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 8月 4日电（记者 张
海磊） 盛夏八月，暑意正浓。汽车行

驶在四川省乐至县，一片片产业林规

模发展，特色民居与绿水青山相映成

趣，农村环境干净整洁。这是战斗英

雄罗光燮的家乡。

罗光燮，四川乐至人，1941 年 12
月 3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51 年加入儿童团。1958 年到公社

兴办的纤维厂工作。因表现突出，多

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

于 1958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

1960 年 8 月，罗光燮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编入边防部队某部工兵连 1
排 2班。他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

后，伏在积雪皑皑的阵地上，罗光燮在

日记本上写下了豪迈的誓言：“为了

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愿意贡献

出 自 己 的 全 部 力 量 ，甚 至 鲜 血 和 生

命。”战斗中，他双手二度冻伤，仍主动

请战。

11月 18日，罗光燮所在工兵排奉

命配属边防某部清除侵华印度军队在

中印边境西段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这一据点是印军指挥中心和重要供应

基地的门哨。战斗中，前进中的攻击

部队遭到敌人炮火、机枪的猛烈轰击

和扫射，地面又有敌人布置的地雷障

碍，伤亡不断增加，2 名排雷战士相继

负伤。这时，罗光燮挺身而出，紧握爆

破筒，冲进雷区。闯过两道炮火封锁

线后，不慎触发一颗被积雪覆盖着的

地雷，左脚被炸掉，陷入昏迷，爆破筒

滚下山坡。他苏醒后，印军炮火仍在

继续。为了争取时间，在不能站立、没

有任何排雷工具的情况下，他义无反

顾地向前滚去，以身体引爆地雷。左

臂被炸断后，他仍继续向前滚动，不断

引爆地雷，一条六公尺宽的无雷区被

炸开，罗光燮英勇牺牲，年仅 21岁。

为表彰罗光燮的英雄壮举，战后

所在部队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根

据其生前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63 年 3 月 9 日，国防部追授他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在烈士的

家 乡 ，人 们 不 断 传 颂 着 他 的 英 雄 事

迹。乐至县宝林镇党委书记陈建军

说，将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学习英烈先

辈、传承光荣传统”主题教育活动，组

织全镇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教师、村

（社区）干部学习。此外，全镇还在不

畏艰辛、英勇奋斗的烈士精神激励下，

进行乡村振兴建设，努力提升人居环

境。

今天的乐至县，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曾经的“石头城”变成田园城市，并

连续两年被四川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借力成资同城

化、成渝城市群发展机遇，乐至县正依

托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基底打造文旅

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向成

渝中部县域经济强县发起冲刺。

罗光燮：以身排雷的战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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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左宗棠在这里哀叹“陇

中苦瘠甲于天下”。而今，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深深植

根于这片土地。随着国家一个个大布

局、大战略、大规划的实施，借助“一带

一路”建设，这片新中国扶贫开发的出

发之地，正在用“绿色”谋未来，一幅幅

壮美的生态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是甘肃！

生态蜕变 绿色脱贫

有一种脱贫叫“蜕变”。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

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

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

了一年又一年，吹得人们脸上的皱纹像

沟壑一样深。这里的人盼雨又怕雨，一

毛不生的山沟遇雨就变洪水，老百姓常

哀叹旱地多水灾！

而今，如果像鸟儿一样飞越黄土高

原，俯瞰这里的山川丘陵，你会发现黄

土高原和群山梁峁之间，不时出现一片

片郁郁葱葱的林木，生机勃勃，茁壮成

长，绿意盎然。

借着“绿色”的东风，定西市“中国

药都”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薯都”

