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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18 年以前，全村六成以上劳

动力外出务工。

2017 年 12 月，重庆推行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华溪村

是试点村之一。听到要把承包地流转给村集

体种植中药材黄精等特色经济作物，不少村

民有顾虑。

华溪村第一书记汪云友和村干部挨家挨

户说服村民。一场产业变革在华溪村悄然发

生。花仁淑以土地入股，还当上了挣工资的

管护工。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4 月 15 日来村里

考察时，去往老党员马培清家的路上，我顺手

从田坎边摘了一株黄精向总书记介绍，黄精是

药食两用的草本中药材，非常适合我们村种

植。”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回忆，“总书记

拿起黄精，详细询问了村里的产业发展情况，

叮嘱我们一定要把产业选准。”第二天，总书记

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时指出，要因地、因人制宜，缺什么

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

根上。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了当地干部群众

的信心与干劲。除了黄精种植，华溪村还大

面积种植脆桃、木瓜等，依托山高花香发展中

蜂养殖。目前全村种植 1800 亩经济作物，规

模化养殖中蜂 426 群。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

社也成立了，联合社还与部分村民出资成立

村集体企业，带动全村奔小康。

为了让特色农产品卖上好价钱，华溪村

建起了扶贫车间，加工土蜂蜜；引进了太极集

团等企业，与村里签订了中药材保底收购协

议。2020 年，村集体公司的净利润超过 200
万元。

华溪村好山好水，风景优美，是避暑的好

地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村工作队和村干

部们不光发展地里的产业，还鼓励村民开农

家乐，吃旅游饭，走农旅融合之路。

花仁淑积极响应，2020 年 5 月开始经营

农家乐。“人多的时候，还得预约排队哩。”花

仁淑忙不过来，把女儿女婿从城里叫回来帮

忙。当年，她经营农家乐赚了 7 万元左右，加

上种植黄精等收入，全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日子甜
“两不愁”真不愁，“三保

障”有保障

“走，带你们看看我的新家！”村民谭文质

刚在地里干完活，说起现在的房子，他一脸自

豪 ，“ 我 现 在 住 的 可 是 楼 房 ，100 多 平 方 米

哩。”抬脚上楼，一进门，阳光洒进来，屋里暖

洋洋，干净整洁，电器一应俱全。

早些年，谭文质寄居在弟弟的土坯房里，

大儿子领着媳妇回家过年，走到房前，愣是不

好意思进门。

不只是谭文质，以前华溪村还有不少无

房户。王祥生说，村里的房屋大多是土木结

构，不少年久失修，“有的村民外出打工，几年

没回家，房子都没法住人了。”

在华溪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

们说，国家越发展，越要把贫困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两不愁三保

障”各项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为让村民住有所居，重庆积极行动，推进

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华溪村修缮加固 156
户村民房屋，对 39 户村民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对于无房户，由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共同

出资盖房，帮助他们住上新房。

2020 年初，谭文质一家搬进了新楼房，

如今儿子儿媳常回家看看。

不仅如此，如今在华溪村，村民全部实现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也有保

障。中益乡小学综合楼、宿舍楼已落成投入

使用，还新铺了塑胶操场。2019 年，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2211 元，比 2014 年翻了一

番多，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人气旺
一批年轻本地人才回乡

走进华溪村，让人感触最深的是干部群

众精气神的变化，听得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

谢总书记，见到最醒目的标语是“如今政策就

是好，我要努力向前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

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汪云友

说，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中，他们注重培养本

地人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80 后村民谭冲大学毕业后，在村里任综

治专干，起初觉得村里工作没意思，缺乏干

劲。汪云友到村后，不时和他谈心，并带领他

和其他干部一起走村串户。

“跟这些老师学到了不少哩！”看到村里

大变样，谭冲不仅本领提高了，扎根基层的决

心也坚定了。

驻村工作队还联系村里的年轻人，邀请

他们回乡工作。“年轻人的点子多，越来越成

为村里的‘顶梁柱’。”汪云友说。

在村农产品展览室，记者见到王艺云，25
岁的他已成为中益旅游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回村两年多，王艺云跟着驻村工作队跑订单、

