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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陕西 56 个贫困县（区）全部

脱贫摘帽。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时期陕西

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从矿产资源丰富的陕北，到农业生产

条件优越的关中，再到生态环境优美的南

部秦巴山区，陕西各地各部门持续强化动

态监测帮扶、防止因灾因疫返贫致贫、着

力提升“两不愁三保障”水平、加大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力度，多措并举促进产业发

展，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今年 8 月 21 日，汉中勉县遭遇特大暴

雨，1 小时内降雨量超过 220 毫米。受灾

最重的勉县长沟河镇山体塌方致道路中

断，部分民房受损。

因房子受损严重，长沟河镇转咀子村

村民谷翠平被转移到安置点，领到了米、

面、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和 2000 元临时救

助资金，随后被纳入需帮扶人员名单。

“根据政策，谷翠平全家 4 口人享受

了 5 万多元购房补贴，我们还为她家上大

一的孩子申请了 3000 元补助。”长沟河镇

帮扶干部王勇说，目前谷翠平一家在县城

购买了一套安置房，已经拿到钥匙，正在

装修。

快速精准反应得益于汉中建立的“防

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平台”。今年夏秋汛期，

汉中市共组织 3 万多名基层网格员进入受

灾村庄，开展入户摸排，上传灾情信息。

灾情信息陆续回传后，平台将这些信

息与教育、医疗、民政等 13 个行业的 1800
多万条数据汇集到一起，利用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评估出需关注帮扶的人员。

汉中市乡村振兴局监测中心副主任

刘乐介绍，平台运用大数据精准分析，重

点帮扶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

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人群”，在迅速确定

需帮扶人员的同时，需要帮扶的内容和相

应政策随之生成。

“各地对受灾地区进行全面风险隐患

排查，全面摸清洪涝灾害影响。目前因灾

纳入‘三类人群’3397 户 11128 人，返贫风

险得到有效控制。”陕西省乡村振兴局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专班负责同志说。

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幸福生活是什么？如果 3 年前问汪

敏 ，她 会 说“ 冬 天 家 里 不 冷 ，娃 子 上 学

近”。如今，这些愿望都已实现。对幸福

生活，汪敏也有了新的期待：过上更好的

日子，奋斗几年买辆小汽车。

今年 34 岁的汪敏搬迁前是安康平利

县老县镇东河村村民，2017 年底，汪敏一

家 6 口搬出深山，住进了老县镇锦屏社

区，告别了过去的苦日子。

从平利县康士利玩具有限公司下班

后，沿着社区广场步行，不到 5 分钟，汪敏

便到了家。她居住的锦屏社区宁静祥和，

安置楼排列整齐。老人们在广场上聊天、

锻炼，社区工厂里不时传来机器声。走进

家门，114 平方米的房子宽敞明亮，家具

一应俱全。“社区生活这么方便，还在家门

口找到了工作，咱还有啥理由不好好奋斗

呢？”汪敏说。

从移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随着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的转移，平利县探

索建设强化后续帮扶的小管家、小配套等

“十小工程”，加强社区建设，让群众住得安

心、舒心。自 2011年动工建设以来，锦屏社

区累计安置 11 个村的高山危住户、地质灾

害户和贫困群众 1346户 4173人。

“去年 6 月以来，我们通过实施小配

套工程，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实施小库房

工程，解决搬迁群众物资物品存放难问题

……”锦屏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慧丽说。

“十三五”期间，随着近百万人搬进安

全、整洁的集中安置社区，陕西易地搬迁

工作重点转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陕

西省不断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确

保 搬 迁 群 众 稳 得 住 、有 就 业 、逐 步 能 致

富。”陕西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孙

亚政说。

持续提升特色优势产业
规模和质量

宝鸡陇县，河流众多，森林繁茂，独特

的资源优势适合饲养奶山羊。在陇县绿

能牧业奶山羊扶贫基地，100 只奶山羊围

成一圈，依次跳上直径数十米的转盘式机

械化挤奶设备。简单操作后，香醇的羊奶

便流入储奶器。

基地占地 704 亩，存栏奶山羊 1.4 万

只，日产羊奶 5.2 吨。通过入股、托养、务

工等多种途径，当地近 500 户脱贫户灵活

参与到奶山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饲养员张永科是陇县城关镇堡子身

村的脱贫户，2017 年成为绿能牧业的一

名产业工人，“包吃包住，每月工资 3000
多元。”