的名气越来越响。

生态蜕变，黄土地不再生长贫穷。

7月下旬，离定西市 300多公里的秦

巴山区深处，陇南市徽县群山滴翠，花

香四溢。该县大河店镇硬湾村曾是当

地最贫困的村庄之一，因为道路难行，

诗人杜甫还曾在这里留下“朝行青泥

上，暮在青泥中”的诗句。

这两年，扶贫干部组织村民成立了

蜜蜂养殖合作社，充分利用当地的“原

生态”环境发展蜂蜜产业。2000多箱蜜

蜂，每箱每年可带来三四千元收入，硬

湾村靠此实现了整体脱贫。

村民们对于绿色的理解也有了不

同。现在大家对于树木和环境的爱护

胜过金钱，因为“只有树木多、环境优，

收入才能高”。

事实证明，扶贫之路和生态之路是

一条路。

2018年，甘肃省 18个县市区退出贫

困县序列，毫无例外，都是生态和小康

“同步走”。

如今依托旅游扶贫，好风光、好山

水渐渐成为甘肃一些贫困群众致富增

收的“金山银山”。

政府顺势而为，从去年开始，甘肃

省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1 亿元，扶持 500
个村发展乡村旅游，创建 206 个旅游示

范村，新建 1 万户标准农家乐。力争到

2020年，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脱贫的人数

占总脱贫人数 20%以上。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新兴产业“强筋壮骨”

“甘肃正在实现一场绿色蝶变。”5
月份举办的第二届“甘肃·祁连山高峰

论坛”上，许多专家表示，通过紧抓十大

生态产业大发力，甘肃正在把“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2018年，甘肃

省十大生态产业完成增加值 1511.3 亿

元 ，占 全 省 生 产 总 值 的 18.3% ，增 长

6.7%；今年一季度，十大生态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4%，占全省 GDP的比例提

高到 21.1%，成为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新动能、新支撑。

向绿，是痛定思痛后的转型。

2018 年 1 月份，甘肃省将推动绿色

发展崛起、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作为发展

主攻方向，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

源、循环农业、中医中药、文化旅游、通

道物流、数据信息、军民融合、先进制造

等十大生态产业有了“作战图”“施工

图”。

酒钢集团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是生

态产业中清洁生产产业的带动性工程。

酒钢能源中心热动总工程师文博告诉记

者，目前，酒钢集团已完成多台机组改

造，减排效果明显，“二氧化硫、氮氧化合

物和烟尘都实现了超低排放，其余机组

的超低排放改造将在今年完成。”

在有限资源与消费扩张、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甘肃省正大力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一大批新兴产业已显露勃

勃生机。在甘肃，循环经济让老工业基

地重新焕发青春，不少企业正跃跃欲试

角逐新兴行业龙头。

这场生态发展“竞速”，鸣枪就是冲

刺。

在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甘

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内

机器轰鸣。这个坐落在写字楼里的“无

垃圾、无废水、无污染”工厂，已是国内

生产能力最强的彩色隐形眼镜生产企

业之一。

甘肃省统计显示，2018年该省生产

总值超过 8200亿元，较新中国成立之初

增长了 600多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均保持较高增速。

生态发展不仅给老工业基地带来

新动能，也借助新农业让昔日的戈壁荒

滩绿意渐浓。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

市肃州区，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已成为当

地人的“菜篮子”“钱袋子”。

肃州区总寨镇沙河村的一座温室

大棚内，农民范立德拿出手机，打开“大

棚管家”手机客户端，点击“卷帘打开”

选项，棚顶的保温布随即缓缓掀开，室

内顿时凉风徐徐。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滩；如今，能

在石头上发家，真是没想到。”范立德

说。

甘肃省计划到 2025 年形成现代丝

路寒旱农业面积 30 万亩，生产蔬菜、果

品、食用菌等园艺作物 250万吨，实现年

产值 120 亿元，力争把河西走廊地区建

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西菜东调等蔬菜供

应的重要基地。

以区位优势构建大开放新格局

今年 4月，一批产自甘肃的建材、苹

果和来自东部省份的服装鞋帽等产品

在甘肃兰州集结后，乘坐南亚国际班列

运往尼泊尔。

全长近 7000公里的陆上丝绸之路，

在甘肃省境内绵延 1600多公里，甘肃省

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黄金

段，与中亚、欧洲、南亚、东盟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方面

的合作不断加强，向西、向南开放速度不

断加快，丝路古道迎来多向开放繁荣。

向南开放的通道不止如此。2017年

9月，兰渝铁路开通，西部地区货物沿该

条铁路向南经重庆、贵州、广西等省区

市，形成了贸易最便捷的“陆海新通道”。

2017 年以来，甘肃省已经发运“陆

海新通道”班列 30多列，大西北的铝材、

洋葱等不断“南下”，东南亚地区的冰鲜

产品和热带水果随之“北上”，丰富了西

北地区人们的餐桌。

目前，甘肃省已经建成兰州、武威

国际陆港以及兰州、敦煌国际空港，天

水国际陆港、嘉峪关国际空港也在规划

建设中，甘肃省“三大陆港、三大空港”

