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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

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脱贫地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

方向。

春节期间，新华社记者深入脱贫地区，品

味乡土中国的浓浓年味儿，感受老乡们生活

生产中发生的喜人变化，记录广大乡村正在

发生的深刻变革。

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
越美好

西海固移民群众的这个春节殷实而忙

碌。

“春节放假，初八前我一个人负责管理 19
个大棚。”宁夏吴忠红寺堡区光彩村村民刘思

胜卷帘、放风……一通操作，朝阳已西落。

51岁的老刘是个精干的庄稼把式，去年

红寺堡水发浩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改制，凭借踏

实肯干，他从“打工人”升级为“农业合伙人”。

“我负责管理，公司负责销售，种出的蔬

果卖出后，再和公司分成。”他说，“去年夏天 3
个月时间，5 个棚就挣了 5 万元，我马上追加

到 19个棚，今年 8月前还能赚上差不多 20万

元。”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居住着 20多万来自西海固的移民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正在

实现。

老刘是第一代移民，经历了搬迁带来的

变迁：刚搬来时四处务工，一个月挣几千元；

如今，在家门口干，一年能赚 20 多万元。“现

在的生活就是《山海情》的续集，今年打算加

盖新房。”刘思胜说。

这个春节，无论是“老把式”，还是“新生

代”，都在新家园不断找寻向上发展的“增

量”。

22岁的康艳，春节只给自己放了 3天假，

网店还在运营，3 天已有 2000 多个订单待发

货。

在她位于红寺堡区电商孵化中心的工作

室里，待发快递堆成了小山。

过去一年，康艳卖头巾帽子，网络销售额

超 500万元，不仅还清了家里欠债，还买了车

和 150平方米的新房，成为大家眼中的“人生

赢家”。

而就在两年前，父亲突然病故，家里欠了

几十万元债……康艳辞去城里的工作，在政

策支持下，抓住家乡发展电商的“风口”，成功

创业。“上个月，刚开通跨境电商，今年要带着

乡亲们把货卖到国外去。”康艳说。

“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让家乡摆脱相

对贫困，而不是摆脱相对贫困的家乡。”最近，

康艳在红寺堡第一届电商供应商大会上向创

业的年轻人说。

【小康数据】2023 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

农村平均水平，脱贫劳动力务工总规模达到

3396.9万人，超过年度任务目标 377.7万人。

【记者手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脱贫地区群众

在各类政策的帮扶下，不懈努力改变命运的

感人故事持续上演。这份勇于自我突破、接

续奋斗的精气神，源自新角色、新本领、新理

念的助推。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

越美好，不仅产业就业要夯实，内生动力也要

巩固拓展，这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今年我们‘村晚’是我开场的，大家看我

们村漂亮吧？”

春节里，50岁的湖南省邵阳县新田村村

民陈友平在家里直播。

陈友平记忆中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14
年前也是春节，他带着心中的不甘离乡务

工。“地养不活人，村民邻里间鸡毛蒜皮都是

大事，想换个活法。”陈友平坦陈当年的心态。

陈友平在广东漂了 8年，换了很多工作，

却没攒下钱。听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他给

村支书陈海兵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响起了乡

音：“你回来，有啥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回 村 后 ，陈 友 平 一 家 住 进 了 扶 贫 安 置

房。这些年，他眼看着村里“一天一个样”，用

乡亲们的话说：层林染绿了山头，天然气接到

了灶头，5G 网络覆盖了墙头，道路连通了外

头，公交开到了村头，好日子还在后头！

“村子敞亮了，村民的心也跟着明亮了。”村

妇女主任蒋海霞说，现在村里腰鼓队、舞蹈队、合

唱队的活动丰富多彩，开会议事人齐心也齐。

基础设施改善，乡风文明提升。这几年，

新田村出台村民自治章程，建成文体广场和

百姓大舞台……2023年，新田村被评为“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陈海兵说：“村民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

起，聊得最多的是怎么让日子过得更好。”

