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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身边的好人”——玉溪篇

综合新闻

山东禹城

让美德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融合发展建“飞地”共同富裕心连心
——绵竹市打破传统“飞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邬小庆

18年坚守山林
春夏秋冬未曾离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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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菌袋已经码好了，姬菇很快
就能长出来。我在这里干活，每天能挣
120元，比在外面打工强！”国庆长假刚
过，家住四川省绵竹市玉泉镇永宁村9
组的徐良泉，早早就来到位于该镇龙兴
村的食用菌基地上班了，装袋、码袋以及
接下来的采摘，活儿不重，收入还不错。
首批8万个菌袋都是村民们参与制作
的，来料加工，做一个菌袋能挣5角钱。

“年底菌子卖了，每家还有分红，挺好
的。”他笑得很舒心。

自己村的食用菌基地，怎么会建在
别的村子？

创新思维的“富带穷”路径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永宁村地处
玉泉镇西北，幅员广、人口多、耕地面积
大，但受地理环境限制，日子一直过得捉
襟见肘，190户 336名脱贫人口是绵竹
各村最多的。进入乡村振兴这一新阶段，
怎样才能更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让这个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村子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呢？

紧邻永宁村的龙兴村是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多年从事特色蔬菜种植，村里有
5个专业合作社，还有350吨的冻库，年
销售蔬菜8000吨。一边是“富乡亲”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一边是“穷邻居”找不到
挣钱的门路，当地政府、绵竹市乡村振兴
局等部门动起了脑筋。在征得村民同意
的基础上，他们大胆打破传统思维和条
条框框的约束，创造性地推出了“飞地”
式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龙兴村有底子、有技术、有蔬菜销
售的完善网络；永宁村有人、有帮扶资金
支持、有发展产业的强烈意愿。我们要做
的，就是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促成多
赢式的跨村合作。”玉泉镇镇长贺进飞如
是说。

打破传统的“飞地”模式

今年9月，经过紧张细致的前期工
作，一个新的供销合作社正式成立，永
宁村、龙兴村以及另一个相邻的村子
涌泉村各以集体经济固定资产入股。
生产基地选址龙兴村二组，占地20余
亩，种植品类是食用菌，这也是多方考
察、商议后的结果。“玉泉是蔬菜种植

大镇，但食用菌种得不多，而食用菌又
是出了名的附加值高、价格稳定、市场
潜力大。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蔬菜产业
结构也是有益的补充。”玉泉镇党委书
记付龙川表示。

建大棚、修厂房、买设备，食用菌基
地前期投资300多万元。如何让基地发
挥作用，让资产运转起来，让脱贫户通过
项目获得更大的效益？那就必须要把整
个产业的活力激活起来。虽然有产业帮
扶资金，但按照规定，这笔钱只能以生产
资料的形式发放给村民。怎么办？绵竹市
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邓宇飞算了一笔账：

“我们积极想办法，向德阳市、四川省主
管部门汇报，请求支持和关心。最终，这
笔钱由村集体为脱贫户买菌袋再托管给
供销合作社集中管理，收益扣除生产成
本后，再全部分配给脱贫户，实现资产增
值、脱贫户增收。”

“共同富裕”值得期许

10月8日，天气转凉，基地内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高大的厂房里，蒸汽
高温灭菌箱正在紧张运转；成片的大棚

内，一层层菌袋码放得整整齐齐，第一批
姬菇已经冒出了头，长势喜人。“现在是
8万个菌袋，预计年底能达到12万袋，能
生产姬菇、平菇等100吨左右。菌类的销
售收入、菌袋的加工收入、吸引外地种植
户来料加工的收入，再加上土地租金等
等，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就能为脱贫户户
均增收800元左右。”绵竹市乡村振兴局
局长陈正君说道。

如今，当地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打
造从田间到厨房的“蔬菜供应直通车”，
力争在未来五年内建成4万袋/日的菌
袋生产中心，配套盐渍、冰鲜、多糖提取
等深加工设备，到2027年实现年种植规
模1000万袋、产量1万吨，实现菌类产
值1亿元。

