前，村里连
电都没通，符木里晚上备课、
批改作业只能在昏暗的煤油
灯下进行。交通不便，符木里每
次乘船出岛，都会购置一批不

易变坏的食材，如萝卜、腌菜
等，要足够吃上两个星期的。代
课老师工资少，加上父母年老
多病，孩子又小，一家人挤在不
到 30平方米的土砖屋里，让符
木里常常感到愧疚……然而，面
对这些困难，符木里依然选择
坚守，年复一年地将一批又一
批学生送出“孤岛”。

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符
木里8岁的小儿子突发高烧，虽
然心急如焚，但符木里和妻子只
能等到第二天渔船开航后，才把
孩子送到镇上的医院。因为没能
得到及时救治，小儿子因急性肺
炎而去世。

“我们‘出岛’吧，如果早点出
去，孩子就不会这样了。”妻子伤
心欲绝，决定离开村子。符木里也
非常伤心，为了妻子和大儿子日
后的生活得到保障，他开始着手
准备申请调离。几个学生听说后，
纷纷跑来挽留他。孩子们无助的
眼神和真情挽留，让符木里意识
到，他放不下这些孩子。经过认真
考虑后，符木里对妻子说：“你带
上儿子到镇上住吧，我不走了，我
要留下来。”

未 来 继续做学生
成长的引路人

妻子和孩子搬到镇上后，符
木里独自一人又在“孤岛”上坚守
了11年。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
制度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2016年，志文村最后两名学生上
完小学二年级的相关课程之后，
被当地政府安排到镇上的学校继
续学习。同年，当地政府关闭了

“孤岛”上的教学点，符木里被调
往南丰镇中心学校任教。

符木里在“孤岛”上的教学点
坚守了28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在此期间，
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符木
里领着微薄的代课工资，于1996
年至1999年自费在儋州市教师
进修学校函授中师。2000年，符
木里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公办教
师，但是他没有自满，于2005年
至2008年前往海南师范大学函
授汉语言文学大专学历。

“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为孩
子们负责。”符木里说，让村子里

每一个孩子有书读、读好书，他才
能感到心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8年
里，村子里先后出现了5名大学
生。符木里至今还记得，第一名大
学生出现时，整个村子都“沸腾”
了。符木里的真心付出，收获了学
生们的感激和敬意。考上西北民
族大学，如今在海口工作的符丽
丹说，是符木里老师改变了她的
命运，如果没有他的坚守，就不可
能有她今天的幸福生活。

临近教师节的这几天，符木
里收到了许多学生的问候电话和
微信。“这28年对我来说，虽然有
辛酸、有坎坷，但也是我人生中最
宝贵的财富。”符木里告诉记者，
如今，他在南丰镇中心学校偶尔
还能见到一些以前教过的学生。
看到孩子们脸上快乐的表情，符
木里感到很开心也很满足。

现在除了当南丰镇中心学校
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符木里还
要负责二年级的数学教学，每天
依然忙碌而充实。他告诉记者，他
要继续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除
了教会学生们学习，更要教会学
生们做人。

湍急的黑龙
江水奔流激荡，
远处一线红日从
水天相接处缓缓
而出，如同一江
秋水中的欢快鱼
儿。伴着山中清
脆的鸟鸣，35 岁
的赫哲族老板娘
尤克勒·哈拉·浩
开始准备鱼宴的
食材。

赫哲族是我
国人口较少民族
之一，世居黑龙
江、乌苏里江、松
花江流域，因地
处祖国东方，被
称为“守望太阳
的民族”。新中国
成立前仅存 300
余人，如今总人
口超过 5000 人，
分布在黑龙江省
同江市和抚远市等地。

很多人了解这个民族，是通
过那首耳熟能详的《乌苏里船
歌》，歌中这样唱着：乌苏里江
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
满舱……

鱼，在赫哲人的生活中，曾是
难忘的生存密码。“祖辈们穿鱼皮
衣，吃、住、睡都在船上，不管顶着
多大风浪都要起网。冬天只能在
冰上凿冰捕鱼，胡子和眼睫毛上
都是冰碴儿，那时几乎顿顿只吃
鱼，饥一顿、饱一顿，靠这个活
命。”尤克勒·哈拉·浩的母亲龚淑
珍已经62岁，在同江市街津口赫
哲族乡渔业村生活了一辈子，说
起祖辈的渔猎生活感叹不已。

尤克勒·哈拉·浩第一次对
鱼有清晰的记忆，是父母在江上
漂泊打鱼，村里邻居照看她们几
个“留守”小伙伴儿。“我们从小
就会吃鱼，冬天的零食都是鱼，
江里的‘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
杂鱼’一眼就能认出来！”她爽
朗地笑着，向笔者讲述各类江鱼
的区别。