找客户、做售后……“年前，我们接到了不少

大订单！”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华溪村农

产品的销路越来越畅。

和王艺云一样，80 后村民谭珺在外打工

一年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留下来。“在家里

既能服务老乡，还能照顾长辈，心里踏实。”谭

珺说。

现在，村里回引了 6名本村大学生，参与村

两委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事务。“他们是村里的

希望，更是一支‘不走的工作队’！”汪云友说。

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驱车往

东，离海越来越远，距离世界最大沙漠——撒

哈拉沙漠越来越近。行车约 60 公里，在沙漠

的边缘，出现了一片“绿洲”：近千亩绿色作物

茁壮生长，一排排喷灌杆喷扬着水花。这里

是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

占地 110 公顷的示范中心，种植区、养殖

区、饲草料加工车间、培训区等分布其间。自

2016 年示范中心试运营以来，种植、养殖、培

训等工作有序展开，为毛里塔尼亚的畜牧业

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助力。

在中国技术专家的支持下，曾经的不毛之

地变得绿意盎然。从 2017年起，示范中心陆续

实现了饲草作物规模化生产和首例胚胎移植

奶牛育种，为毛塔培养了大量畜牧业专业人

才。时任毛塔农村发展部秘书长布赫·阿海麦

都评价：“中国专家在茫茫荒漠中创造了奇迹，

帮助更多毛塔人民走上致富路。”

草料引种实现规模化种植

畜牧业是毛塔的支柱产业之一，但由于

国土的 80%以上被沙漠覆盖，且每年旱季长

达 9 个月，往往进入旱季不到两个月，草皮就

被牲畜啃光，草场沙漠化愈加严重，牲畜的采

食需求难以满足。如何在沙漠中培育并规模

化种植饲草作物，成为毛塔畜牧业能否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看，紫色的花开了，这片苜蓿马上就可

以收割。”种植区里，几名当地工人正在地里

除草，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眼前的苜蓿。紫花

苜蓿是一种饲草作物，蛋白质含量高，被誉为

“牧草之王”。2017 年 4 月，紫花苜蓿示范中

心首播成功，每茬苜蓿生长期为 28 至 30 天，

全年可收割 12 茬，平均每亩年产干苜蓿 3 吨

以上。紫花苜蓿实现规模化种植，为解决当

地的草畜平衡问题找到了钥匙。

高温炎热、干旱少雨等自然条件给引种

试验带来许多困难。“要么不下雨，要么就是

暴雨和沙尘暴一起来”“有时苜蓿苗刚长起

来，太阳一烤又蔫了”“常常要蹲守在地头观

察病虫害情况，脸被晒得干裂”……回忆起在

示范中心开展引种试验的过程，已退休的宁

夏草原工作站研究员任学山感慨万千。

“风沙洗日月，烈火炼丹心。”示范中心的

一副对联道出了中国专家的艰辛和坚守。试

种 21 种牧草、开展 6 个品种的紫花苜蓿比对

试验后，任学山终于找到适合当地气候和土

壤条件的苜蓿品种。采用固定式高杆喷灌、

固定式微喷以及喷灌带等多种节水灌溉方

式，使用牛羊粪等有机肥改良土壤，科学制订

施肥方案……经过一系列技术的综合运用，

沙漠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草料。

2018 年 3 月，时任毛塔总统阿齐兹视察

示范中心，看到成片的紫花苜蓿时，他弯下

腰，用手抓起脚下的沙土，惊叹说：“这还是原

来的沙地，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目前，紫花苜蓿种植已推广到毛塔农村

发展部本尼夏普农场、国家野生动物园等多

个地区。一家在毛塔投资的阿联酋农业公司

被这一成果吸引，也种下了 50 公顷紫花苜

蓿，并计划扩大到 300 公顷。

为感谢中国专家多年推进紫花苜蓿标准

化、规模化种植的努力，毛塔政府于 2019 年

12 月授予任学山国家贡献勋章。示范中心

引种的青贮玉米、甜高粱、苏丹草、高丹草、燕

麦等多个牧草品种以及柠条、木薯、辣木子等

木本饲料目前正在推广应用中。

良种繁育提高奶牛产奶量

傍晚时分，工人将晾晒好的一捆捆苜蓿

草送到养殖区，400 多头奶牛争相将头探出

牛颈夹，准备饱餐一顿。“我们还要加一些杂

草，混着蛋白质高的苜蓿，‘荤素搭配’，这样

牛才长得好。”一名当地工人颇有心得地告诉

记者。

饲料充足后，中国专家开始调整牛群膳

食配方，以提高营养水平，为示范中心开展良

种繁育工作打下基础。2018 年 11 月，毛塔首

例胚胎移植奶牛在这里诞生。示范中心专家

组组长张洪恩介绍，当地饲养的奶牛日均产

奶量 2.5 升，新培育的奶牛品种平均产奶量是

当地品种的 5—10 倍，而且充分适应当地自

然环境。这样的奶牛品种实现本地化养殖

后，将改变当地乳品市场 70%依赖进口的局

面。截至目前，示范中心繁育胚胎移植牛犊

50 多头，杂交改良牛犊 270 多头。

示范中心草丰牛肥，前来参观的当地企业

和农户络绎不绝，毛塔农村发展部选派多批官

员和重点养殖户前来参加培训。3年多来，示

范中心已培训超过 1000人次，包括饲草料种植

与加工调制、饲草料田间管理、现代化牛舍管

理、奶牛选育等多个方向。结业学员被派到全

国各地推广中国技术，让更多农户受益。

穆罕默德·阿哈迈德曾在示范中心接受

培训，现在是毛塔农村发展部奶牛改良站的

负责人，因技术娴熟，他被大家称为增产“好

帮手”。他说：“改良后的奶牛产奶量提高了

很多，养殖户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我由衷地感

到高兴。”

