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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主干道比以前宽敞多了。”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小黑垡村村

支书韩森，用手指着路对记者介绍。

眼前的小黑垡村，呈现一片安静祥和

景象……

韩森从小在小黑垡村长大，“为

啥我们村这么穷？”这个问题一直缠

绕在他心头。毕业后，韩森在城里找

到一份稳定工作，父亲让他回村接手

家 里 的 肉 鸽 厂 ；可 一 见 到 贫 穷 的 村

庄，他决心要为村民干点实事！

村里不少人疑惑：“一个不到 30
岁的小伙子能干好吗？”

担 任 村 支 书 后 ，韩 森 带 领 全 村

干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探索林下

经济，让“小树林”变成“聚宝盆”，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 我 身 子 骨 硬 朗 ，

韩 书 记 领 着 我 们 搞 林 下 经 济 ，我 一

年挣了 3 万多块钱呢！”63 岁的徐树

芝说。

小 黑 垡 村 党 支 部 还 牵 头 成 立 民

俗旅游专业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模式，建立“农户入股+保底分

红”的利益联结机制，依托 2600 余亩

林地资源，建成 97 个林菌大棚，种植

120 亩百合，50 亩胡萝卜、辣椒，养殖

5000 余 只 溜 达 鸡 ，为 村 民 带 来 了

实惠。

记 者 跟 随 韩 森 边 走 边 聊 ，说 的

都是村里人、村里事、村里的发展情

况 。 迎 面走来一位大爷，对韩森说：

“韩书记，一年麻烦了你不少事儿，分

红 也 收 到 了 ，全 家 都 十 分 感 谢 你 ！”

“ 快 别 这 么 说 ，有 你 们 的 支 持 ，咱 村

未 来 的 日 子 会 越 来 越 好 ！”韩 森 回

答道。

北京市大兴区——

特色产业强 农户光景好
本报记者 吴储岐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宋 宇

2 月 10 日，在四川眉山视高街道百花社区的儿童之家，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展掰手腕活动，快乐度

寒假。寒假期间，视高街道积极组织党员和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各种趣味活动，陪伴留守儿童，与他们一起欢度

假期。 张忠苹摄（影像中国）

前 两 天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白

云 区 江 高 镇 双

岗 村 村 民 姚 就

欢 来 到 村 里 的

卫 生 站 看 病

…… 她 的 风 湿

病 犯 了 ，双 手

关 节 疼 痛 难

忍 。“ 你 在 床 上

躺 好 ，我 看 看

你 的 手 指 和 舌

头，再帮你把把

脉 ……”卫 生 站

的杨医生，像老

朋 友 一 样 叮 嘱

说，让她焦躁的

情 绪 很 快 稳 定

下来。

“如今，在村

里看病，花钱不

多，取药也方便，

真 的 要 谢 谢 党

和 政 府 的 好 政

策 ！”姚 就 欢 高

兴地对记者说。

江高镇投入 200 万元，标准化建成

35 个卫生站，实现新的就医政策村级全

覆盖。现阶段，江高镇受惠的村民多达

5.7 万人，累计就诊 3.68 万人次，直接为

村民减负 110 多万元。

杨山村的谭莲，几年前患了高血压，

每天要吃降压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

拿到药，非常方便。”谭莲说。

江高镇卫生院副院长马韧凯说，目

前，从镇卫生院调配到村卫生站的 179
种药品中，已有 166 种纳入新的就医政

策取药清单，基本上能满足村民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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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谭作发时，他正和几位老

街坊聊天，“院子里有了长椅，安逸

得很！”75 岁的他是重庆两江新区人

和街道川东石油家属院 20 多年的老

住户。今年，他和邻居们收到一份

“大礼”——家属院改造完工了。

“路修好了，还有文化走廊。你

瞧，这楼梯都是防滑的咧！”谭作发说。此外，小区还

进行了外墙砖清洗、人车分流、雨棚更换、线路规范

和绿化升级。

老 小 区 大 变 样 ，是 街 道 干 部 和 居 民 协 商 的 结

果。“开了 4 次会，挨家挨户征求改造建议。”人和街

道规建办副主任许光静说。一场场征求民意的“院

坝会”下来，谭作发成为小区改造的志愿者，和大家

协商改造方案、监督施工。

人兴路社区党委书记潘前华告诉记者，“居民事

自己管，小区事大家管”渐成共识。

重 庆 两 江 新 区 建 设 管 理

局房管办主任王婧介绍，2021
年以来，两江新区启动 5 个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 600 余

