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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哀牢山余脉，隐居苍山背后，太

邑彝族乡是云南省大理市的纯山区乡，也

是大理市唯一一个洱海流域之外的乡。

实现脱贫后，当地在交通、人才、产业等方

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打破瓶颈、实

现进一步发展？近日，记者走访调研太邑

全乡 5 个行政村。

基础设施怎么样？

户户已通路，通信信号好

从昆明到大理，乘高铁要两小时。从

大理市区到太邑彝族乡的路，是一个接一

个的转弯。从乡政府到最偏远的村子，若

是天气差，开车又要两小时。

“过去，全乡村子走一圈，少说也要一

星期。不少路段未硬化，各村之间也没有

连成环线。想从一个村去下个村，还要先

折回乡政府再出发。”乡里干部群众说，脱

贫攻坚以来，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是

当地最明显的变化——原有道路弯多路

窄，到雨季就泥泞不堪，现在全乡道路完

成 硬 化 ，路 路 通 、村 村 通 、户 户 通 成 为

现实。

近年来，太邑彝族乡在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入明显增加，特别是通村硬化路

作为脱贫硬指标之一，得到更多资金支

持。“从经济效益上看，乡间道路使用频

率不如城市道路高，却是山区群众脱贫

致富的基础和前提。”太邑彝族乡党委书

记李进军说。

车行山间，除了在极个别山坳短暂出

现信号不佳，在大多数地区包括最偏远的

乌栖村石磺厂村民小组，记者的手机信号

都是满格。“我们的对口帮扶单位中国电

信投入颇多，富滇银行也有信贷支持，有

力支撑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李进军说。

除了看得见的基础设施，最深远的

变化是人的思想。“路畅思路通，以前我

们要千方百计上门动员群众外出务工，

现在基本上青壮年都已经出去了。”太邑

彝族乡党委副书记周博南认为，对于走

出去的人来说，最大的收获与其说是收

入，不如说是思路，毕竟收入管当前，思

路利长远。

在周博南看来，“进城”本身就对村民

产生深远影响，“有了路，只要不懒，总能

赚到钱。年轻人普遍重视教育，不少村民

宁可少赚钱、多花钱也要带孩子进城读

书。”周博南说。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但仍

有继续提升的空间。“现在的硬化道路，足

够群众进出交通，但距离未来发展乡村旅

游等产业的标准还有明显差距，生产性道

路建设需要持续投入。”周博南说。

人才留得住吗？

返 乡 创 业 者 渐 增 ，
农业机械化提速

记者走访发现，长期留在乡里的年轻

人数量较少，从事农业劳动的村民普遍五

六十岁。数据显示，太邑彝族乡 9301 人

中，2994 人在外务工。

在李进军看来，青壮年外流对太邑发

展来说不是坏事。当下看，当地村民外出

就业收入早已经反超产业收入；长远看，

返乡创业者正来自于外出者，正在逐渐增

多，外出务工经商的本地人积累了资金、

开 阔 了 视 野 ，才 能 回 乡 支 持 未 来 转 型

升级。

收入结构变化，改变了群众思想。随

着就业收入增长，山区群众流转土地少了

顾虑。“群众对土地的感情依然在，但让土

地流转出去不撂荒，是对土地的尊重。”太

邑彝族乡桃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超亮说。思想转变又进一步改变了群

众的收入结构。

乌栖村党总支书记李绍飞对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以前犁地靠牛，现在机械化

提速了。村里有了专业的微耕机，只要规

模够大、收入够高，不怕没人来干。一亩

地赚三五千，二三十亩地的收入也算可

观，一定会有年轻人来做这份活。”