开放平台逐渐形成，推动包括甘肃在内

的西部地区不断“引进来、走出去”。

兰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

出口额达 47.8亿元，同比增长 6%，成为

甘肃省外贸增长新亮点。频繁的经贸

往来，带动了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人文、医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的

密切交流。

兰州新区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

沿，借助“一带一路”东风正在快速崛

起。目前建成综合保税区、中川国际航

空港、中川铁路口岸等多个对外开放平

台，形成了以铁路、公路、航空为基础的

立体交通枢纽体系，并列入全国第二批

空铁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通道优势进一

步凸显。向西，面向中亚、西亚等地的

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纽和人文交流基

地领先起航；向南，与东南亚“一路”与

“一带”的联通越发紧密。截至 2018 年

底，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394.7
亿元，增长 21%，增速比上年提高 44.9
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增长 22.9%。

甘肃以区位优势构建大开放新格

局，正在从内陆腹地走到开放前沿。

（新华社兰州8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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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游人乘

竹筏漂流在武夷山九

曲溪。

盛夏的福建武夷

山，正值暑期旅游高

峰，游客乘竹筏沿九

曲溪漂流而下，欣赏

沿岸美丽风光。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盛
夏
武
夷
山

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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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在北京朝阳区王四营地区的一个小区，空调安装工程师郑亚兵在11层楼的高空
安装空调室外机（7月30日摄）。

炎炎夏日，空调的销售、安装、维修迎来高峰期。记者跟随采访了北京苏宁帮客
两名年轻的空调安装工程师。他们是1991年出生的郑亚兵与1989年出生的宫振
华，他们负责空调安装与维修，每年平均安装约800台空调。记者在采访跟拍中记
录下他们在高温下挥汗如雨的工作场景，也记录下他们在十几层楼外高空作业的惊
险瞬间。这些年轻人在炎炎夏日中坚守岗位，用自己的汗水与奋斗为人们送去清
凉。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新华社太原 8月 4日电（记者 吕梦
琦） 记者从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随着山西省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工作，自 2018年以来已累计培训 156.4
万名技能工人，涵盖家政保育、康养旅游、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150多个职业。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是山西省职业

培训工作的一个创新，也是山西省重点推

进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该项工作实施以

来，山西省先后涌现出“吕梁山护工”“天镇

保姆”“临汾技工”等一批叫响全国的劳务

品牌，有力带动了全省劳动者技能就业、技

能增收、技能成才。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山西省将全面加强对适龄

劳动力的普惠性技能培训，并把考证持

证作为技能培训考核的基本指标，把就

业率、增收率作为衡量培训效果的根本

标准。

来自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的数据显示，2018 年山西省城镇新增就

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分别达到 55.7
万人和 40.9 万人，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达 90%以上。2019 年，山西省将力争确