“我们新田村，也叫‘心甜村’！”乡亲们

说。

【小康数据】我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脱

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绿色发展理

念逐步形成。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超过 73%，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

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 90%以上。全国行政

村通 5G 比例超过 80%，实现“市市通千兆、县

县通 5G、村村通宽带”。

【记者手记】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

魂。如果说，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的美丽村容

是乡村振兴的“面子”，那么，团结和谐、奋发

昂扬的村民就是乡村振兴的“里子”。让人文

之和、环境之美“有里有面”，才能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建设真正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

乌蒙山腹地，云南省盐津县蒿芝村。

36岁的乌骨鸡养殖大户袁彬，这个春节

比平日更忙。

除夕前的销售高峰，他的直播间每天能

卖出 50到 100单。就连年夜饭袁彬夫妇也是

在乌骨鸡庄园吃的。

袁彬的乌骨鸡庄园依山而建，一群群乌

骨鸡林间觅食，一座座吊脚楼式的鸡棚矗立

山坡。这样的鸡棚庄园里建了 116 个，每个

能养 500只鸡，还安装了可视化溯源系统。

“养了 10 多年的鸡，现在在鸡棚里就能

把鸡卖到全国各地，在手机上就能监控鸡棚

情况，以前做梦都没想过。”袁彬说。

蒿芝村乌骨鸡养殖历史悠久，但地处乌

蒙山区，曾是典型贫困村。这几年，盐津县大

力发展乌骨鸡产业，建立养殖、加工、销售全

产业链。乘上产业发展东风，袁彬的乌骨鸡

养殖规模逐渐壮大。

如今，山还是那些山，袁彬已将乌骨鸡卖

到全国各地。这背后是他为打开销路进行的

探索：他尝试电商直播，直播间就设在鸡棚。

产地直销、直播选货……他的直播间经常“爆

单”。去年 9月，袁彬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一

起搞电商直播，把他们培养成了月薪近万元

的带货主播。

“直播只是扩大销售的手段，以销促产，

产业才能更壮大。产业要持续发展，还要以

品质赢得消费者认可，扩大市场份额，品牌化

经营。”袁彬向记者介绍着他的“生意经”。

解开“流量密码”，接续摸索“财富密码”：

在 袁 彬 带 动 下 ，全 乡 600 多 户 农 户 养 鸡 增

收。目前，这样的乌骨鸡养殖基地在盐津县

10个乡镇还有 128个，综合养殖规模达 150万

只，2023年带动 4238户脱贫户和监测户户均

增收 4100元。

趁着返乡过年，有村民向袁彬取经，也想

在家乡创业。“电商直播培训实操基地正在筹

建，无论是销售还是养殖，欢迎大家一起干。”

袁彬说。

【小康数据】截至 2023 年底，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

重达到 60%，脱贫县培育了一批特色主导产

业。

【记者手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

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好“土特产”文

章，仅是硬件投入还不够，还要赋予脱贫群众

知识、能力和手段，提“志”增“智”，让群众在

市场浪潮中培育自我“造血”能力。随着基础

设施的完善，“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越来越

凸显，将为农业农村的深刻变革提供强大驱

动力。（记者 刘紫凌 侯雪静 邹欣媛 袁汝
婷 林碧锋 姚羽）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脱贫地区新春蹲点见闻
□ 新华社记者

（上接1版）
“好天气”大风刮不来。要想蓝天越来越

多，汾阳必须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决心。

去年，该市痛定思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

动产业转型、绿色发展。关停了东辉焦化有

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甲醇的焦炉，在隔壁的

金塔山福利焦化，建设了融合 AI 视觉识别、

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管控治”一体

化平台，实现检测设备和治理设备的协同管

理，达到“边检测、边治理”。

“汾阳市 4.3 米焦炉关停以后，氮氧化物

减少排放 340多吨，二氧化硫减排 70多吨，烟

尘减排十几吨，空气质量大幅度改善。”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汾阳分局大气股股长郭兴盛告

