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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贵州大地染上一层新绿。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土溪镇田间地头

机器轰鸣，村民刘从猛正忙着翻耕，为今年

的高粱种植做准备。“现在育苗、化肥都准

备齐了，就等着移苗。”刘从猛说，“今年家

里近 30 亩山坡荒地都准备种上高粱。”

刘从猛口中的“高粱”是贵州本地特有

的红缨子糯高粱，淀粉足、耐蒸煮，是酿酒

的好原料，不少公司抢着要。他所在的龙

台社区，2019 年开始推广高粱种植，种植面

积从不足 1000亩，到今年预计突破 1万亩。

“高粱种子是公司免费送的，收购有公

司的保底价，不愁销路。”刘从猛介绍，今年

本地的酿酒公司和他签了合同，按保底价

6.6元每公斤收购，并提供种子和技术，高粱

成熟后，若市场价高于保底价，则按市场价

收购。

以遵义为主产地，贵州发力种植红缨

子糯高粱。高粱作为酱酒生产和酿造的主

要原料，已成为贵州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

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2021 年，贵州省实

现 白 酒 产 量 34.8 万 千 升 ，比 上 年 增 长

30.5%左右，规模以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达 40.7%，实现较快增长。

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指

出，发挥赤水河领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

主产区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

地，要做优做精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快现代

种业、特色优势杂粮、优质稻推广。

贵州抢抓机遇，优化调整白酒产业布

局，培育骨干龙头企业，发展相关配套产

业，打造产业集群。

吴会作在浙江务工多年，如今回乡种

起高粱。“高粱全身是宝，剥籽的高粱穗可

以做扫帚卖，秸秆可以卖给饲料厂制牛饲

料，都成一条产业链了。”吴会作笑言，如今

自家已经搞起了养殖业，再干上种植业，收

入一点不比在外打工差，还能照顾老人、小

孩，“端稳了‘农业饭碗’，家门口就能致富。”

乘势而为，茅台、贵州珍酒等重要酱酒

企业着力打造和扩大高粱种植基地。“红缨

子糯高粱是我们酿造酱香型白酒的基础，

也是我们最重视的产业链源头。”贵州珍酒

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东说，2021 年，

公司在遵义市发展 13 万亩红缨子糯高粱

基地，今年将突破 20 万亩。公司还将加强

对农户的指导和培训，提升优质农产品品

牌 价 值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助 力 乡 村

振兴。

贵州大力推广高粱种植

做强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汪志球

“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285 万 人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26%。”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说。

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未来，还有

哪些稳就业政策举措？如何更好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4 月 27 日，人社部举行一季度新

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疫情

影响持续，对就业造成了一定压力。但经过各

方面共同努力，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85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26%；全国城镇调

查 失 业 率 平 均 值 为 5.5% ，与 上 年 同 期 基 本

持平。

“尽管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但就业局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依然具备许

多有利条件。”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

嘉说。

陈勇嘉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坚

持把就业摆在“六稳”“六保”首位。接下来，随

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显效，

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减负稳岗扩就业各

项措施深入实施，重点群体帮扶和就业服务

力度不断加大，都将有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特困行业

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加大失业

保险支持稳岗和培训力度。人社部失业保险

司司长桂桢介绍，具体举措可归纳为“降、缓、

返、补、扩”5 个方面，即延续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加大缓缴社保费力度，提高稳

岗返还标准，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补助力度，延

续实施扩围政策等。

“下一步，人社部将会同财政、税务等部

门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指导，优化服务，推动

失业保险各项惠企利民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桂桢说。

努力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我们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落

细稳就业举措，努力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陈勇嘉说。

全力支持企业稳定扩大就业。人社部将落实失业保险支持稳

岗和培训系列举措，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对部分特困行业实行社会保险费阶段性缓缴政策，提高中小微

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继续实施企业吸纳重点群体补贴政

策，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稳定扩大企业吸纳就业规模。

全力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陈勇嘉介绍，人社部将通过

加强创业培训和服务，落实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

开展“中国创翼”大赛系列活动，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完善灵

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推进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零

