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生长在贵州的水果刺梨，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的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

品交易市场，贵州安顺黄果树臻品馆负责人李松忙得不

可开交，“临近春节，又有消费帮扶活动的助推，订单量是

平时的几十倍。”

忙碌中，李松收到了自家员工张华美发来的信息：“松

姐，今天货卖得好不好？你啥时候回来？”看到信息，李松

笑着说：“她念着我，我也惦记着她呢。”张华美年近五十，

在李松位于贵州安顺的刺梨生产基地工作已经有好几个

年头了，负责将刺梨手工切片并打包，这份工作她干得顺

手又顺心。从一开始吃顿肉都难的贫困状态，到摘了贫困

帽、每月在基地做零工收入 1000 元出头，再到如今月收入

稳定在 2200 元，张华美的生活越过越好。像张华美这样

脱贫奔小康的村民，在李松的基地大概有 600多人。

“这也得益于广东与贵州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一开

始，为了打开销路，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后来得知要建

这样的交易市场，便向政府申请入驻。现在，客户主动来

找我们，政府提供减免租金、产品推广等一系列帮扶措

施。”谈及这几年家乡和村民的变化，李松打开手机相册

向记者展示生产基地和村庄的照片，“消费帮扶让我们对

产业的发展更有信心，我打算扩大生产基地规模，帮助更

多脱贫户和村民走向幸福生活。”

1 月 8 日，广东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开启，据统计，仅前

3 天交易市场线下消费额就达到 24 万多元。“线上订单更

是源源不断，这几天晚上都忙到凌晨一两点，早上 7 点多

又开工。”产品卖得好，喀什馆的负责人马华荣也深有体

会，“忙碌且充实，这么大的市场，带动了新疆的相关产

业，脱贫户们赚到了钱，以后干劲也会更足！”

“为了深化消费帮扶效果，店铺免租政策从 2022 年

起继续实行 3 年。我们还不定期开展电商直播及产品进

社区活动，鼓励各单位购买扶贫协作产品，很多也都成了

回头客。”荔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四级调研员刘志灵表

示，消费帮扶将优质农产品引进大湾区市场，促进脱贫地

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多方共赢，何乐而不为！”

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深入开展消费帮扶——

消费市场大，发展信心足
本报记者 姜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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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即，年味渐浓，回

望一年的付出与收获，脱贫群众幸福感满满。民生保障更有力，

产业发展更高效，基础设施更完善……各地切实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为创造更好的生

活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本报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记者分赴多地，探访脱贫地区

发生的新变化，了解各项帮扶政策的新进展，展望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的美好前景。 ——编 者

帮扶政策稳 生活气象新

1 月 12 日一大早，寒风凛冽，河北省赞皇县黄北坪乡

下马峪村村口，一辆汽车缓缓驶来。

“准是咱的‘水管家’上门喽！”听到汽车发动机声越来

越近，今年 70岁的脱贫户杨连书赶忙推开家门迎了出来。

“老杨，新水泵还好用吧？”“水管家”张瑞周停好车，

快步走进杨连书家的院门。“多亏你前段时间给换了新

的，好着呢！”杨连书乐呵呵地说。

看一看水泵、查一查管道，拧开屋里的水龙头看流

速、验水质……张瑞周手脚麻利，没过多久便把杨连书家

的供水设备都检查了个遍。“没啥事儿，放心用。有问题

随时打电话。”嘱咐了几句，张瑞周又赶去下一户人家，

“今天得争取把村里每家的设备都看看。”

今年 45 岁的张瑞周是赞皇县水利抗旱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也是黄北坪乡水利

行业监管责任人，负责全乡

27 个行政村的供水设备检

查和维护。从村里山上高

位蓄水池的维护，到村民家中管道水泵的修理，只要是有

关饮水安全，张瑞周事无巨细，随叫随到。

黄北坪乡地处太行山区，下辖的行政村也多为山

村。山村用水难。以前村民大多靠打井取水，后来随着

供水管道逐步铺设入户，村村用上了自来水。2019 年，

赞皇县脱贫，为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提高用水保障水

平，赞皇县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自来水入户的基

础上，陆续在各村修建高位蓄水池，增设加压泵，更换老

旧管道。赞皇县还为各乡镇配备了饮水安全负责人，负

责及时解决设备损坏、水压不足等问题。

“尽自己所能守护好村民们的饮水安全，才能担得起

‘水管家’的称号。”张瑞周说，他每个月都会到各个村走

一趟，检查供水设备的同时，还会重点了解脱贫户和村民

们的用水需求，向上汇报、协助解决。

“保证农村饮水安全三分靠建、七分靠管。”赞皇县水

利局抗旱服务站站长张立强介绍，目前，随着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不断升级，全县共有 212 个村设立了水管员。

河北省赞皇县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有了“水管家”，饮水更安全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大清早从县城载着货物