保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6万人以上。

2019年山西省还将继续深入推进全

民技能提升工程，组织城乡各类劳动者

100万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由各

市组织城乡劳动者培训 60 万人，由省属

国有企业组织在岗职工培训 40万人。

山西打造“技能社会”
已累计培训 156.4万名技能工人

新华社太原8月4日电（记者 许雄）
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境内的长平高速

公路虹梯关服务区内，山西省第一家高速

公路服务区扶贫超市日前开门迎客。同

批投入运营的还有长治市境内另外两个

服务区超市里的扶贫专柜。

据山西省交通部门介绍，这是山西

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的“服

务区+精准扶贫”工程。这家企业依托高

速公路服务区人流、车流密集，信息流通

快速的优势，打造出了交通助力脱贫攻

坚的新阵地。

目前，相关企业已经与长治市扶贫办

就当地特色农产品进高速公路服务区达

成框架协议，与山西纪兰饮料有限公司等

贫困地区企业签订区域供货合同，将长治

市 11个县区的 150余种土特产、工艺品、

中药材等摆进高速公路服务区货架。

山西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还

与长治市扶贫办、服务区所在地的地方

政府联系，吸纳安置服务区附近贫困群

众到服务区就业，实现“送工上门”，并拿

出一部分服务区超市经营收益用于扶贫

公益事业当中。

山西：扶贫超市开进高速公路服务区

以“绿色”身姿站上发展前沿
——甘肃绿色转型发展纪实

□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姜伟超 程楠

（上接 1版）使 74 户企业通过贷款的拉

动 增 加 39904.2 万 元 收 入 ，实 现 利 润

6720.9万元；通过贷款投放的传导效应，

让市场中的货币流通性至少扩大了 3
倍，6.55 亿元的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相当于 13亿元以上。

实施优惠政策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困境

创新是推进一切工作开展的源动

力。“吕梁模式”打造的最大意义就是聚焦

“真贫困”，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增

收问题。2017年 7月经过多次征集意见，

市农委、市扶贫办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吕梁市分行等多个部门多次研究讨论，《吕

梁市农业产业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实施

方案》正式印发，方案从基金筹集、支持对

象和条件等12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为产

业扶贫“吕梁模式”提供了指引和依据。

随后《落实吕梁模式贷款扶贫成效

优惠政策实施方案》出台，进一步明确了

“吕梁模式”实施优惠的贷款政策，贷款

额度同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数量挂钩政策，确立“三优先”原则，优先

选择临县、兴县、石楼 3个深度贫困县企

业，优先支持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

业的贷款主体，优先扶持当地特色农业

产业；明确具体贷款额度与承贷主体扶

贫成效挂钩，按照带动帮扶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数量，企业分别享受 200万元（含）

至 3000万元（含）贷款额度；利率方面，按

照扶贫成效不同享受不同利率优惠。同

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分行也单

独制定了差异化信贷支持政策，在降低

准入门槛、实行利率优惠、下放评级授信

权限、批量调查评审、保障资金供应等方

面给予政策倾斜，特别是授权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 1000 万元以内贷

款审批权限，从制度上解决了“吕梁模

式”办贷的瓶颈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吕梁市分行还通过与扶贫部门的紧密

合作，有效将扶贫周转金模式与“吕梁模

式”结合，以“吕梁模式”撬动扶贫周转金

的投放 7558万元。

结金融扶贫之果
共享脱贫攻坚红利

一系列创新的举措，聚焦“扶真贫”，

使产业扶贫“吕梁模式”成效凸显，已投放

的 74户企业，直接吸纳 3748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年收入 25000 元以

上，与 2740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订了

帮扶协议，每户年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通过服务企业、服务脱贫的市场检验，产

业扶贫“吕梁模式”形成了政府增信、银行

增贷、企业增产、贫困户增收的利益联结

机制，达到了几方共赢的目的。临县国洋

农特亨公司依托阳府井集团，实行“线上

线下”同步发展，围绕临县红枣，流转土地

打造红枣园区，推出陈枣、枣酒、枣醋、枣

芽茶等产品，年销售红枣系列产品 5000
余万元，逐步扩大了临县红枣市场空间。

该公司贷款 1000万元，年化利率 4.35%，

按照基准利率上浮 30%计算，可为该公司

减少融资成本13.1万元。

在“吕梁模式”引领下，我市和农发行

统筹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造、基

础设施建设扶贫，充分发挥各类产品扶贫

综合效应。2018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

梁市分行累放棚户区改造贷款 13.7亿元，

支持新建安置房 82万平方米，统筹购买

商品房 20多万平方米，惠及 10020户贫困

居民；投放贫困村提升工程贷款 1.1亿元；

投放基础设施类贷款 8.8亿元，支持新建

农村公路 930公里，改造河道 22公里，治

理水土流失1810亩，惠及70余万人。

数载辛勤硕果累累，全新征程扬帆

起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

将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充分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在脱贫攻坚中

的扶贫先锋主力军作用，全力拓展产业

扶贫“吕梁模式”，为吕梁脱贫攻坚再闯

新路，再立新功。

创新打造产业扶贫“吕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