产业如何培育？

防市场波动，盼发展旅游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

“山区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仍然要靠

就业和产业。脱贫攻坚以来，我们已经有

了相对完善的就业培训和服务机制，未来

关键是培育产业。”李进军说。“发展产业，

最怕的是市场波动。”李超亮介绍，核桃种

植曾是桃树村主要产业收入来源。近几

年，核桃价格持续下跌，每斤价格由几年

前的 20 多元降到两三元，核桃种植收入

也明显下降。怎么办？

“哪怕只收不管，也别轻易砍。”太邑

彝族乡太邑村党总支书记茶枝果不认同

放弃核桃产业的做法。李进军认为，未来

发展第一产业要依靠规模经营。核桃树

不仅不能砍，还要进一步拓展。

“我们山区乡也希望发展第二产业，

增加本地就业。”李进军说。随着洱海保

护力度持续加大，洱海流域内第二产业发

展受到严格约束。几年前，太邑彝族乡关

停硫酸厂等污染企业，腾退 132 亩工业用

地，引入绿色新型材料产业，并发展肉牛、

蔬菜深加工等。

太邑彝族乡北眺苍山洱海，南望巍山

古城，作为红河源，山头有树，山下有水。

“挖掘自然美景、温泉、山顶风电场草原、

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等独特资源，深山乡也

有望吸引游客前来，进而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李进军说。

走访深山看乡村振兴
——来自云南省大理市太邑彝族乡的调研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12 月 14 日电

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原济南军区副政

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蔡仁山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蔡仁山是山东栖霞人，1945 年参加

革命，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

军入伍。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学员、队部书记、

营部书记、团参谋处书记、团政治处书记等职，参

加了范家沟、玉科顶、青岛即墨等战役战斗。新中

国成立后，他历任教员、连副政治指导员、干事、助

理员、副处长、处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蔡仁山是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委

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委员。他 1988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 年晋

升为中将军衔，曾荣获解放奖章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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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

肥 2021 年 12
月 10日电 安

徽省人大常委

会 原 主 任 、党

组书记孟富林

同 志 因 病 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 在 合 肥 逝

世，享年 89岁。

孟富林同

志病重期间和

逝 世 后 ，中 央

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孟 富 林 ，1933 年 9 月 生 于 安 徽 含 山 。

1950 年 9 月参加工作，1953 年 5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0 年 9 月至 1956 年 9 月历任安徽

省含山县委秘书室档案员，县公安局干事、副

股长、股长、副局长等。 1957 年 7 月至 1978
年 9 月历任安徽省庐江县公安局副局长、县

法院院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团县

委书记、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

记。1978 年 9 月至 1979 年 12 月历任安徽省巢湖地委

常委、庐江县委书记，巢湖地委常委、肥东县委书记，省

林业局局长。1979 年 12 月至 1993 年 2 月历任安徽省

副省长兼省农委主任、省林业厅厅长，省委常委、副省

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1993 年 2 月至 2003 年 1 月任安徽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孟富林是中共第十五次、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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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12 月 13
日电 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

事 会 主 席 李 志 民 同 志 ，因 病 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 83 岁。

李志民同志逝世后，中央有

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李志民，1938 年 5 月生于河

北 定 县 。 1961 年 1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63 年 1 月 参 加 工 作 。

1963 年 1 月 至 1978 年 5 月 先 后

任广西西津工程局第一安装工

程 队 组 织 干 事 ，湖 南 柘 溪 工 程

局 第 三 安 装 工 程 队 技 术 员 、党

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副教

导 员 ，四 川 晨 光 化 工 研 究 院 仪

表 研 究 室 负 责 人 、情 报 研 究 室

指 导 员 ，晨 光 化 工 总 厂 政 工 组

宣 传 组 副 组 长 ，燃 化 部 石 化 科

学 研 究 院 干 事 、组 干 组 组 长 。 1978 年 5
月至 1982 年 5 月先后任水利电力部科技

委技术员、工程师，电力工业部办公厅秘

书 。 1982 年 5 月 至 1988 年 7 月 先 后 任 中

央 组 织 部 青 年 干 部 局 干 事 、局 长 。 1988
年 7 月 任 海 南 省 委 常 委 、组 织 部 部 长 。

1992 年 9 月 任 国 家 技 术 监 督 局 副 局 长 、

党组成员。 1998 年 4 月任国务院稽察特

派员。 2000 年 6 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

李志民是政协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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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2021 年 12 月 23
日电 中共上海