灶膛的柴火越烧越旺，大铁
锅咕嘟嘟地冒着热气，浓稠的汤
汁裹挟着鲜味儿扑面而来，出锅
前点缀的一抹翠绿葱花，唤醒了
这道鱼宴的灵魂，滑嫩的鱼肉在
口舌中渐变的香味层次是那样
清晰。

15年前，她在黑龙江边经营
起小饭店，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
尤克勒·赫乡酒家老板娘，成了村
里的致富能手和带头人。

“我最擅长的还是塔拉哈（赫
哲语‘烤生鱼’），这也是我们民族
传统的美食。”尤克勒·哈拉·浩
说，祖辈们当年受条件所限，从江
里打出鲜鱼，只能放在火上简单
烤一下，半生不熟拌盐即食，如今
改良后配上了口感丰富的蘸料，
许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

从 以 渔 猎 为 生 的“ 鱼 皮 部
落”，到今天唱响新时代的乌苏里
船歌，赫哲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洗脚上
岸”后，从传统的渔业捕捞到渔农
并重，再到当前旅游产业带动、多
业并举的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的
地窨子、马架子，到泥草房、砖瓦
房，再到二层楼、花园式民居，用
上自来水、抽水马桶、地热取暖，
居住环境日益改善……“日子有
奔头，心里有盼头”的赫哲语歌
声，唱出了乡亲们的小康心声。

除了种地、打鱼、开办鱼馆和
民宿，不少村民还制作鱼皮衣、鱼
皮画、鱼骨挂件等旅游制品，收入
越来越高。“曾经的‘救命鱼’成了
小康路上的‘致富鱼’，多亏了党
的好政策。”尤克勒·哈拉·浩给笔
者展示了一段短视频，是村里一
位老人说唱着伊玛堪歌颂新生
活，这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被赫哲人传承的同时也成为一道
独特的旅游风景。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
族乡乡长付斌说，全乡目前有民
宿20多家，饭店30余家，乡亲们
利用鱼文化、鱼资源吃上了“旅
游饭”“文化饭”，人均年收入已
达 2.2 万余元，不仅促进了村民
的增收，也让赫哲族文化不断发
展传承。

凉风习习的自家小院里，擦
拭着崭新的塑钢窗，尤克勒·哈
拉·浩谋划起明年旅游旺季的准
备工作。远处，江上的一叶叶渔舟
轻荡开去，它们乘载的不仅是收
获的希望，还有赫哲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新华社 邹大鹏 朱悦）

从
﹃
救
命
鱼
﹄
到
﹃
致
富
鱼

—
—

一
条
鱼
见
证
赫
哲
族
变
迁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9月7
日，由成都市总工会主办，成都市
教科文卫体工会、成都陪你练职
工乒乓球训练中心承办的2021
年职工乒乓球大赛在成都职工乒
乓球训练中心正式开赛。

大赛通过抽签分成四个赛区，

第一、第二赛区各有7支代表队参
赛，第三、第四赛区各有8支队伍
参赛。每个赛区的前四名进入总决
赛。首轮比赛为第一分区赛中年组
的男单、女单和男双三个项目。比
赛现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经过
近8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汽车

产业工会的张炯，交通建设工会的
罗华兵，成华区总工会的付强和赵
蓬凭分别获得第一分区赛中年组
女单、男单和男双的第一名。

据悉，此次大赛是成都市总
工会举办的“绿道上燃烧卡路里
百千万释放多巴胺”——成都职

工“爱成都·迎大运”系列体育赛
事之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
里，来自成都市23个区（市）县总
工会（办事处）、6个市级产业工会
以及市直属机关工会30支代表队
的1000余人，将通过层层选拔，
决出各赛项冠军。图为比赛现场。

成都职工千人乒乓球大赛开赛

本报讯（杨
澜）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脚步日
益临近，北京市
教 育 、交 通 、银
行、医疗、酒店等
窗口服务人员肩
负起“争做文明
东道主，建设最
美冬奥国”的社
会责任与使命担
当，为营造文明
冬奥氛围不断努
力。9 月 6 日，由
首都文明办主办
的“冬奥有我 文
明服务”窗口文
明服务全网短视
频征集大赛正式
启动。

9月6日起至
10月7日，参赛者
可在抖音、快手短
视频平台搜索话
题“冬奥有我 文
明服务”，进入官
方话题页参与活
动。征集期结束
后，主办方将召开
专家评审会，评选
出各类单项奖作
品及综合奖作品，
并适时召开揭晓
活动。优秀作品将
有机会在活动相
关平台进行展播。

本次大赛旨
在呼吁大众参与
到文明服务中，
关注窗口行业中
的“ 文 明 礼 仪 ”

