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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风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中国百

姓祖祖辈辈信守的生存方式。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发

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一幅幅天蓝山绿、

水清人美的生活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

徐铺展。

“粗放”让位 绿色回归

位于我国中部的大别山是长江和

淮河的分水岭，被视为我国南北方的

“分界线”。大别山主峰脚下的罗田县

九资河镇群山起伏、松林似海，当地人

世世代代以种植出售中药材为生。

市场经济大潮下，砍伐林木、开山

采矿一度成为当地百姓的致富路径。

然而，这条粗放的发展之路却是越走越

窄，九资河人掉头转向，重新扛起“天麻

第一镇”“中国茯苓之乡”的招牌。

茯苓、天麻等木本药材逐渐成为

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但背后巨

大的“生态成本”逐渐显现——每年不

仅需要砍伐大量木材做菌柴，还需要

挖来新土培新壤。

近几年，政府开始号召村民改种

草木药材。“砍树取木、挖山取土”的木

本药材种植走向终结。

最早“吃螃蟹”的药农方永贵说，

种草本药材就像种庄稼一样，简单环

保，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成本投入

不到种天麻的一半，挣的却一样多。”

看到方永贵的尝试赚到了大钱，

原先“犹豫不决”的药农纷纷效仿。

“种植草本药材不仅让农民拿到

了勤劳致富的金钥匙，而且让我们山

区乡镇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九

资河镇党委书记叶锦明表示，到 2020
年，九资河镇中药材产值将达到 10 亿

元。

打破“魔咒”实现逆袭

走进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的朱砂

古镇，970公里采矿坑道改造而成的灯

光长廊光彩夺目；矿洞内的雕塑栩栩

如生，昔日采矿、选矿和冶炼场景真实

再现……曾经人迹罕至、危楼遍地的

废弃矿区已成为贵州旅游业“新星”。

地处湘黔交界的万山区曾是中国

最大的集采矿、冶炼、科研于一体的汞

工业基地，被称为“中国汞都”。矿老

山空后，却是矿渣遍野、森林减少、水

土流失……

2002 年，万山汞矿政策性关闭破

产，7800余名矿区职工下岗。

然而，万山人在曾经“沸腾的群

山”中发现了新“生机”：他们一方面变

废为宝，发展旅游业，对原有矿区建筑

进行修缮和恢复，打造朱砂古镇；一方

面利用万山在汞和朱砂工艺品上的技

术优势，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朱砂工艺

品市场。

“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

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

环 境 换 取 一 时 一 地 经 济 增 长 的 做

法。”——万山人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

理。

“与十多年前相比，万山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汞矿最后一任生产矿

长李晓康说，“关矿之后，很多工人都

出去打工了，现在就业的机会多了，好

多人又回来了。”

“绿播”神州 成就梦想

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承担着长

江生态安全和“一库清水送北京”的使

命。自 2014年冬开启的“绿满荆楚”行

动，已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超过 1000 万

亩。

湖北将“播绿”进行到底。2017年

初，湖北省人大出台《关于大力推进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决

定》，为绿色发展“立法”。2018 年底，

湖北启动森林修复、重点河湖湿地保

护、长江河湖岸线保护等“五大工程”，

为长江筑牢“绿色屏障”。

同样，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贵州，近些年持续推进“绿色屏

障建设制度创新试验”“促进绿色发展

制度创新试验开展生态脱贫制度创新

试验”等 7个方面 30余项改革举措，构

建起保护青山绿水的“四梁八柱”。

浙江自 2003年以来，扎实推进“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取得显著成

效，有力支撑了浙江乡村面貌、经济活

力、农民生活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从祁连山生态问题中吸取教训，

甘肃省出台了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的规划，提出将培育壮大节能环保、循

环农业等十大重点产业，强力推动绿

色发展崛起，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

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制度、法规

相继出台，为人民的绿色梦想、幸福生

活勾画出美好蓝图。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守望“绿水青山”
□ 新华社记者 丁玫 徐海波 潘德鑫

1月27日，市民在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的一家商场选
购新春饰品。

春节临近，不少重庆市民开始选购春联、灯笼等年货，迎接
佳节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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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1月5日电（记者 赵瑞希）“时间就是

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

探索创立者袁庚喊出的这十二个字口号，被誉为“冲

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在袁庚 99岁的人生里程中，他曾加入东江纵队，

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但让他为

国人所知的，是 1979年起，他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

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了“中国特色经

济特区的雏形”。

从打破大锅饭——运泥车“每超一车奖励 4分钱”

开始，袁庚领导下的蛇口在短短数年间，拉开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风云大幕。他主导的改革，引发了一轮

又一轮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最终形成了新的时

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

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精神力量。

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中，蛇口创造了率先实行

人才公开招聘、分配体制改革、住房商品化、建立

社会保障体系等 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

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他关于管

理的许多实践经验及理念沿用至今：主张按经济规

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主张干部应该

能上能下……

上世纪 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新中国第一家

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新中国

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

后在蛇口成立。如今，两家企业都已经成长为世界

500强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袁庚带着一股“杀出一条血路”的

改革气魄，推动蛇口工业区成为“一根注入外来经济

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宝贵试管”。从蛇

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特区横空出世。

1993年 3月，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

离休，留下一句“往前走，莫回头”。

如今，袁庚已故，但他留下的改革精神，却激励着

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前行。

袁庚：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 28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

旅游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旅游品质，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日前