户居民。“从一开始的不满意，

到后来的主动参与，居民满意

度不断提升。”王婧告诉记者，

2022 年，重庆两江新区将对所有老旧小区全面启动

改造，惠及更多群众。

2021 年，重庆全市新开工改造 1277 个城镇老旧

小区，实施棚户区改造 1.5万户。“听说，今年还要装电

梯呢！”楼下的长椅上，谭作发和邻居们满脸笑意……

重庆市两江新区——

小区换新貌 居民笑开颜
本报记者 崔 佳 常碧罗

清早，云南省临沧市南伞口岸广

场上，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声缓

缓升起，11 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

在国旗下庄严敬礼……“这是口岸每

天开始通关的仪式。”清水河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民警张新明说。

口岸外，出境货车排成长队，等

候口岸民警和海关人员清点检查货

物 。 检 查 完 成 后 ，身 穿 防 护 服 的 中

国司机，将货车开至两国交界处后，

迅 速 下 车 返 回 ，再 由 邻 国 司 机 接

手 。 去 年 ，清 水 河 出 入 境 边 防 检 查

站下属的 3 个口岸共通关车辆 19 万

余辆。

“我们站由 4 个执勤小组轮流负

责开展口岸勤务。”清水河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南伞分站站长任晓冬说。

长期和进出口车辆、货物接触，

工 作 人 员 需 要 严 格 遵 守 防 疫 规 定 。

“每个执勤小组执勤 30 天，其间实行

闭环管理，执勤结束后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再居家隔离 16 天。”南伞分站执

勤二队副队长刘思维说。

每次在口岸执勤时，刘思维心里总

觉得对家人有些亏欠：妻子喜欢花，去

年 11 月底去执勤前，刘思维种下了几

株花；等到 12 月他去执勤时，家里的花

正好开了……“家里开满鲜花，虽然执

勤的时候我不在家，妻子看到花，心里

也会高兴一点。”刘思维笑着说。

距 离 南 伞 口 岸 百 公 里 开 外 的 永

和口岸入境通道内，民警李子豪身着

防护服，正在对入境货车进行消毒检

查，车门把手、排挡杆……李子豪一

丝不苟。“我们是入境检查的第一道

防线，再小的地方都要检查到位。”

今年春节，李子豪主动报名了入

境检查专班工作。“等休假回家的时

候，我一定要给爸妈做一道他们最爱

吃的红烧鱼！”李子豪说。

云南省临沧市——

边防检查站 高效又平安
本报记者 沈靖然

水泥路连通村庄，渭河水穿村而

过……走进甘肃省渭源县渭河源村，

如同步入城里的小区。黛瓦白墙的

二层小楼前后成排，庭院里专辟空地

做花园，昔日堆放杂物的空地，如今

成了文化广场。

文 化 广 场 上 太 平 鼓 声 声 震 耳 ，

村 里 的 社 火 队 正 在 排 练 。 围 观 的

群众和排练的老乡，脸上洋溢着喜

庆 ，“ 如 今 ，农 民 收 入 大 幅 提 高 ，村

庄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村 支 书 张 晓

凤说。

“渭河源村土色红、土质松，过

去一下雨，地上就全是泥。”村民贾

志平说。如今，村里完成了道路硬

化 ，群 众 干 完 农 活 ，常 坐 在 巷 道 边

聊天。

近年来，渭源县投资 3.47 亿元打

造渭河源景区，发展文化旅游，让绿

水青山造福当地群众。

这 几 年 ，随 着 村 里 人 居 环 境 改

善，很多外出的人回来了。在外打工

多年的王立平回村后，把老屋装修一

新，开起了民宿，“一晚 120 元，4 间

房，常常是满客的状态。”王立平告诉

记者。

在王立平家院子墙根下，齐整整

码着好几袋子当归。“去年种了 3 亩，

亩产 400 多斤。”王立平家有 10 多亩

地，每年种 3 亩中药材，其余种马铃

薯和玉米等作物，“3 年一倒茬，药材

年年有，粮食岁岁收！这个组合，最

挣钱。”王立平粗粗一算，去年收入接

近 6 万元。

“村里还在规划 60 亩、投资 700
万元的木耳基地，惊蛰后就能投产。”