市 委 原 副 书 记 ，

政协上海市第九

届 委 员 会 主 席 、

党组书记王力平

同 志 因 病 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在 上 海 逝 世 ，

享年 82 岁。

王 力 平 同

志 逝 世 后 ，中 央

有 关 领 导 同 志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哀 悼 并 向 其

亲属表示慰问。

王 力 平 ，1940 年 3 月 生 ，四 川 安 岳 人 。

1965 年 8 月参加工作，196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65 年 8 月至 1967 年 6 月任黑龙江大

学政治辅导员等。 1967 年 6 月至 1969 年 6 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 1971 年 7 月起先

后任黑龙江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兼科研秘书，上海工业

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等。1986 年 8 月至 10
月任上海市委秘书长。1986 年 10 月至 1992 年 8 月任上

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1992 年 8 月至 1993 年 3 月任

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秘书长。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1998 年 2 月

至 2000 年 4 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

记。2000 年 4 月至 2003 年 2 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

王力平是中共十六大代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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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山的深处，最险路的尽头，是深

山里的乡村。推进乡村振兴，大山深处的

人们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

太邑彝族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硬

化路通了村，群众生活更便利，但生产性

道路建设还有一定差距；产业帮扶引进

来，群众收入有保障，可抵御市场波动的

意识和能力仍需提高……许多深山乡村

和太邑彝族乡一样，需要在发展中、在解

决新的问题中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深山乡村

的干部群众面貌一新。群众干劲十足、干

部思路清晰。“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

也。”持续努力，必将让深山乡村的发展基

础 更 加 稳 固 、成 效 更

可持续。

让深山乡村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张佳莹

■深阅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R

■快评R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降雪天气。图为 1 月 22 日，湖北省襄阳古城，市民在雪中行走。

杨 东摄（新华社发）我国多地迎来降雪

新 华 社 北 京

2021 年 12 月 10 日

电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原行长、党组书记韩

雷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 101 岁。

韩 雷 同 志 逝 世

后，中央有关领导同

志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哀 悼 并 向 其 亲 属 表

示慰问。

韩雷，1920 年 10
月 生 于 广 东 南 海 。

1938 年 2 月参加革命

工 作 ，同 年 5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9
年 至 1949 年 先 后 任

中共平西地委文书，

冀 热 辽 挺 进 军 12 支

队政治部宣传干事，晋察冀边

区银行业务部副部长，华北银

行 业 务 处 副 处 长 等 。 1949 年

至 1980 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

行业务处副处长、法规研究室

主任、办公厅副主任，财政部办

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办

公室主任等。 1980 年 12 月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

员。 1982 年 10 月任中国农业

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89 年

1 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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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天气回暖。75 岁的李阿姨拖着小拉车，从家溜达着去附近的心

怡农贸市场。这家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新创路街道钟坡西路的农贸市场，从

外面看并不显眼，走进去才发现有点特别：没有一般市场扑面而来的腥味，

没有随处可见的菜叶子、水渍，市场宽敞、整洁。

李阿姨直奔鲜肉区，“来 10 斤猪腿肉！”买完肉，李阿姨又转了一圈，不

一会儿就装满了小拉车——有小茴香和花椒等调料，有胡萝卜和洋葱等蔬

菜，还有橘子。自 2003 年心怡农贸市场建成以来，李阿姨就一直在这里

买菜，“离家近，商品齐全，一趟下来啥都能买齐。”可有段时间，李阿姨这个

老顾客对市场越来越不满，“城市里的路在变宽变美，可农贸市场还是一成

不变。”