“文明服务”等文
明现象，号召群
众以生动方式讲
述日常生活中的
暖心故事，发掘

表现优秀的先进典型，借此打
造一场接地气、聚人气、鼓士
气的“全民迎冬奥”风采展示
行动。

活 动 参 与 条 件“ 零 门
槛”，不限职业、语言、专业程
度和国籍，以个人、团队或机
构名义均可参赛，力图激发
全社会关注冬奥、支持冬奥、
参与冬奥、共享冬奥的自豪
感、责任感。

本次大赛将厚植文明根
基，引领冬奥文化风尚标，带
动窗口服务行业提质增效、规
范礼仪，树立全民“双奥之城”
的主人翁意识，以优质的城市
文明环境喜迎冰雪盛会。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
推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社会文明行动计划。其
中包含“冬奥我知道”普及宣
传活动，“最美微笑”文明引导
活动，“人人都是东道主”文明
社区、楼门、村镇建设，“冬奥
有我”窗口文明服务活动和

“文明有礼”观赛宣传行动五
项重点内容，致力于将城市文
明建设真正融入百姓生活，切
实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近年来，浙江省深入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开
展山海协作工程，持续推进区域、
城乡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缩小收
入差距。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
收入比为1.96∶1，首次降至“2”以
内，在发展均衡协调性等方面成
为领跑省份之一。

“山”“海”互利，填补
区域发展“一道沟”

这些年，山里的衢州市龙游
县，和近海的杭州市萧山区结成
了“亲戚”。

曾经的“山”和“海”之间，横
亘着一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沟壑。2002年起，浙江开
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开启山

“呼”海有“应”、携手共赢的全新
探索。

借助山海协作的东风，龙游
县詹家镇浦山村面貌焕然一新。

“围绕公共设施和产业发展，萧山

陆续帮扶了450万余元。”浦山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伟民
说，村里杆线落地、外立面改造、
道路拓宽，以及配套公厕等工程，
都得益于此。

一个环抱浙江“大水缸”千岛
湖，一个坐拥千年锦绣的西湖，
杭州淳安县与西湖区借山海协
作牵手多年。淳安在西湖区建成
西斗门“科创飞地”、双浦“消薄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飞地”
等，发展起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总部经济等业态，实现了异地发
展、本域保护。

2020 年，浙江山区绿色发
展、生态富民步伐加快，山区26
个县中有18个县经济增速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25个县城乡居民
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不过，浙江仍有文成、磐安、
庆元等9个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说，山区
26县既是亟待补强之处，更是巨

大潜力所在。
浙江组建了山区 26 县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创新编
制“一县一策”发展举措，通过整
体谋划、系统推进，统筹资源加大

“输血”力度，推动形成自我“造
血”机制，提升内生动力。

城乡一体，端平公共
服务“一碗水”

化妆品检测中心、美妆科创
中心、科技孵化园……在太湖之
滨的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一座
颇具“国际范儿”的“中国美妆小
镇”历经多次迭代升级，带动当地
从偏远山区镇向工业强镇、生态
新城嬗变。

“既要有城市现代化，也要
有农业农村现代化。”2003 年
起，浙江持续深化“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走出了一条以城
带乡、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道
路。目前，浙江基本实现城乡居

民同质饮水，实现等级公路、客
运班车、邮站、电话、宽带等“村
村通”。

10 万名梅农、10 亿元鲜果
产值……酸酸甜甜的杨梅，成
为台州仙居农民增收致富的

“幸福果”。仙居县科协主席张
晔说，他们在当地“亲农在线”
的基础上，为梅农等群体开发
了“一键懂科普”平台，建立专
业科普咨询通道，提供政务服
务和产业配套。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将积极引导涉农企业总
部、研发机构、加工园区在县域以
下布局，把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
给农村、留给农民。

共建共享，算好收入
分配“一本账”

方林二手车市场、方林汽车
城、F7汽车广场……在台州市路
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各种款式

的汽车令人目不暇接。去年方林
村实现市场交易额208亿元，村
民每股分红4.9万元。

“市场兴村、勤劳致富。”路南
街道办事处主任叶敏说，方林村
原是有名的穷村，抓住改革机会，
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推动“资产
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带动周边
村庄走出一条共同富裕之路。

强一个龙头、连一批产业、富
一方百姓、带一片区域，成为浙江
开启共同富裕之路的“金钥匙”。

在台州，农民持股计划、低收
入农户增收“新九条”、巩固提升
村级集体经济意见等政策陆续出
台。在浙江，共同富裕重大改革特
别是“扩中”“提低”改革被提上日
程，正加快形成机制性制度性创
新成果。

去年，浙江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年家庭人均收入
8000元以下情况、集体经济薄弱
村“三个清零”。

（新华社王俊禄许舜达黄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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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一体山“呼”海有“应”
——浙江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