“县里把奶山羊养殖作为群众脱贫致

富和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按照‘科技引

领、龙头带动、分户扩群、规模产奶、智能

加工、园区承载’思路，加速培育奶山羊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陇县县委书记叶盛

强说。

据 了 解 ，陇 县 已 发 展 规 模 羊 场 172
个、链上企业（合作社）340 多户，奶山羊

存栏 55.4 万只、全产业链产值 68 亿元，带

动 4861 户脱贫户增收致富。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是振兴乡村的重要基础。2018 年，陕

西 省 委 、省 政 府 实 施 农 业 特 色 产 业“3+
X”工程，即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代表的果

业、以奶山羊为代表的畜牧业、以棚室栽

培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做优做

强魔芋、中药材、核桃、红枣等区域特色

产业。

根据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数据，

2020 年，陕西省苹果栽植总面积达到 945
万亩，产量 1130 多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实

现千亿元目标；全省设施农业总面积达到

362 万亩，总产量 1260 多万吨，全产业链

产值实现千亿元目标。预计到 2025 年，

羊乳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千亿元。

陕西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做强特色产业 夯实致富基础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冬日花店，几簇红色凤梨花分外惹眼。见有客人来，店主袁小林笑迎上前。

自从在重庆市万州区龙都花市有了营生，袁小林就没个闲，如今月收入

约两万元。

说起开花店的故事，时间拉回 4 年前。彼时，龙都花市刚刚整修完毕。

这里曾是破旧的养殖场，气味难闻，噪声扰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万州区转变思路，拆除沿江养殖场，腾出场地发

展花卉产业。

“生活水平提高了，开花店生意一定不错。”在外地务工的袁小林打算回乡

创业，找到了花市负责人秦福廷，“没经验，能试试不？”“好啊，我们来帮你。”

100 多平方米的花店开了业。开店容易养花难，袁小林买来的花，总是

没几天就蔫蔫的，生意不好，她直犯愁。

秦福廷找来有经验的花市店主给袁小林“开小灶”。哪些花喜阳，哪些

花喜阴，怎么摆放更好看……“这里头门道多着哩！”渐渐地，光顾的客人越

来越多。4 年下来，袁小林经营的门面扩展到 600 平方米。

生意做大了，袁小林喊来自家大姐帮忙。大姐袁小琴一直在本地打工，

原本想着帮几天忙就回去上班，没成想，跟着小妹学习侍弄花卉，很快就迷

上了这个行当。“看着小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也租了个门面，一起赚钱致

富。”袁小琴说。

为扶持花市发展，龙都街道办事处实行服务联系制度，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将各项优惠政策传达至商铺，切实为商户减负。一些原先在外面开

小店的商户，也搬进了花市。“携手发展，共同增收致富。”秦福廷说。

作为渝东北片区规模较大的花卉市场，龙都花市带动万州花卉产业蓬

勃发展。眼下在万州，花卉产业从业人员已有 8000 多人，花卉种植面积 5 万

余亩，销售额达 3.27 亿元。

天色渐暗，袁家姐妹商量着回娘家吃饭，一路上，两人笑声不断。

重庆万州龙都街道发展花卉产业

精准施策 致富花开
本报记者 王斌来 蒋云龙 常碧罗

2020 年 7 月 22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遭受百年一遇的暴雨侵袭，村民被洪

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庐江县消防救援

大队政治教导员陈陆，不顾个人安危，投

入救灾一线，在营救受灾群众的过程中不

幸落水，英勇牺牲，年仅 36 岁。

2021 年 11 月，陈陆当选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被应急管理部追授为“全国应

急管理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2020年 7月 18日至 21日，合肥市庐江

县普降暴雨，多条河流水位告急，不少村

庄被淹。陈陆所在的庐江县消防救援大

队闻讯而动，立刻投入到抗洪抢险之中。

7 月 22 日 8 时 30 分许，庐江县石大圩

漫堤决口，顷刻间，4 个行政村、5.8 平方公

里面积被淹，6500 余人被洪水围困。得

知情况的陈陆心头一紧。

大队长方锐劝他休息一下，陈陆没有

丝毫犹豫，“这里情况我比较熟，让我去，

我打头！”