示范中心还多次组织毛塔学员赴中国培

训。阿哈迈德曾到宁夏参加养殖规范化管理

和实用技术培训。他说：“从中国技术专家那

里学到的实用知识正是毛塔人需要的，我将

努力消化吸收，在实践中运用推广，让养殖户

和牧民们学会技术、增产增收。”

互利合作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示范中心也在毛塔周边国家有了名气。

冈比亚总统巴罗专程视察，希望中国专家能

将这些技术推广到西非、北非地区，让更多非

洲牧民受益。

还有来自马里、塞拉利昂、加纳等非洲国

家的工人到示范中心学习。25 岁的马里工

人阿马杜·加拉目前在示范中心负责管理牛

场、牛群病害治疗等，他的目的是学习胚胎移

植技术。他说：“跟着中国专家学到真本事，

回到马里创业，我就能帮助更多人。”

疫情防控期间，应毛塔农村发展部请求，示

范中心举办了两期培训班。“随着疫情形势好

转，我们将逐步恢复对外培训，继续让中国技术

和减贫经验造福更多当地百姓。”张洪恩说。

示范中心的小菜园里，工人们种植了 50
多种蔬果，长势喜人。在生活管理区，绿草如

茵，繁花似锦。花园式的园区受到当地居民

的喜爱。疫情发生之前，示范中心每个周末

对外开放，为沙漠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休

闲去处，中毛人民在这里结下了友好情谊。

农户麦麦常常讲起她一家人与中国的故

事。上世纪 70年代，麦麦的丈夫跟随中国援建

工程队在沙漠中打井找水，当年打下的 18 口

井，至今仍是努瓦克肖特饮用水的重要来源。

麦麦说：“中国朋友帮我们挖水井、建港口、修

公路，现在又帮助我们发展畜牧业，这些都是

家喻户晓的故事，毛中是永远的朋友。”

打开毛塔地图，可以看见一个个中毛合

作成果的“坐标”：在大西洋畔，中毛友谊港是

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援建项目；距努瓦克肖

特 60 多公里处，中企建设的塔尼特渔港结束

了毛塔没有渔业专用码头的历史，大大提高

了渔业生产效率；往南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中

国专家正在帮助当地改良水稻品种，指导防

治病虫害；在沙漠腹地，毛塔政府正计划在全

国“复制”4 个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

“来自中国的技术为毛塔人民打开了脱

贫致富的大门。”阿海麦都曾于 2019 年 9 月赴

宁夏考察，对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故事深

有感触，希望这样的经验能更多地介绍到非

洲：“我们欢迎更多来自中国

的专家和技术。毛中合作不

断拓展，将为毛塔的发展和

繁荣注入新动力。”

（本报努瓦克肖特电）

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助力破解当地发展难题—

“在茫茫荒漠中创造了奇迹”
本报赴毛里塔尼亚特派记者 吕 强

厄 瓜 多 尔 最 大 城 市 瓜 亚 基 尔 的

临海干道上，一家老牌汽车经销商门

店更换了商标。门店经理加拉萨说，

如今，越来越多厄瓜多尔消费者青睐

中国汽车。该店从 2021 年开始代理

销 售 中 国 汽 车 ，门 店 商 标 也 随 之 更

新。“我们要适应市场变化，满足顾客

需求。”

近年来，中厄两国经贸往来日益

密切，中国生产的汽车款式多、性能

佳，受到厄瓜多尔消费者欢迎。厄瓜

多尔汽车工业商会数据显示，2020 年

中国品牌汽车在厄销量居首位，市场

占有率达 25.6%。目前，已有 40 多个

中国品牌进入厄瓜多尔汽车市场。

厄瓜多尔车企联合会主席巴尔德

隆表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该国

汽车销量减少，中国汽车 2020 年的市

场占有率仍同比上升 6%。“中国是全

球主要汽车制造国之一。凭借成本优

势、技术创新、规范经营，中国汽车赢

得了厄瓜多尔消费者的信任。”