往村里赶，过月溪镇，谢志强驶上通向渣坪乡的月渣公

路。山路虽有些起伏蜿蜒，但新铺好的水泥路面很平整，

走起来很惬意。

但之前并不是这样。作为湖南省洞口县月溪镇渣坪

乡大坪村的党支部书记，谢志强没少在这条路上折腾。

自从 2004 年通车，这条 12.49 公里的通乡公路就没大修

过。前些年，因为附近的工程建设，穿梭不息的重型卡车

让路面损坏严重。当时一家企业到大坪村办农村电商

点，经营才一个月，就因为交通不便，运费太高，耗时太

长，干不下去了。

月渣公路是整个渣坪乡上万民众去往洞口县城的唯

一通道。2020 年，洞口县脱贫，当年 6 月，洞口县交通局将

月渣公路改建作为重点工程。经过一年多建设，2021 年

11 月验收通车。路修好了，从村里到洞口县城的行车时

间一下子缩短近 50 分钟，大坪村的村民们盼着重开电商

服务站。谢志强带着村干部一合计，借助县电商服务平台

企业的力量，以村集体的形式，重新开设起大坪村农村电

商服务站，并辐射周边 4 个村子。上线以来，服务站每天

成交额少则八九百元，多则两三千元，持续稳步增长。

“这不，满满一面包车，大半是村民通过电商平台采

购的商品。”谢志强说。

说话间，车子开到了村部门口。一个个包裹分发出

去，一袋袋农产品又装上来，不少是脱贫户刚拿到的订单

——谢启铜家的山泉水养的大鲤鱼、肖和炎家的山羊

……这些都准备通过电商服务站运送出去。

近年来，湖南省着力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

快推进脱贫县“四好农村路”建设，一批通乡达村、进组入

户的高标准道路建设工程得以落地实施。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湖南省累计完成重点民生实事农村公路提质改

造 4510 公里、农村公路安防设施 10075 公里，完成危桥改

造 601 座。

湖南省洞口县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道路更畅通，电商更兴旺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近日，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

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动作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组

织 广 大 编 辑 记 者 不 断 增 强 脚 力 、眼

力、脑力、笔力，深入基层一线、深入

群众生产生活，充分报道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全面展示祖国各地欣欣

向 荣 、人 民 群 众 安 居 乐 业 的 美 好 景

象，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

通知指出，同步开展迎接党的二

十大主题宣传，精心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围绕实现全面

小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等选题，以微观视角生动展现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报道基层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深入宣传各

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进展成效，报道各地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的热烈反响，全面展示各地区

各部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新举措

新成效。大力宣传党史学习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基层党风政风出

现可喜的新变化新气象。深入宣传

各地疫情防控和节日保障工作举措，

重点报道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地区、边

境口岸等重点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全

力开展疫情防控、保障群众生命健康

和生产生活的工作部署，挖掘推出一

批各行各业奋斗者无私奉献、舍小家

顾大家的感人故事。深入报道交通

运 输 、边 检 海 关 、市 场 监 管 、应 急 管

理、旅游管理、商务流通等相关部门

全力保障春运、强化市场保供稳价的

工作举措。深入宣传春节期间体育

赛事和文化活动，报道全国各地群众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热盼冬奥会、积极

参与冰雪运动的生动故事，跟踪报道场馆运行、疫情防控、安

全保障、志愿服务、媒体服务等赛场内外各项综合保障工作开

展情况。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春节期间举行的丰富多彩节庆文

化活动，突出地方特色民俗，充分体现春节独特的文化魅力。

通知强调，要认真组织专题专栏报道，中央和各省区市主

要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网站首页、客户端首屏等，

统一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每天要保证一定的刊播总量。

及时反映活动进展情况，活动结束后，回顾总结活动进展成

效，反映新闻记者参与活动的心得体会。

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

开展工作，确保采访报道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要坚持融合创

新，突出移动优先，多策划推出直播报道、短视频等基层群众

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要面向青年群体，结合国外受众关

注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生动立体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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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6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更

好地发挥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主力军作用，在 2022 年春运即将

到来之际，16 日，中央宣传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 2021 年“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2018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连

续 4年开展“最美铁路人”评选活动。该活动已经成为激励广大

铁路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主动履职尽责的重要载体，成为社

会各界了解铁路、支持铁路的重要窗口，产生了积极影响。

2021 年获得“最美铁路人”称号的共有 10 名先进个人，他

们分别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动车组指

导司机冯剑坚，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北车辆段

检车员陈向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工务段杨

连弟桥隧工区工长李玉斌，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衡

阳车务段衡阳站值班员王军，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刘晓云，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

公司朔州车务段宋家庄站业务主管薛胜利，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金鹰重工工程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王江，京张城