正当救援人员在连河村搜救群众时，

意外发生了。远处堤坝传来巨响，用来封

堵决口的挖掘机突然被洪水冲走，堤坝两

侧水位落差瞬时增大，形成了 3 米高的

“滚水坝”。“调头，快调头！”陈陆声嘶力

竭，提醒后面的救援人员赶紧撤离，话音

刚落，他的橡皮艇便被卷入洪水之中。经

过 40 多个小时的搜救，陈陆的遗体在落

水点下游 2.3 公里处被找到。

陈陆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辗转 5 个乡

镇，奋战 96 个小时，行程 600 余公里，成功

转移和救出被困群众 2665 人。

事后，记者在合肥市消防救援大队提

供的一张照片中看到，牺牲前，因为长时

间在水中救援，陈陆的双膝已经极度肿

胀 ，似 乎 用 手 一 戳 ，里 面 的 血 水 就 会 迸

出。很难想象，是怎样的意志力，支撑着

陈陆完成一趟又一趟的营救任务。

“他总是这样，不顾自身危险，冲锋在

前。”陈陆的队友回忆，2008 年汶川地震，

陈陆连续 10 天在灾区一线参与救援；前

几年一次抗洪救灾中，由于长时间奋战，

陈陆突发急性心肌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

治后，才挽回生命。

在消防救援系统工作多年，陈陆先后

在 8 个基层单位任职。2007 年 4 月，陈陆

到瑶海中队担任中队长，在他的带领下，

不到两年，原本训练成绩全市倒数第三的

瑶海中队，一举拿下了全市比武竞赛团体

第一。

2015 年，陈陆到庐江县消防大队任

政治教导员，这一干就是 5 年。庐江县地

处偏远，农业人口多，火灾易发。以前全

县只有 1 个消防站，出警最远需要一个多

小时的车程。到庐江县消防大队任职后，

陈 陆 用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跑 遍 全 县 18 个 乡

镇，行程超过 3000 公里，提出“新建 +改

建+合办”的队站建设思路，新建一个特

勤站，改建两个小型站，合办 5 个派出所

消防执勤点，极大地缓解了“远水解不了

近渴”的消防困境。

近年来，庐江县民宿、度假旅游等服

务业蓬勃发展，对消防行政许可的业务需

求与日俱增。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陈

陆推动实行“随时办、随地办、网上办、上

门办、邮寄办”的“五办”便民机制，赢得社

会各界认可。

安徽省庐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陈陆—

忠诚奉献 勇当先锋
本报记者 田先进

全国道德模范

本报太原 12月 10日电 （记者乔栋）记者日前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了解到，山西持续加大外送电力度，今年 1 月至 11 月，山西全省外送电量完

成 1107.55 亿千瓦时，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截至 11 月底，山西全省发电装机

容量达 11232.96 万千瓦，其中，风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装机容量 3482.30 万

千瓦，同比增长 27.40%，占比 31%。 1 月至 11 月，山西全省发电累计完成

3463.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00%，其中，新能源累计完成 584.6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8.76%。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 97%以上。

近年来，为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统筹做好省内省外电力保

障供应，山西持续加快新能源装机步伐，积极做好清洁能源开发工作。国网

山西省电力公司坚持“能快并就快并，能多发就多发”，全面为新能源发展保

驾护航，最大限度提高新能源投资水平和发电利用率。

前 11月山西外送电力超去年全年

12 月 4 日，新疆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国际

度假区滑雪场，4 岁半的吴子衿从雪道上飞

速滑来，赢得一阵欢呼。一项超级定点滑雪

公开赛揭幕赛正在这里举行，吴子衿是众多

选手之一。赛事的举办，让本就火爆的冰雪

运动吸引了更多游客。

“今年来滑雪的人更多了。”丝绸之路国

际度假区副总经理薛文军说，新雪季以来，

滑雪场平时客流量日均保持在千人左右，周

末达 2000 人。

新疆冰雪资源得天独厚，雪季从每年 11
月下旬持续到次年 3 月底，长达 4 个多月。

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多措并举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

展，努力让新疆成为更多人选择的冰雪旅游

目的地。

新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 11
月 24 日，新疆禾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