张 晓 凤 说 ，到 时 能 解 决 200 多 人 务

工，家门口上班挣工资，“盘活了地，

留住了人，咱们村民的日子，一定能

越过越好。”

甘肃省渭源县——

村庄环境美 村民日子甜
本报记者 王锦涛

福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航空港货运

站外，10 余辆卡车排成长龙静静等待；来

自台北的 CF210 货机一降落，福州海关随

即启动通关验放手续；经过防疫消杀和查

验，这批来自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鞋材

等被迅速运往全省各地……

“近年来，福建省内公司加大了从台

湾空运原料的力度。 2021 年，我们代理

对台报关单货值增长超过 20%。”福州庄

成报关有限公司经理林梅洪介绍。

忙碌的航空港货运站，是两岸贸易大

幅增长的一个缩影。来自海关总署的数

据显示，10 年间，两岸贸易额翻了一番：

2011 年 ，两 岸 贸 易 额 为 1600.3 亿 美 元 ；

2021 年 ，两 岸 贸 易 额 增 长 至 3283.4 亿

美元。

广西崇左市天等县天等镇，1000 多

亩成垄的美人椒苗开花挂果，一片葱翠，

“预计 4 月 1 日就可以丰收。”台商广西两

岸红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庄久

毅笑着说。

他来大陆投资种植“宝岛美人椒”近

8 年，近几年规模不断扩大，仅去年就分

别和北海、贺州签订了共计 3.5 万亩的种

植协议，“大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暖心的

惠台政策，助力我把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10 年 来 ，台 商 对 大 陆 投 资 稳 定 增

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台商

投资大陆项目共计 123781 个，实际投资

额 713.4 亿美元。

两岸金融合作持续深化。记者了解

到，2021 年，长春英利、南侨食品、华利集

团 、东 亚 机 械 等 6 家 台 企 在 大 陆 A 股 上

市，在大陆 A 股上市台企增至 46 家。与

此同时，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

供应链持续稳固，大陆台企生产经营总体

稳定，台商投资出现大项目多、科技含量

提高的积极变化。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

表示，这充分表明，台商持续看好大陆巨

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

生产制造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无论

是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的人为设限，

还是疫情等突发事件、偶发因素，都改变

不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客观需求

和不竭动力，更抹杀不了由此为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的巨大利益福祉。

扩大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是两岸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任

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两岸贸易额十年翻一番
增至3283.4亿美元

本报记者 张 烁 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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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圆片形的产品，对设备的稳

定性要求很高，芯片价格很高，如果成

品率达不到要求，就意味着整个生产都

会受到影响……”记者见到安徽文一三

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一部部长曹

杰（见上图，张俊摄）时，他正在开会，一

边讲解，一边比划着手里的圆片形产品

……

在半导体领域，芯片封装十分重

要。封装模具的制造，十分考验匠人匠

心。“芯片相当于人类的心脏，要防止潮

湿、碰撞等，因此，封装模具就如同为芯

片提供了‘盔甲和保护层’。”曹杰说，

“一点也马虎不得。”