更加值得期待的是“飞地”模式广
阔的实践空间。绵竹市乡村振兴局局
长陈正君表示，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需要持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让
脱贫群众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更上层
楼。“玉泉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村帮村、镇带镇，形成融合发展的农业
产业，广大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会有
更加坚实的基础。”

人物名片：王云瀚，男，汉族，
1972 年 10 月生。云南省澄江市梁
王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澄
江市抚仙湖国有林场）资源保护
科高级工程师。

王云瀚所在的梁王山管护局
菜花坪林区距离县城20公里，每
月他只能回家一次。一间房、一张
床、一张桌就是王云瀚的所有。一
年四季巡山是王云瀚工作的日
常，梁王山山势挺拔险峻，他18年
如一日的巡山护林，成了林区的

“铁脚板”。
春季，梁王山上百花盛开，大

量游客到梁王山游玩，却带来巨
大的山火隐患，王云瀚加强巡查，
每天都要往人多的地方跑，往易
发生山火的地方跑。2003年，王云
瀚在瞭望塔发现林中突发山火，
他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春
季风大，为防止火苗蔓延，他来不
及多想，第一时间开始扑火。他脚
踩滚烫的土地，听着烧得吱呀作
响的树林，顾不得脚下早已被高
温融化的胶鞋，更没发现自己的
眉毛已被山火燎到。当支援的同
事来到，看到他狼狈的样子，不由
得说：“云瀚啊，你真是要林不要
命啊，多亏你发现及时，不然等下
面看到山火，再上来，这片林早没
了，你这‘千里眼’的称号果然名
不虚传。”他的义无反顾一次次地
保住了这片青山。

夏日的梁王山绿树成荫，也是
森林病虫害的高发季节，于是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成了王云瀚工作

的重中之重。比起人为的破坏，病
虫害也是打破生态屏障的有力杀
手，每年5-7月是松小蠹、松墨天
牛羽化的时间，它们成虫后，危害
大、传播快，一旦控制不力，会造
成松林大面积死亡，常年的巡山
让王云瀚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
金睛”，他总能通过松树叶子变
色、树脂分不分泌、松叶脱不脱
落、树干有无蛀痕，第一时间发现
哪些树属于非正常死亡，从源头
切断病虫害的发生，使森林资源
达到有虫不成灾。

2019年冬天，王云瀚走下梁
王山来到抚仙湖边，参与了推进
抚仙湖植被恢复实施的监督管理
工作。验收时王云瀚发现树塘的
规格仅有路边的一部分达标，偏
远位置的树塘严重“缩水”，如果
验收通过，树苗的成活率是极低
的，反复的栽种，只会造成资源浪
费、生态破坏。就这样，王云瀚四
次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他“事
经我手无纰漏”的“铁面孔”，守住
了绿水青山。

18个春夏秋冬，王云瀚成了
梁王山里的“活地图”，抚仙湖畔
的“警卫员”，他用“铁脚板”爱着、
用“千里眼”护着、用“火眼金睛”
看着、用“铁面孔”守着……翻开
他那10余本巡山笔记，清楚地记
着滇牡丹长在哪，白腹锦鸡在哪
戏耍，红隼在哪散步，哪一片山林
躲着豹猫，哪里长着成片的马醉
木……字里行间饱含着王云瀚对
爱岗敬业的最直接的诠释，对绿
水青山最真挚的热爱。

编前语：

他们助人为乐，不求回报；他们见义勇为，不怕牺牲；他们敬业奉献，

拼搏进取；他们孝老爱亲，默默无闻；他们诚实守信，一诺千金……他们

以平凡无私的举动，创造了不平凡的感人事迹，传递着人间温暖，凝聚起

善行力量。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以文化人、以德润城，广泛开展先进模范

评选宣传活动，群众争当“好人”之态蔚然成风。即日起，本报推出“走近

‘身边的好人’——玉溪篇”系列报道，展示一群具有社会正气、善美大爱

的好人，激励和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

人物名片：龙志明，男，彝族，
1961 年 11 月生，云南省玉溪市元
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乡
洼垤社区洼垤一组居民；杨唐生，
男，彝族，1965 年 10 月生，云南省
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
县 洼 垤 乡 洼 垤 社 区 洼 垤 一 组
居民。