印发《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

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聚焦当前旅游服务质量存

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

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到 2020年，促

进旅游服务质量提升的政策合力进一步

增强，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旅游的舒适

度进一步提升，旅游市场环境和消费环

境进一步改善，旅游服务成为中国服务

的重要代表，为质量强国建设做出积极

贡献。

指导意见围绕解决影响广大游客旅

游体验的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提出了

提升旅游区点服务水平、优化旅游住宿

服务、提升旅行社服务水平、规范在线旅

游经营服务、提高导游和领队业务能力、

增强旅游市场秩序治理能力、建立完善

旅游信用体系等 7 项任务，要求政府要

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市场主体要落实

主体责任，行业组织要发挥协调作用和

行业标准引领作用，个人层面要提升从

业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 要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标 准 建 设 、 政 策 保 障 和 效 果 评

估 ， 特 别 强 调 要 对 游 客 宣 传 旅 游 标

准，帮助广大游客了解优质旅游服务

的水平和标准，以增强监督能力，倒

逼旅游经营者提升服务质量；在政策

保障方面，强调要将旅游服务质量教

育纳入旅游教育培训体系，引导建立

旅游服务质量教育网络。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文化和旅游部提出7项任务

（上接 1 版） 实 地 开 展 科 技 服 务 培

训。今年共推广转化市级以上科技

成果 90 项，开展科技现场培训 61 场

次，受训群众近万人，“三区人才”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

通过培训，如今一批批农村劳动

力成长为有技术、有知识、有技能的

新型农民。他们的培育和成长，为吕

梁农村、农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实施精准培训“吕梁山护
工”叫响行业品牌

清晨，天刚蒙蒙亮，在吕梁市卫

生学校，“一、二、三、四……”的口号

响彻整个校园，进 行 军 事 化 体 能 训

练 已 成 为“ 吕 梁 山 护 工 ”培 训 班 早

起 的 第 一 课 。 学 员 们 虽 然 年 龄 大

多 已 四 五 十 岁 ，但 激 情 不 减 ，声 声

口 号 燃 起 了 他 们 走 出 大 山 脱 贫 致

富的希望和梦想，吹响了吕梁市扶

贫攻坚冲锋号。

2015 年，省委、省政府为吕梁市

量身定制了“三个一”扶贫计划。三

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塑造劳务品牌，

助力脱贫攻坚”总体思路，倾力打造

“诚信、勤劳、专业”的“吕梁山护工”

品牌，积极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群众，参加“吕梁山护工”培训，获取

技能、实现就业、摆脱贫困，整体工

作取得了实效，得到了国家、省相关

部门的认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吕梁时给予充

分肯定。

“吕梁山护工”总培训目标是 10
万名，“十三五”期间完成 6万名培训

任务，实现就业 3 万人。计划实施三

年多来，通过多形式宣传发动、分类

式订单培训、多元化就业安置、多层

次跟踪服务，不断强化“组织领导、政

策扶持、宣传发动、技能培训、就业保

障”五大体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

完整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工作链条。

在“吕梁山护工”培训学校之一

的吕梁卫校，“打造诚信勤劳专业的

吕梁山护工品牌”“打造吕梁山护工

全国第一品牌”等标语随处可见，足

见吕梁卫校对吕梁山护工培训的重

视程度。自 2015年 9月 1日第一期培

训开始，通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吕

梁卫校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合

理的培训方案。现行培训周期为 40
天，其中在校理论实操培训 30 天，家

政公司实训 10天。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

训水平，吕梁卫校先后派出两批教师

外出赴北京、西安等地学习，为了适

应家政护工市场的需求，对吕梁山护

工培训教学划分为素质教育和专业

课教学两部分。素质教育主要有择

业观教育、职业素养、权益维护、宗教

信仰、感恩励志、城市生活、文明礼貌

用语和普通话等培训内容；专业课教

学主要有护理基础、护理技能、养老

护理、急救常识、月子餐和营养餐实

训 、婴 幼 儿 照 料 、孕 产 妇 照 料 等 内

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融

入市场需要的企业文化、拓展训练，

加强实操训练，追求与就业市场无缝

对接，以此来提高就业率。在授课之

余，培训讲师组成教材编写团队，编

写了一套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实用

性和操作性强的《病患陪护》《养老陪

护》教材。

三年来，全市共培训“吕梁山护

工 ”21 期 36376 人 ，其 中 贫 困 人 口

16764 人，占总培训人数 46.09%。实

现 就 业 18961 人 ，占 总 培 训 人 数

52.13%，贫困人口就业 7243 人，占总

培训贫困人数的 43.21%。就业人员

人均月收入达到 4000元以上，基本上

实现了“一人培训、全家受益，一人就

业 、全 家 脱 贫 ”的 目 标 。“ 吕 梁 山 护

工”不仅成为“三转婆姨”脱贫致富的

好路径，“吕梁山护工”品牌还被山西

省人社厅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入

选全国人社领域精准扶贫 20 个典型

案例，央视连续 8集热播，新华网、人

民网、中青网跟踪报道，成为我市脱

贫攻坚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如今，我市迈开“大培训”的新步

伐，为新时代“聚力”，为新征程“扬

鞭”，为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人才

保证和智力支持，在脱贫攻坚中不断

创造“吕梁经验”，在转型发展中走出

“吕梁路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交好

“吕梁答卷”，奋力谱写新时代吕梁经

济发展新篇章。

大培训：聚知识之力 向幸福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