工市场建设，优化灵活就业招聘服务，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聚焦困

难问题，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城乡基层岗位募集计划，接

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和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

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扎实做好服务保障。稳定农民工特别是脱贫

人口务工规模，加强地区间劳务协作和信息对接，推进劳务品牌建

设，实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搬迁大型安置区就业帮扶行

动。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健全就业援助机制，开发一批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

全力开展系列招聘活动。延长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民营企业

招聘月活动，提前启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提高劳动力市

场热度。畅通信息发布、简历匹配、远程面试等线上服务，稳妥有

序举办线下招聘会，促进供需匹配。

全力优化服务培训。完善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机制，助力重点

企业复工复产，努力缓解“招工难”问题，畅通就业服务和政策申领

在线办理，推广“打包办”、不见面办，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深入实

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瞄准市场需求，大规模开展重点群体、重点

行业专项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1076 万新高，促进就业的任

务更重。今年年初，人社部组织开展了“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

动。截至目前，各地共组织各类活动 1 万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近

500 万个，服务毕业生近 6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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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葛孟超）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经常

账户顺差 895 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 2.1%，继

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一是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趋势。一季度，我国国际

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1450 亿美元，为历年同期最高值。其

中，货物贸易出口 80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进口 658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二是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一季度，服务贸易

逆差 1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三是直接投资保持较高水平净

流入。一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 650 亿美元。其中，来华直接投资

净流入 1070 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420 亿美元。

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895亿美元

本报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刘志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

到：今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完成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 6360 亿元，同比增长 9.8%，增速较去年四季度加快 1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适度超前开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积

极推进重大项目，交通投资规模保持高位运行。

公路方面，广东深中通道、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四川沿江高

速、江苏常泰过江通道、新疆乌尉高速等相关区域重大战略项目加

快推进，乌玛高速宁夏惠农至石嘴山段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新疆精河至阿拉山口高速公路等一批国高项目建成通车。