2021年 11月 14日 16时许，
元江县洼垤乡洼垤社区洼垤八组
李乔玉家突发火情，短短几分钟时
间，房屋已是火焰四起、浓烟滚滚，
恰巧此时路过的邻居龙志明和杨
唐生，不顾个人安危冲入火场，成
功救出被困在房内的母子三人。

失火时李乔玉和两个孩子正
在家中，由于不会应急处理，第一
时间没有采取自救，也没有向外
寻求帮助，因此母子三人在火灾
发生后很快就陷入危险之中。火
灾发生时正值村民的劳作时间，
邻里之间没有其他人员发现火
情。正准备去田地里劳作的龙志
明和杨唐生路过起火地，察觉火
势已很难控制，随即边大声呼喊
求援，边冲跑向房屋查看被困人
员状况。

时间就是生命，两人来不及准
备任何防范措施，便毅然决然地
踢开门冲进屋内。此时房内已是
浓烟呛鼻，满目星火，房梁东倒西

歪，顶上的物体不停脱落，现场极
为危险。进入房内后，由于烟火凶
猛，浓烟滚滚，两人几乎都睁不开
眼，龙志明和杨唐生只能扯着嗓
子呼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啊，
我们来救你们了”。危急关头，他
们发现了躲在角落里哭喊的两个
孩子，来不及多想，龙志明和杨唐
生争分夺秒，急忙抱起两个孩子
跑出房外。

在得知房内还有李乔玉后，两
人没有丝毫犹豫，再一次逆行冲
进被大火包围的房内，将李乔玉
背出房屋。幸由龙志明和杨唐生
发现及时，并果断进行救援，母子
三人成功脱险。

没多久，火势蔓延波及到其他
房屋，龙志明和杨唐生在帮助母
子三人化险为夷后，随即和闻讯
赶来的村民投入灭火行动。疏散
人员、拉水、接管子、灭火，龙志明
和杨唐生不顾疲倦地穿梭在浓
烟、热浪、火海之中。由于行动迅
速、扑救及时，有力保护了周边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龙志明和杨唐生不善言辞，他
们只是说：“火情紧急，谈不上英
勇无畏，只要人平安无事就好。”
火灾发生的关键时刻，龙志明和
杨唐生挺身而出，成功解救母子
三人，他们见义勇为的行为成为
了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两村民两入火场勇救母子三人
曾淼

11 月 8 日，四川省泸
州市正兴隆街黄葛巷内，
一株黄葛树周边，工人们
正在进行打围施工。这里
即将打造的黄葛巷古树主
题“口袋公园”，将结合城
市环境美化、古树名木保
护、弘扬古树生态文化展
开。公园根据黄葛巷现状
特征，将塑造为一处具有
游憩功能的绿化活动场
地，还能通过对古树的保
护，讲述泸州古树的文化
和历史。

黄葛巷是泸州老城区
的一条老街巷，进出道路
狭窄、周边建筑杂乱，没有
公共活动空间。但老巷子
里的黄葛树、老茶馆见证
了泸州这座城市的发展，
具有打造“口袋公园”的良
好潜质。11月初，泸州市公
园城市建设发展中心与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走进黄葛
巷，与居民共同讨论古树
主题“口袋公园”的施工方
案。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后，黄葛巷古树主题“口袋
公园”最终采用对周边住
户影响最小的施工方案，
正式启动建设。

小公园，大学问。考的
不只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水平，还需看得见具体的

“人”，从市民的实际需求
出发。将“口袋公园”优势
发挥到极致，要做好文化
融入，体现“小口袋·大文
化”，同时还要做好功能植
入，满足群众休闲、健身、
穿行、交流互动等需求，体
现“小口袋·大功能”。

近年来，泸州公园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小游园、

“口袋公园”建设更是“异
军突起”。在遵循以人为本
的前提下，泸州市公园城

市建设发展中心结合泸州城区现状地
形地貌及群众生活习惯，在“口袋公园”
建设过程中，充分保护现场历史文化元
素，保护古树名木、大树老树，就连绿植
移栽，也是优先选用乡土植物。