针对当地市场特点，中国汽车不

断推陈出新，提供多元化产品。哈拉

米略是广汽集团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的销售经理。他介绍说：“在厄销售的

中国汽车，设计上充分考虑当地客户

的审美习惯和使用需求，很受欢迎。”

他以在售的一款 SUV 举例，车上配有

触摸式多媒体调节按键、8 个安全气

囊、14 个安全系统模块，“消费者重视

驾驶体验，中国汽车安全性和创新性

都不错，广受好评”。

“在朋友建议下，我买了长城品牌

汽车。”基多市民洛佩斯说。许多朋友

跟他讲，中国汽车的技术和质量过硬，

在高强度条件下车况仍能保持良好，

并 且 零 配 件 购 买 方 便 、售 后 服 务 周

到。“我每天要开很远的路，这款汽车

非常适合我。”

中国车企还在努力打造环境友好

型企业。长安汽车主动融入厄瓜多尔

“生态价值”计划，利用回收的旧轮胎制

造出地垫等一系列配件，通过变废为

宝，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该公司在厄瓜多尔使用的文具和宣

传材料也大多由当地手工业者用黄麻、甘蔗渣等原料制成，既环

保又创造了就业机会。

在厄瓜多尔汽车行业协会主席穆尔蒂诺看来，中国拥有

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汽车凭借价格优势在厄瓜多尔闯

出了一片天地，又依靠技术和服务站稳了脚跟。“中国汽车在

厄瓜多尔赢得口碑，中国品牌形象不断提升。”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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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战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引领我国在新时

代脱贫攻坚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

造性探索。华溪村演绎的山乡巨变精彩故

事，正是这一基本方略的生动实践写照。

华溪村过去穷，很大原因在于没有任何

能致富的产业。坚持“因地、因人制宜，缺什

么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当地干部群众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立足山高谷深、植被茂密的

特点，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发展产业、壮大产

业。短短几年，华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历史跨越。

脱贫攻坚是动力之源，也是希望之火。

找对了路子，华溪村民干劲越来越足，奔跑的

步伐越来越稳。当地干部群众坚信，不断提

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

力，脱贫只是第一步，更

好日子在后头。

找对路子“跑”出幸福生活
常碧罗

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苜蓿田航拍图。 本报记者 吕 强摄

本报北京 2月 19日电 2 月 19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同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外交主管部长艾瑞万通电话。

艾瑞万感谢中方向文方紧急提供疫苗援助。王毅表示，

中方愿同文方深化抗疫合作，共同赢取最终胜利。

双方侧重就缅甸当前局势交换了意见。艾瑞万说，作为

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希望缅局势早日恢复稳定。东盟正在

考虑同缅甸方进行对话和接触。

王毅说，中方和东盟都认为缅甸面临的问题属其内部事

务，应在缅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寻求和平解决，并有序推进国内

民主转型。中方支持东盟秉持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

以“东盟方式”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北京 2月 19日电 2 月 19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印尼外长蕾特诺通电话，双方重点就缅甸局势交换意

见，协调立场。

蕾特诺表示，印尼等东盟国家已提议召开非正式外长会，

希中方支持，并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毅表示，缅军方和政党都对国家稳定和发展负有重要

责任，希望缅各方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

和法律框架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出现的问题，继续有序推进国

内民主转型进程。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就缓和缅当前

事态发挥应有的作用。支持东盟召开非正式外长会，秉持不

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尽快与缅方接触沟通。

王毅同文莱外交主管部长和印尼外长通电话

本报北京 2月 19日电 （记者韩晓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9 日说，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作，目标是使疫苗成为全球

公共产品。她强调，各方都应该携手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

义”，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

分配。

“中国疫苗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为有关国家解燃眉之急

的消息让我们感到欣慰。”华春莹说。

她提到，许多国家派专机前来中国接运疫苗，多个国家国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疫苗。有的外国领导

人表示，中国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中国疫苗犹如“隧道尽头的光芒”。

“目前已有至少 8 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公开接种

了中国疫苗，这些都是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投下的信

任票。”华春莹说。

她强调，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国家以不同方式开展疫苗合

作，为全球赢得战胜疫情的最终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作的目标是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本报布鲁塞尔 2月 19日电 （记者张朋辉）日内瓦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 2 月 18 日宣布启动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战略

准备和应对方案”，以遏制疫情、保护脆弱群体、挽救生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确定了 6 个主要

目标，包括遏制疫情传播，减少暴露，打击虚假信息，保护脆弱

群体，减少死亡率和发病率，加快疫苗、诊断和治疗等新应对

工具的公平分配等。实现上述目标需要 19.6 亿美元的资金。

世卫组织启动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