诉记者。

就这样，汾阳市以超常规的举措，一天一

天努力，一微克一微克争取，在科学治污、精

准治污的基础上，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

云，空气质量排名大幅跃进。

作为吕梁另一煤焦大县，与汾阳毗邻的

孝义市，2023年全年优良天数达到创纪录的

243天。汾阳、孝义锲而不舍推动优良天气数

量竞相增加的背后，蕴含着我市空气质量连

续多年保持全省第一方阵的“密码”。

其志弥坚，其行必笃。2023年，我市持续

强化督促督办和奖惩考核，将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纳入市委、市政府的相关考核中，制定印

发《吕梁市空气质量再提升 2023 年行动计

划》《吕梁市 2023 年夏季臭氧污染管控实施

方案》《吕梁市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等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深入推进水泥、焦化等

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盯紧空气质量约束

性指标，扎实开展夏季臭氧污染治理、秋冬季

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整治、散煤清零四大

攻坚行动，以吕梁市区及周边、汾文交孝区域

为重点区域，分区施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完成 17 户钢铁、30 户焦化、25 户水泥等行业

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改造，淘汰 4.3米落后焦化

产能 613 万吨，压减过剩钢铁产能 140 万吨，

淘汰 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2100台，清洁取

暖替代生活散煤 27.88万吨，

2023 年，吕梁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比

2014 年 累 计 下 降 37.5% ，PM2.5 浓 度 下 降

49%、连续五年在汾渭平原、连续三年在全省

排名第一。方山县、兴县、岚县、交口县、临县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汾阳市、交城县退出

了全省后 10名。

山水透绿，天空湛蓝，清新的空气在赢得

外地来客频频点赞的同时，也成为吕梁人民

的骄傲。

碧水清源“一泓清水入黄河”

涟漪泛泛的湖面上，一只只候鸟在展翅

飞翔，优美的身姿掠过湖面，构成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每年立冬之前，经过长途迁飞的赤麻鸭

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孝义市孝河湿地公园越

冬，直到翌年春季迁往繁殖地。

“生态好了，保护也跟上了，候鸟的数量

自然就多了，据统计，每年春秋两季，在我们

这儿，飞来飞去的鸟类已由过去的几十种增

加到现在的三百余种，甚至有黑鹳、金雕等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常年拍摄鸟类的摄影

爱好者武晋洲自豪地说。

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吕梁持

续在水环境治理上求突破。

思维转变引领行动改变，观念革新助力

效能提升。作为黄河流域中游重要节点城

市，吕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总量进入全省前

列，但伴随着经济起飞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

升，工业“三废”，城市污水等问题带来了巨大

的环境压力。为此，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关键环节，创新工作方法，出台一系列文件以

及多个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统筹推进水环境

治理，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城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等相关指标迅速提

质达标，绿色成为了发展的硬约束、硬杠杠。

过去的一年，我市聚焦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保护和治理，全力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程，铺开总投资 54亿元的 36个工程项目，推

动市域内河流水质持续提升。统筹岸上岸下，

坚持源头治理，继续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在此基础上，还启动总投资 116.7 亿元、涵盖

14个分水口、20座调蓄水库、902公里输水管

线的中部引黄县域小水网工程建设，推动全市

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并持续向好。

“以前，工业污水都是各家自己处理，现

在通过管网联通，各企业产生的污水都能收

集至污水处理厂进行综合处理，全部达到循

环水的补水标准，污水回用率可达 93%，不仅

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排放，还帮助

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在孝义中化工程集

团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主任贺文强指

着数字仪表盘上的污水处理指标告诉记者。

水生态改善，源头治理是关键。中化工

程集团环保有限公司所在的孝义经济开发区

作为全国最大的焦化园区，每天产生的 2 万

吨工业污水长期以来靠园区企业自行消化处

理。为彻底解决园区水污染现状，去年孝义

市投资 7 亿元，铺开了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和

分盐结晶零排放项目建设，采用先进处理工

艺，对园区各企业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93%的污水经处理后返回各企业实现再利

用，剩余 7％的高浓盐水结晶处理，提取出工

业盐，实现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绿水长流，青山不老。2023年，全市累计

建成投运 20个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8个乡

镇污水处理厂、3 个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和

1230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治理 84条黑臭水

体，完成 513 个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324
个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划定畜禽禁养区 250
个，全面消除劣Ⅴ类断面，地表水国考断面优