1991 年，曹杰从技校毕业后，选择

到工厂当一名普通的模具钳工。锉削、

钻孔、攻丝、装配，车间里的活儿他几乎

都干过，手上的水泡一个接一个，厚厚

的茧子长了一层又一层，他从不叫苦叫

累。靠着执著认真的劲头，曹杰快速成

长为业务尖子。但他并不满足，利用工

作之余，研究起了模具。

1993 年，曹杰顺利从车间工人成

长为技术人员，开始在模具设计、评审

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不断深耕。

“产品设计时，内部不能有芯片和

经线的互联，如果产生空洞，稳定性就

会受到影响，导致气密性发生变化；塑

料和铜框架如果有微小裂缝，还容易受

到水汽侵蚀；流道或者交口不合理、前

期框架定性不合理，都会产生质量问题

……”曹杰介绍。

2009 年，曹杰接手了专门针对集

成电路模具的相关研究。“为了能够掌

握先进成熟的技术，我们不断地调研学

习，把成熟的零部件进行拆解、测绘，并

且结合国内适用性进行调整。”曹杰感

慨道，“研发的过程是反复验证的过程，

从成型、验证到量产，有时候甚至将做

好的设备推倒重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5 年开始，

随 着 市 场 逐 渐 接 受 ，每 年 都 能 收 获

3000 万—4000 万元订单。“订单基本上

要提前半年。”曹杰说。

紧跟国家需求，曹杰曾先后多次主

持参与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包

括 2015 年《集成电路自动冲切成型设

备》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等，并申请了多

项专利。“从模具制造来说，国内企业的

制造水平可圈可点，但是模具加工需要

机床等加工设备，在提升国产化设备精

度方面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矢志创

新。”曹杰说。

近年来，曹杰先后获得安徽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并于 2013 年

成立“曹杰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始了

传、帮、带工作。如今，一大批技术人员

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对模具研发，我有一份热爱和责

任，创新不止，脚步不停，真心希望能够

为国家半导体封装做出更多贡献。”曹

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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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从 事 集 成 电 路 封 装 模

具技术研发 20 多年，曹杰扎

根 岗 位 ，锐 意 创 新 ，带 领 团

队成功完成 6 项国家、省级

重大科技项目及标准制定，

为 提 升 我 国 相 关 产 业 技 术

水平做出了贡献。2017 年，

由 他 领 衔 的 工 作 室 被 授 予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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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2月 10日电 （记者曹玲娟）

2 月 10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 2022 年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视频会议。会议透露，

2021年上海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63.51万个，

正规就业规模创历史新高，达 1084.5万人。

2021 年，上海出台支持多渠道灵活

就业的政策措施，帮助 12054 名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帮扶 7.82 万

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帮助 10092 名

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实施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帮扶引领成

功创业 12787 人。

上海正规就业规模创历史新高 达 1084.5万人

春节假期刚过，杭州东站行客匆

匆，熙熙攘攘。“叮叮叮……”客运员

方柳懿的手机闹钟又响了，按掉闹

钟，她看了眼时间，赶忙拿起对讲机，

从车站的这头，飞奔到另一头，她要

去参与那里的检票工作……

跟着一路小跑，记者累得气喘吁

吁，像这样来回在车站穿梭，是方柳

懿这段时间的日常状态。

方柳懿是杭州东站的客运员，也

是候车室的小组长；这段时间的工作

就是配合组员完成各检票口的检票

工作。她的手机上设置了 56 个闹钟

——从前一天晚上 11:10 上班，到次

日中午交接班最后一趟车次。

“主要还是怕自己忘了时间，耽

误工作。”方柳懿解释道，最近列车

多，客流量大，检票任务也比平时重

了不少，“我用不同颜色的水笔在车

次表上做了标注，把车次熟记于心。

为了确保百分百不出错，还是要设闹

钟提醒自己。”

跑到检票口，她马上投入工作状

态：“请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旅客

这边排队……”一手拿着小喇叭，一

手引导旅客有序排队。“要把握好检

票时间做好旅客引导，还要提醒旅客

别走错方向。”她向组员嘱咐道。

“这是我经历的第八个春运了。”

在方柳懿看来，工作虽辛苦，每每看着

旅客安全上车，心里又觉得很满足。

方柳懿一边说着，一边吃着同事给她

准备的午餐——两个包子，一袋豆浆。

“ 叮 叮 叮 ……”闹 钟 再 次 响 起 ，

她赶忙擦擦嘴，又飞奔前往下一个检

票口……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东站——

繁忙检票口 引导有技巧
本报记者 窦瀚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