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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贵州遵义市湄潭县永

兴镇的万亩茶海，绿浪扑面而

来，空气中充满茶树清香。循

着动听的山歌，记者见到了村

民 张 桂 芳 。“ 美 丽 乡 村 越 建 越

好，现在农村环境也越来越好

了。”张桂芳说。

如 今 的 遵 义 ，正 从 5 个 方

面发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产业

振兴、推进乡村建设、提升乡风

文明、推进改革试验、建设人才

队伍，努力实现生态美环境优、

生产美产业强、生活美百姓富。

乡村环境美起来

眼看客人进屋，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河口镇车田村村

民向志月赶忙倒茶。“橘子树挺

好看”“屋边的菜园挺好看”“房

前屋后的花草挺好看”……打

开话匣子后，“挺好看”成了向

志月的口头禅。据了解，县里

去年投入 30 万元，把村庄好好

地改造了一番，这让向志月很

高兴。

“吃穿不愁了，就盼着生活

环境美起来。”向志月介绍，以

前村里泥巴路随处可见。2021
年，县里投入 30 万元建设、改

善车田村的基础设施，村民们

也量力而行投劳、投物、投钱。

因为村里老橘树多，政府又发

放 了 3600 株 树 苗 发 展 庭 院 经

济，让每个庭院都种上橘树、蔬

菜、花草。

乡村振兴要有长远规划。

河口镇党委书记张国勇说，除

了满足村民对生活环境的更高

要求，还要兼顾生态保护、经济

发展与文明乡风涵养。一个个

村子旧貌换新颜，将形成规模

效应，逐渐擦亮“车田庭院”招

牌，还能为穿村而过的梅江河漂流旅游项目开发做好准备。

杂乱的农家小院如今瓜果飘香，既美化了环境又助力增

收。茶树、香葱碧绿连绵，村舍、炊烟相映成趣……“丰年人乐

业，陇上踏歌行”，这样的美景没有让返乡创业的张晓失望。

2017 年，她回到湄潭县鱼泉街道新石社区偏岩塘组，投入 200
多万元做起了民宿。生意红火超出预期，偏岩塘如今已有民

宿、农家乐 58 家。“返乡创业，就是瞄准了人们体验田园生活

的需求。”张晓说。

遵义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张大亮介绍，截至 2021 年，遵义

市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44.54%。

产业兴旺助增收

贵州茶园面积有 700 万亩，而湄潭的茶园面积约占全省

的 1/10，是名副其实的“贵茶”第一大县。湄潭的脱贫，茶产

业起到很大作用。如今从事茶产业的人数达到 8.8 万户 35.1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3。

2021 年 5 月，从省委办公厅到湄潭县兴隆镇庙塘坝村担

任第一书记，王学勉踌躇满志。没想到，一圈走下来却并不乐

观：农民脱了贫衣食无忧，却无法进一步提高收入。

王学勉动起了脑筋：一是和县里茶企合作，投入 350 万元

改造升级建设有机茶园，做出口茶，每亩可增产 5000 元到 1 万

元；二是争取 100 多万元建可视化茶叶加工厂，改变只卖茶青

的现状，延长产业链，把产值留在农村、留给农户；三是充分发

展林下种植养殖，目前已开展黄精种植和养蜂产业。

提质量、上规模，多元化、创品牌……王学勉觉得，虽然已

是支柱产业，但湄潭茶产业依然任重道远。

湄潭有茶，道真有菇。

近年来，道真县发力食用菌，2021 年完成菌棒生产 1.5 亿

棒，产值达 7.18 亿元，带动全县 6000 余户从事食用菌种植，3
万余人增收致富。道真县县长曾伟觉得，要持之以恒把食用

菌做大做强。目前，投资 4.5 亿元的食用菌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

“种菇，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看着长势喜人的香菇，

道真县玉溪镇淞江村食用菌产业园的郑代志说，他租了 3 个

棚，政府每个棚补贴 8000 元，自己投入 14 万元，3 个棚两年可

挣 20 万元。看到县里如此大力扶持食用菌产业，郑代志决定

增加大棚数量。

秉持培育新品种、引进新技术、发展新模式、形成新业态、

实现高效益“四新一高”发展理念，遵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重

点培育茶叶、辣椒等产业。其中，茶叶、辣椒种植面积位居全

省第一，农业全产业链不断完善。

数字赋能开新路

余庆县白泥镇魁龙村，周华祥家门口的铁门牌换成了一张

二维码门牌。这个门牌可以登记往来行程，报备事项，甚至为

农产品找买家，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办。闲来无事，周华祥也喜

欢扫一扫，了解了解政策信息，看看有啥新增服务。

一个小门牌，背后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大布局。2021 年，

《余庆县“数字乡村”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发布，打造“e
在农家”数字乡村云平台，汇集数据信息，打通乡村数据壁垒。