良水体比例由 2014 年的 37.5%提升到 2023
年的 100%，提前两年实现“一泓清水入黄

河”，连续两年水质改善幅度全国前三，水环

境质量在全国地级及以上 339个城市排名由

曾经的倒一进步为第 256名。

寸土必争 田畴沃野盈绿意

一条条蜿蜒的道路宽阔平坦，一幢幢农

家庭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树木花

草错落有致……

金秋时节，行走在方山县马坊镇四皓村

的巷道上，秋高气爽，瓜果飘香，一幅如诗如

画的田园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很难让人相

信这里还是一个养殖大村。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多年来，四皓

村充分发挥沟深坡广、林草丰茂的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养牛产业，牛存栏量从 2016年的

673头发展到 2023年的 2192头，养殖规模在迅

速扩大，横流的污水和难闻的气味也随之而来。

牛多了，人富了，环境相对差了！怎么

办？新发展理念的吹拂和美丽幸福吕梁建设

的推进，让四皓村迅速找准了发展方向，启动

了人畜分离小区建设，出台了新的“村规民

约”，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的城乡一体化运营管理与村民民主自治相结

合，制定了《人畜分离整治方案》，与村里的养

殖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和污染防治承诺

书，实行养殖户“黑名单”管理制度，扭转了养

殖业污染人居环境的旧有形象，推进了养牛

产业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人畜分离小区建成后，我们村里的牛统

一进场管理，路上再也见不到牛粪了，加上村

里开展的环境卫生整治，为我们打造出了优

美、舒适、整洁、和谐的乡村环境。”看着焕然

一新的四皓村，村民雒亮清感慨道。

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吕梁持

续在土壤污染防治上见真章。

去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加强土壤环境风

险管控，印发了《吕梁市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问

题排查行动方案》，开展县（市、区）自查，市级

不定期现场抽查督查，以环委办名义实行周

调度月通报机制，推动规模养殖场配套建设

粪污处理设施、黑臭水体整治等工程，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文明建设没有死角。我市紧盯建设

用地安全不松劲，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为重点，强化部门

联动，按月调度重点建设用地台账，严把建设

用地准入关、评审关、质量关，有效保障了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最大可能杜绝土壤污

染。同时，全力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点

工程，对纳入国家“十四五”土壤污染源头管

控重大工程——孝义市鹏飞绿色化改造项目

强化跟踪服务，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企业土壤

及地下水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保护，环境污染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截至 2023
年底，全市 35 块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3%以

上，秸秆综合利用率 91%，累计完成 367个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青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的

生态新景，既是吕梁孜孜以求，全面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也是吕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一张时代答卷。

让大美画卷在吕梁大地全面铺展，让生

态魅力在革命老区处处绽放！青山绿水之

间，吕梁再次奏响了逐绿前行的壮歌。

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

22月月 1010日日，，在河南商丘古城春节民俗表演巡游活动上在河南商丘古城春节民俗表演巡游活动上，，游客与民间舞龙队互动游客与民间舞龙队互动。。

图为 2 月 11 日，游客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城贡水河休闲赏夜景。 新华社发（宋文 摄）

图为 2月 12日，在拉萨赛马场，骑手表演马上射箭。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图为 2 月 17 日，游客在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景区的油

菜花海中游玩。 新华社发（刘朝富 摄）

图为 2 月 10 日，游客在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击队景区

庙会上观看“喷火”绝活表演。 新华社发（李志军 摄）

图为 2 月 17 日，表演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街

道上巡游演出。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图为 2月 2日西安大唐不夜城。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锦绣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