正式迎客。这个建在国家 5A 级景区内的滑

雪场以其高品质粉雪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将

美丽冬景与滑雪运动完美融合，深受滑雪爱

好者青睐。

“度假区全部建成后，日接待能力可达 3
万人次。”新疆阿尔泰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吉克普林项目区副指挥长王兰成说。

新疆已形成乌鲁木齐冰雪旅游集散中

心、天山北坡冰雪旅游带、阿尔泰山冰雪旅游

带的发展布局。截至目前，新疆各地建成滑

雪场 66 家，基本遍及各地州市。丝绸之路国

际度假区滑雪场、天山天池滑雪场、将军山滑

雪场、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等已成为冰雪项

目国家队训练基地。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当

地利用城市公园、景区水面等，打造了 37 个标

准滑冰场，把冰雪运动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新疆华通泰克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客运索道，已应用到国内多个景区、雪场；乌

鲁木齐市冰雪新金立滑雪设备有限公司生产

的 滑 雪 魔 毯 ，销 往 大 连、哈 尔 滨、西 安 等 地

……冰雪旅游带热了新疆滑雪装备产业。“前

不久，我们向北京市场交付了 1000 件滑雪

服 。 客 户 对 产 品 质 量 很 满 意 ，又 提 出 追 加

1000 件。”哈巴河县雅居床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梅介绍，公司主要研发滑雪

服、滑雪帽、滑雪手套等产品，2020年销售额突破 2000万元。

不只是滑雪，如今游客们还能在新疆深度体验冰雪旅游。近年来，新疆

充分利用当地民俗文化，培育特色鲜明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和冰雪旅游线

路。昭苏县凭借雪资源和马资源，围绕“冰雪风光、冰雪体育、冰雪奇趣、冰

雪民俗”等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旅游产品。福海县乌伦古湖每年开展冬捕

活动，踏雪寻鱼成为游客喜爱的冰雪旅游体验。

迄今，新疆已连续举办 15 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博览会、19 届乌鲁木齐丝

绸之路冰雪风情节，冰雪文化活动助推冬季旅游加快发展。今年前 10 个月，

新疆累计接待游客 1.7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94.4亿元，同比增长 16.83%。

得益于发展冰雪旅游，新疆群众的口袋也越来越鼓。在富蕴县可可托

海镇塔拉特村，很多人家都开起了民俗家访点，“冬闲”变“冬忙”。哈萨克族

村民库丽帕然·哈布力克孜经营民宿已有 4 年，每年收入 20 万元左右。小女

儿在附近的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上班，每月工资收入 4000 元。“这日子是越

过越好，到了冬天更红火！”库丽帕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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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广 州 12 月 10 日 电

（记者李刚、程远州、周欢）12 月

10 日 上 午 9 时 ，随 着 G4640 次

列车与 G2197 次列车分别从深

圳北站和赣州西站开出，标志

着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下

称 赣 深 高 铁）正 式 开 通 运 营 。

赣深高铁的开通，使江西与粤

港澳大湾区间形成快速客运通

道，赣闽粤原中央苏区迎来发

展新机遇，成为两地群众往来

的幸福线。

赣深高铁北起江西省赣州

市，南至广东省深圳市，线路全

长 434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350 公

里，全线共设 13 座车站。赣深

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网中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接京港高铁昌赣段，

南连广深港高铁和杭深高铁，

形成华中地区连通粤港澳大湾

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赣深高铁途经多处人文景

观与自然保护区，地质情况复

杂，建设施工难度大。国铁集

团组织参建单位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架设了世

界最大跨度、最大宽度的四线高速铁路无砟轨道预

应力矮塔斜拉桥——剑潭东江特大桥等一批重点桥

梁，确保了工程如期建成。全线新建桥梁 323 座、隧

道 157 座，总长 387 公里。

赣深高铁的开通，将赣州至深圳的最快旅行时

间由 5 小时 32 分压缩至 1 小时 49 分。目前，铁路部

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22 对，初期运营时速 300 公

里。2022 年 1 月 10 日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时，将按

照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安排列车开行，单日开行

动车组列车最高达 92 对。

“赣深高铁的开通将使赣南革命老区进一步融

入 全 国 高 铁 网 络 ，助 力‘ 苏 区 +湾 区 ’双 区 联 动 发

展。”赣州市铁路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徐祥敏说。

图为 12 月 2 日，试运行的赣深高铁动车组列车

驰骋在绿水青山间。 王 丹 鲍赣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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