际铁路有限公司运输安全部副部长王久军，中国中车唐山机

车车辆有限公司车体事业部高级技师张雪松，青藏铁路公安

局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政委郑天海。

这些“最美铁路人”全部来自铁路基层一线工作的平凡岗

位，是铁路行业 200 多万干部职工的优秀代表。他们是勤勉务

实的劳动者、脚踏实地的奋斗者、朴实无华的追梦者。冯剑坚

能娴熟驾驶九大类 28 种机车车型，与复兴号一起奔驰在祖国

广袤的大地上；陈向华 30 年安全检车 28.8 万余辆，成了铁路车

辆检修的技能大师；李玉斌矢志赓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延

续祖孙三代 60 年守护英雄桥的责任与使命；王军在铁路行车

第一线恪守标准不走样，成为全路车站值班员中最年轻的首席

技师；刘晓云始终把旅客装在心中，在平凡的客运服务岗位上

赢得无数赞誉；薛胜利心系“国之大者”，长年奋战在大秦铁路

货运主战场；王江坚持不懈自主研发 30 余种铁路大型养路机

械，多项产品走上高原铁路，还走出国门，为“一带一路”建设增

光添彩；王久军用满腔热血助力京张高铁建设，为实现“精品工

程智能京张”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张雪松潜心攻关智能制造，

填补了高速动车组技术领域多项空白；郑天海战斗在全路海拔

最高铁路公安派出所十余载，用生命守护着站区安全……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的视频短

片，从不同角度采访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价值追求和工作

生活感悟，展示了铁路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先行风采、服务

本色、担当品格、奋斗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铁路人”证书。

“最美铁路人”的先进事迹生动精彩、感人至深、催人奋

进。铁路职工代表纷纷表示，新时代中国铁路领跑世界，铁路

人倍感自豪、重任在肩，要以“最美铁路人”为榜样，积极投身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生动实践，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以实际行

动推动新时代铁路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中央宣传部、国铁集团

联合发布 2021年“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

上图：贵州岑巩县出台就业补贴等政策帮

助脱贫群众增收。图为日前脱贫群众在服装企

业生产车间工作。 胡攀学摄（影像中国）

中图：1 月 13 日，四川成都百花社区为脱贫

群众送上新年祝福。 张忠苹摄（影像中国）

下图：1 月 15 日，在甘肃酒泉花卉市场，鲜

花销售火爆。 侯崇慧摄（人民视觉）

新春将至，我们满怀期待的同时也不忘来路。2021 年，脱贫

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此基础上，各地持续抓

紧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项工作，坚持“千方百计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的不变追求。

“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防范化解返贫风

险；加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富

裕富足；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

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用心用

力，更要攻坚克难。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展望未来，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伐铿锵有力。面

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不能有丝毫骄傲和懈怠，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按照既定

的目标踏踏实实走下去，创造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

创造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
郭 玥

早上 8 点钟不到，黑龙

江省桦川县集贤村 55 岁

的郑玉芳驾驶电动三

轮 车 来 到 营 子 岗

坡下，开始一天

的巡山护林

工作。

“ 临 近 春

节，天气寒冷

干燥，可大意不

得。”下车张望一阵，

未见异常，郑玉芳踩着

薄薄一层覆雪，向山林深

处走去。这片山冈 300 多亩

林地，都在她的巡护范围之

内。郑玉芳成为村级公益岗

位的一名护林员，已有 3年多时间。

“原本家里种着 20 多亩地，打打零工，日子还算过得

去。”郑玉芳边说边顺手清理脚下的枯枝。不料，2017 年

丈夫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并于第二年去世；郑玉芳也查出

败血症，治疗一年多才见好转。“为治病欠了 4 万多元债

务，往后可咋办？”身体逐渐痊愈，郑玉芳却愁眉不展。

困顿中迎来转机。2017 年，郑玉芳一家被识别为贫

困户；2018 年 10 月，她被聘为护林员。“21 亩地转包出去

一年租金 1.5 万元，护林员一年有 5000 元工资，再加上县

里的扶贫产业分红，2019 年底就摘了贫困帽。”

可脱了贫，护林员这份工作还能不能继续干？郑玉

芳心里犯了嘀咕，得找村支书王喜林打听个明白。王喜

林一听乐了：“摘帽不摘政策，脱贫不脱帮扶，你的工作考

核年年都是优秀，指定能接着往下干。”

王喜林所言不虚。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桦川县

充分发挥村级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作用，切实解决脱

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等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

“我们根据脱贫劳动力和监测户的实际情况精准设

岗，既解决了村级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又帮助了困难人口

就业，巩固了脱贫成效。”桦川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曲明明介绍，去年桦川县共通过村级公益性岗位兜底安

置就业 2459 人，人均年增收 5000 元左右。

黑龙江省桦川县充分发挥公益岗位兜底保障作用——

精准设岗位，就业有保障
本报记者 郝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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