“口袋公园”规划建设结合拆墙透
绿、拆临见绿、见缝插绿等多种方式，
既增加了活动场地，落实适老化和适
儿化等要求，还实现了绿地形态与服
务功能的灵活结合，最大程度地服务
市民。

据泸州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中心
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泸州市中心
城区已建成长江大桥南、国泰新城、孝
义路广场、凤凰游园等各类“口袋公园”
35个，累计绿地面积达11.65 公顷，有
效增加城市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
率。2022年起，泸州市“口袋公园”项目
持续推进，除黄葛巷公园外，还有红星
游园改造、廖家花园旧改区域等一批集
保护、科普、宣教、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公
园陆续动工。全面建成后，泸州主城区
将新增公园绿地约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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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积极帮助纺织、纱锭、服装等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等政策发力，
助力企业订单充足，产能饱满，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自主品牌竞争力，有效拓展国内外市场，从“等”订单转
为“创”订单，实现产销两旺。图为11月14日，制衣工人在车间赶制出口订单。 张玲 摄

本报讯（禹文）为深入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宜
居幸福美丽新禹城，今年以来，山东
省禹城市从乡村、社区、机关、企业、
学校五个方面入手，通过“打造一支
队伍、拓宽两种渠道、开展三项行
动、借力四大平台、抓牢五个主题”，
深入实施“一二三四五”工作法，推
动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走入千
家万户。

打造一支队伍，让美德宣讲更接
地气。4月底，禹城市成立了由该市诚
信之星、节约之星、优秀传统文化讲
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等组成的100人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宣讲队。宣讲队成员们在活动中，以
强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为主线，结
合自身经历和典型事例进行宣讲，推
动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在乡村、
社区、学校、机关、企业等领域落地
落实。

拓宽两种渠道，让美德思想更入
人心。围绕“线上”和“线下”渠道，禹
城市积极开展各类倡树美德健康生
活方式相关活动，印发《禹城市倡树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倡议书》，
同时在各网络平台转发倡议书，让新

美德、新生活的思想更入脑入心。禹
城市还以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为宣
讲主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观看健
康美德视频等方式，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根基，以日常行为习惯养成为
落脚点，向居民宣讲新时代美德健康
生活知识，推动广大群众形成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
明风尚、行为规范。

开展三项行动，让健康生活更具
活力。禹城市全力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绿色节俭、移风易俗三项行动。深
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村容村
貌加“美颜”，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
幸福感。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作用，持续深化绿色出行、光
盘行动、分餐公筷、垃圾分类等宣传
教育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在“五改五
提倡”“五转五提升”基础上创新开展
移风易俗“五抓五突破”，持续开展

“反对浪费、文明办事”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行动。

借力四大平台，让志愿服务更贴
百姓。围绕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禹城
市借力“禹你在一起”志愿服务平台、

“润禹有声”理论宣讲平台、“学习强
国”平台和“智慧禹城”APP平台助推
志愿服务与美德健康相结合，让志愿

服务更贴近百姓生活。截至5月，禹城
市已组建了1支志愿服务总队、17支
市级常备志愿服务队和1723支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

抓牢五个主题，让文明标杆更添
亮色。禹城市紧紧抓住“个人生活立
身之道、家庭生活齐家之道、社交生
活仁爱之道、消费生活共生之道、工
作生活敬事之道”五个主题，结合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四德工程建设和“助人为
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评选等工作，在
全社会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诚信之星、最美人物、文明家庭、
好媳妇好婆婆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
用榜样的力量示范带动城乡干部群
众共建、共评、共享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

此外，禹城市还有效使用户外广
告、电子大屏、农村文化墙、宣传橱窗
和政务微信、微博等宣传载体形成宣
传矩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
愿服务条例》、《德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等进行解读宣传，开展市民随手
拍活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定期曝光，
教育引领市民自觉养成文明行为习惯
的新风尚，让文明风尚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