水运方面，引江济淮航运工程、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

工程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天津港北航道及相关水域疏浚提升工

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

综合交通枢纽方面，湖南长沙黄花机场综合客运枢纽全面开

工，海口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进度超过 70%，湖北鄂州国际物

流核心枢纽主体工程接近完成，杭州亚运会重要交通配套工程杭

州西综合客运枢纽主体结构施工基本完成。

一季度交通投资同比增长9.8%

4 月 25 日，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新馆开馆。新馆展厅面积

1.3 万平方米，包括 10 余个主题展区，以多种形式展示重庆的

风土人情及未来规划。图为一名小朋友在重庆市规划展览

馆新馆参观游览。 李洪波摄（影像中国）

开馆啦
本版责编：唐露薇 巩育华 张伟昊

本报天津 4 月 27 日电 （记者乔杨、

武少民）近日，天津通过发放消费券、加油

补 贴 等 措 施 ，惠 民 暖 企 ，释 放 消 费 市 场

活力。

和 平 区 2022 年“ 惠 民 暖 企 畅 享 和

平”促消费活动于 4 月 27 日正式启动。活

动发放的消费券包含“平台消费券”等，首

期“平 台 消 费 券 ”分 为“餐 饮 券 ”及“通 用

券”。市民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等平台

参与活动，领券后可在参与活动的和平区

商 场 、超 市 、餐 饮 等 商 户 享 受 消 费 立 减

优惠。

河西区将举办贯穿全年的“活力河西·
都市消费嘉年华”系列促销活动。首期活

动以“助企惠民 乐享河西”为主题，通过

政府补贴、商场促销等形式，带动全区重点

大型综合体和各类商户开展多项优惠促销

活动。活动将于 4 月 30 日启动，为期 1 个

月，计划投入金额超 1000 万元。

4 月 27 日，西青区 2022 年首期汽车促

消费活动启动，活动将发放总额 1000 万元

的汽车消费券。此外，西青区政府还将联

手合作银行为消费者提供购车补贴、加油

补贴等。

天津多措并举释放消费市场活力

指尖如舞，嫩绿的茶尖翩翩入篓，36 岁

的龙秀梅手法娴熟，采茶正忙。

龙秀梅家在湖南省古丈县翁草村，4 年

前，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送来“白叶一号”茶

苗，帮助翁草村发展起 500 亩茶园。

寒来暑往，茶苗成树，已进入丰产期。

“打这往后，茶树年年能生金了。”龙秀梅很

是欣慰。

与龙秀梅一样，因安吉捐赠的茶苗走上

致富路的，还有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

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雷山县的 6600
多名低收入农民。

持续推进“先富带后富”，安吉倾力帮

扶 。 受 捐 地 也 铆 足 了 劲 将 茶 产 业 做 大 做

强。“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的故事，4 年

来一直在书写，不断开启新篇章。

“先富”饮水思源—

一株茶苗连山海

4 月末，翁草村的茶叶已采摘完。看着

卡里新发的工资，龙秀梅心怀感激，“这得感

谢安吉黄杜村的好人们！”

2018 年 4 月，黄杜村 20 名农民党员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

况，提出捐赠 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就此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

恩”，这句话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

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

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黄杜村村民备

受鼓舞：“我们一定把这件好事办好！”

“‘钱博士’，茶园这块土地秃掉了，怎么

办？”4 月 24 日下午，安吉县农技专家钱义荣

接到贵州省沿河县中寨镇大宅村茶农田红

军打来的视频电话。

钱义荣放下手头活计认真查看，“我上

次到你那里时，就提过‘要注意涵养水土’。

茶园锄草锄得太干净，沟渠配套又没跟上，

造成水土流失了。我马上发一个沟渠建造

方案供你参考。”

受疫情影响，钱义荣近期不能像往年一

样到现场蹲点解难，视频会诊便成了常态。

半个多小时，钱义荣查出茶叶“病症”4 项，

为中寨镇 3 个村的农户解决了技术难题。

“安吉来的老师是真用心。”说起黄杜村

的帮扶故事，四川省青川县青坪村的茶农强

锡香几近哽咽。

“白茶苗种下的第二年，特别愁人。我

们这儿海拔高、天气冷，茶苗长得慢。”那段

时间，强锡香急得上火。“黄杜村旭飞茶场负

责人杨学其知道后，立刻赶来村里指导，和

山上的农户同吃同住半个月。哪晓得水土

不服加过度劳累，他中耳炎发作，耳朵都听

不见了。可他也犟得很，只休息了一周，又

忙了一个月。”

4 年来，像钱义荣、杨学其这样的茶专

家，湖州市共向各受捐地派出 97 批次、561
人次。

“今天采的茶青一份不落，有多少收多

少！”最近一个月，白茶迎来采摘期，贵州省

沿河县中寨镇志强村的白茶基地人头攒动，

茶青收购点排起长龙，村党支部书记张勇喜

上眉梢。

“扶贫茶”全部由浙江茶叶集团包销，并

注册了“携茶”商标。从育苗、送苗到种植基

地选址，再到种植、管理、加工、营销，安吉对

受捐地全程帮扶。

2021 年 5 月，安吉县还联合 3 省 5 县成

立“白叶一号”乡村振兴党建联盟，开展行政

村结对共建。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

杨卫东说：“通过党建联盟，我们进一步加强

了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产业共兴

等方面交流，为探索绿色低碳共富之路注入

了强劲动力。”

“后富”扬鞭奋蹄—

撸起袖子加油干

海拔 1600 多米的乌龙山，1500 亩茶园

层层叠叠，满目滴翠。一场春雨滋润，更显

芽翠叶嫩。这里是贵州省普安县的“白叶一

号”茶园基地。

今年 3 月 15 日以来，基地每天都有六七

十人上山采摘茶青。

“有一芽一叶的，还有一芽两叶的，得严

格按要求来。”46 岁的张梅是普安县地瓜镇

屯上村的脱贫户，自打茶园建成一直在基地

管护茶苗，“人家又捐茶苗又派人指导，就为

帮我们脱贫致富，自己不得更用心？”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带“后富”，

更需要后富地区自己加油实干，受捐地的茶

农们为做好茶产业也铆足了劲。

谷雨时节，四川省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

的村民正抢摘最后一批白茶鲜叶，强锡香是

最认真的一个。

村民们给记者讲述了强锡香的一则往

事：那是 2019 年春，青坪村的白茶迎来种下

后第一场春旱，茶苗迟迟不见长，强锡香急

得不行。听专家说，白天给茶苗浇水会烧

苗，“那阵子强锡香早上 4 点起床浇水到 8
点，等到晚上 7 点气温低了，又浇到半夜。

每晚打着手电筒，一瓢一瓢地浇。”