余庆县发改局副局长倪思友说，数字化是未来乡村治理

的大趋势，难点是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要重点抓好培训，“让

数据替农民跑腿，提升农民获得感。”

在湄潭，村民自治组织的制度改革也如火如荼，文明的乡

风日渐形成。

郑显丽是湄潭县兴隆镇梁桥村梁桥寨村民自治组织管理

员，每天的工作是巡查寨子里的蓄水池及自来水管网，遇到问

题第一时间报备和处理。

2004年，湄潭县 3228个生产队被整合成 1009个村民组，新

成立的村民组的人数大大增加，可依然只设一个组长管理。湄

潭大胆改革，把 1009 个组重新划分成 1112 个寨，每个寨成立村

民自治组织，管理员由原组长或新聘乡贤担任，办事员绝大部分

由县有关部门聘任的路管员、护林员、水管员等担任。

新模式让财政支出增加 300 余万元，但小投入换来好效

果，特别是脱贫攻坚期间建的大量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有了管

护。“乡村不断在变，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探索也不

能停。”湄潭县委书记沈建通说。

贵
州
省
遵
义
市
铺
展
乡
村
振
兴
画
卷

—

发
展
县
域
经
济

培
育
文
明
乡
风

本
报
记
者

汪
志
球

黄

娴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 岩 宋 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

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发挥基金

会在公益帮扶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聚焦促进教育发展，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放开手，让孩子们尽情探索；伸出手，

给孩子们引导帮助；拍拍手，为孩子们的成

功喝彩。”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幼儿

园教师林志丽说，“这句话，是我在参加‘同

心共励，缔造未来’‘一对一’网络学习交流

活动时看到并记下来的，对我的日常工作很

有帮助。”

“ 同 心 共 励 ，缔 造 未 来 ”“ 一 对 一 ”网 络

学 习 交 流 活 动 ，是 中 国 宋 庆 龄 基 金 会 面 向

彭 阳 县 幼 儿 教 师 搭 建 的 具 有 针 对 性 、精 准

性和实效性的幼儿教育互学互鉴平台，助力

彭阳学前教育发展。“这次学习，让我学到了

新的教育理念和知识，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

今后努力的方向。”彭阳县第三幼儿园教师

晁娜说。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 2001 年起开始定

点帮扶彭阳县，20 多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始终把助力彭阳县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在助学助教、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扶贫等多个领域开展公益帮扶，累计投

入扶持资金、物资共计 7500 余万元，定点帮

扶工作硕果累累。

教育是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一直在探索扶贫扶志扶智相结

合的帮扶项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持续实施

“贫困大学生助学金”项目，在彭阳投入 405
万元资助 950 余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援

建“智慧课堂”等，完善当地基础教育设施；开

展教师能力提升“互联网+教育”专题培训，

为基层教师带来新的教学理念；联系捐赠学

习文具、书籍等，助力彭阳县开展青少年科普

教育、提升学生德育美育体育水平……“通过

教育走出大山”，不仅是父母对孩子的寄望，

也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彭阳县投入力度最

大的扶贫方向之一。

服务保障人民健康，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清晨，彭阳县第一小学学生徐娜走进学

校。两年前，这个戴着眼镜的小姑娘腼腆羞

涩；如今，摘下眼镜的她自信开朗。

基于在开展青少年教育和公益医疗方面

的优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彭阳县开展“青

少年视力关爱”公益项目，累计对 1.2 万多名

青少年进行视力筛查，为眼疾患者进行免费

诊疗，徐娜便是其中的受益者。

作 为 中 国 宋 庆 龄 基 金 会 的 常 务 理 事 ，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多次带领团队