“城市发展要高质量，居民生活更需高品质。”乌当区委书记王鸣明说，

“缺什么让群众提，补什么让群众议。”2021 年，通过广泛征求民意，农贸市

场扩量提质成为乌当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心怡农贸市场处于乌当城区中

心，周边 1 公里内小区密集，覆盖 6 万左右居民。2021 年 7 月，乌当区对心怡

农贸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提升。

“原来就只有几盏白炽灯亮着，农贸市场内看起来很昏暗，新鲜的菜看

着都不新鲜了，卖肉的摊位地上很油腻，稍不注意就容易滑倒。”李阿姨说。

改造后，农贸市场地面换上了防滑水磨石，每个摊位前都设置了明沟排水，

并按照食品类别进行干湿分区。所有摊位上都围了一圈 LED 节能灯带，照

得蔬菜绿油油、瓜果亮晶晶。

“以前老感觉自己被‘围’在摊位里，挪动都费劲。”蒋光玉在心怡农贸市

场卖了快 20 年的肉，让她最满意的是改造后摊位内的活动空间变宽了。改

造后通过合理划分功能区，拆除多余摊位，让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这次改造政府补贴了 108 万元，我们升级了通风、排水和消防系统，增

设服务台和休息室，还实现了市场内无线网络全覆盖，努力为顾客提供干

净、整洁和舒心的购物环境。”心怡农贸市场管理办主任刘传宝说。

“李阿姨不置办点年货？”记者问。“哪还用置办，想买啥随时都能买到。”

李阿姨摆摆手，走出心怡农贸市场。

贵阳市乌当区——

买菜干净又舒心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陈隽逸

1 月 18 日，山城遍洒冬日暖阳。化好妆，换上

衣服，拎起音响，“上河边！约了姐妹们录唱歌视

频。”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林家嘴社区居民说。

“为啥到河边去？”居民何大荣说：“家门口的大

肚子河又清了。”走进李市老街，一泓清水沿老街蜿

蜒流淌，河岸修葺一新。

“前面这一座是百年石桥，身后这株黄葛树，

有百年历史。”跟着何大荣的镜头，不少粉丝领略

了河边的美景。镜头拉远，越来越多的居民来到

河 边 的 小 广 场 、小 花 园 ，或 闲 坐 休 憩 ，或 运 动

健身。

“这河本名李市小溪，当地习惯叫大肚子河。”

李市镇镇长王忠彬告诉记者，这条河是长江三级

支流，全长 12 公里，李市境内有 8 公里，近 3 万群

众沿河而居。“以前在岸上能看到河底的石头，在

河里能摸到鱼虾。场镇扩建后，由于污水管网配

套滞后，就变成了藏污纳垢的臭水沟，不少居民受

不了搬走了。”

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为李市镇带来了新生。

2020 年 3 月，李市小溪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启动。

一年时间，1.48 万平方米被征收面积全部拆除到

位，零信访、零强拆、零事故。

“治污前，我们挨家挨户全面摸排下水道入网

路径，确定施工方案。”中建三局李市小溪项目技

术总工张迪介绍，3 个工区同步施工，到 2021 年 6
月底，大肚子河管网工程共建成一二级主管网 19.3
公里，“还修建了三级入户支管 7 公里，实现场镇生

活污水全覆盖。”

“治污与生态补水双管齐下，水质从原来的劣

Ⅴ类提升到地表水Ⅳ类标准。”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王华春说：“同时实施河坝街景观工程，生

态景观公园目前已初具雏形，群众茶余饭后有了

好去处。”

“ 现 在 不 光 是 老 客 户 ，游 客 们 也 多 了 。”林 家 嘴 社 区 居 民 马 荣 在

河 边 的 酒 厂 生 意 越 来 越 好 ，“ 保 护 好 这 来 之 不 易 的 清 水 ，咱 们 得 一 起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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