夏天热，就搭建遮阴网、插树梢；秋季来

了雨，就挖沟起垄……4 年来，农技专家指

导得精，强锡香学得勤，光是种茶笔记就写

了好几本。

不只种茶、采茶卖力，受捐地许多茶农

还有了新想法——借鉴安吉白茶区域品牌

的发展经验，依托产业发展联合体，开展茶

叶深加工、做好茶旅融合。

雷山县高岩村正谋划建设自己的加工

厂，尽可能提升茶叶附加值；古丈县翁草村

正把山水林田、苗族文化和茶文化结合，近

两年新增民宿、农家乐 8 家；青川县青坪村

“白叶一号”茶叶种植基地搭建起 5G 实时监

测平台，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土壤传感设备

和土壤墒情监测设备。青川县茶产业发展

事务中心主任马浩强说：“原来茶山多是粗

放型经营，现在有了‘白叶一号’示范，所有

茶山的精细化水平提高了不少。”

截至 2021 年底，3 省 5 县在茶园管护及

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超过 2 亿元。

今年，3 省 5 县 6217 亩“白叶一号”扶贫苗传

来最新消息：共计采摘鲜叶 6.5 万余斤，产值

超过 770 万元，2064 户 6661 人受益。

“共富”开启新篇—

互助精神永相传

3 省 5 县的茶农，心里各有一本账。

“多亏了安吉白茶，我在家门口干活，一

年收入也能到 2 万多元。现在，家里的债还

了，新房也建了。今后有条件，我还想发展

民宿呢。”龙秀梅满怀憧憬。

贵州省沿河县志强村村民符开霞却有

点后悔，“之前报名租了 4 亩，前两天刚采完

茶青，卖了 1 万多元，没想到这么挣钱。哎，

早知道多租几亩！”

如今，四川省青川县涌现出一大批从

事茶业加工的企业，这让青川县茶叶公司

经理雷万春信心满怀。“将鲜叶通过加工、

筛选、分级、包装，附加值至少增加 3 倍，我

正计划再增加茶园面积，做强‘白叶一号’全

产业链。”

安吉白茶种植的“朋友圈”眼下已不限

于 3 省 5 县。今年，应四川省金川县请求，安

吉县正在金川县安宁乡高海拔地区试种“白

叶一号”，并同步展开技术攻关。这也是“白

叶一号”首次走进川西高原。

安吉“扶贫茶”的带动作用正在强化。

截至目前，普安县新增白茶 1.1 万亩，沿河县

新增白茶 4150 亩，多地正全力将茶产业做

成当地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觉得，“我们

还可以做得更多”。不久前，黄杜村作出决

定：今年再向中西部地区捐赠“白叶一号”茶

苗 1380 万株，建设标准茶园 4600 亩。

得知安吉县准备再捐 200 万株茶苗，湖

南 省 古 丈 县 默 戎 镇 决 定 再 流 转 500 亩 土

地。从发动群众到签订协议，不到一周。这

样的速度，让默戎镇党委书记张铮很是感

慨，“群众的支持配合力度这么大，说明茶苗

的帮扶成效早已深入人心。”

更令人欣喜的是，翁草村百姓也将“先

富带后富”的精神继续传了下来。

“今年秋天，200 万株茶苗种植后，我们

将把‘白叶一号’种植培管的关键技术传授

给夯娄村，并随时上门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

服务，带领夯娄村的乡亲们也致富。”翁草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石流堂说。

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这个“先富帮

后富”的故事，还在续写。

（本 报 记 者李中文、方敏、王云娜、苏

滨、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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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捐赠茶树进入丰产期，惠及3省 5县 6600多人

绿叶生“金”富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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