参 与 基 金 会 组 织 的 筛 查 、义 诊 、手 术 、宣 讲

等 公 益 活 动 ，面 向 青 少 年 科 普 预 防 近 视 的

知 识 。“我 们 愿 同 更 多 爱 心 机 构 携 手 ，为 我

国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贡献力量。”魏文

斌说。

“青少年视力关爱”公益项目使云南、新

疆、贵州、四川、宁夏、甘肃、江西等省份的 22

万多名青少年受益。同时，该项目还携手同

仁医院专家团队，通过开展眼科培训，为基层

医院“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长久惠及

当地居民。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年

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打造公益品牌项目“健

康中国行”，以健康扶贫、患者援助、医学教育

等领域为重点，组织 30 余家全国三甲医院专

家团队，赴 18 个省份 50 余家县级医院，培训

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义诊活动，超 1.6 万名患

者直接受益；在湖北、云南、西藏援建 10 家妇

幼保健院，为江西、新疆 154 所卫生室配备医

疗设备；为青海、河北等 20 个省份 222 所基层

医院捐赠 240 辆救护车……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广泛汇聚社会资源，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为保障人民健康、提升群众福祉作出积极

贡献。

积极实施产业帮扶，
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我的梦想就是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

界。”贵州凯里市三棵树镇季刀村的陈琴是当

地苗绣发展带头人，她不仅组织了村寨的绣

娘节，还找订单、开网店，为绣品打开销路。

如今，她的梦想正逐步成为现实。

苗族刺绣色彩斑斓、造型优美，是苗族

文化重要载体之一，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 3 月，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女性幸福基金，实施苗

绣村寨扶持项目，帮助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妇女特别是苗族妇女改善生存状况、增加

致富途径，同时更好地传承、保护、发扬当地

传统手工技艺。项目投入 900 余万元，帮助

17 个 贫 困 村 寨 发 展 苗 绣 产 业 ，培 训 绣 娘

2000 余 人 ，将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与 助 力 产 业 振

兴 结 合 ，努 力 促 进 指 尖 技 艺 向 指 尖 经 济 转

化 ，带 领 绣 娘 们 绣 出 一 条 发 展 产 业 致 富 的

新路。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组

织的中国苗绣公益展走向海外，吸引诸多品

牌与项目合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2021 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苗绣项目入

选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

型”。苗绣村寨扶持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继续帮助苗族妇女提高刺绣技艺，带动

绣娘们成为苗绣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的带

头人。

“我们要把苗绣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市

场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发展。”绣娘杨琼说。

积极引导公益项目和资金投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向革命老区、中央苏区、

边疆民族地区倾斜，整合百余个公益项目，着

力打造“10+1”特色公益项目品牌；连续 3 年

举办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开展“乡村振兴

我代言”“乡村里的一堂课”等公益活动；举行

“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对口帮扶”系列活动，在

西藏那曲、贵州毕节、青海玉树等地开展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的脚步坚定而有力。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杭元祥表

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继续充分发挥公益

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持续探索公益事业

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为乡村振兴汇聚公

益力量。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汇聚爱心力量 托起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杨 昊

“又献血了？来，快来吃点东西！”侯晓珂

（见上图，资料照片）一到公司茶歇区，同事们

便笑着围上来，给她端上蛋糕点心。

在公司，侯晓珂的献血事迹人人皆知。

最近 5 年，这名 90 后姑娘累计献出 9900 毫升

Rh 阴性血。

侯晓珂开始义务献血，始于一条短信。

2017 年，侯晓珂来到武汉一家公司工作。她

在一次义务献血后，收到了一条署名为沈剑

的陌生人短信。沈剑是武汉稀有血型爱心之

家的负责人，邀请她成为长期的献血志愿者。

沈剑告诉侯晓珂，在我国，拥有 Rh 阴性

血型的人仅占 0.34%，这一血型因稀有而被

称为“熊猫血”。

对此，侯晓珂的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

后来，她又犹豫：“万一是真的，我不加入的

话，很多人岂不是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思

来 想 去 ，她 决 定 先 加 入 志 愿 者 QQ 群 观 察

一下。

侯晓珂发现群内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商量

如何献血救人的，她很受感动。几天后，她主

动加入自愿无偿献血队伍。她了解到，武汉

稀有血型爱心之家是稀有血型献血者自发成

立的爱心组织，由武汉市血液中心派专人进

行日常管理。“我觉得拥有稀有血型是幸运

的，我应该用爱把这份幸运传递出去。”侯晓

珂说。

成为志愿者后，侯晓珂积极主动献血。

然而，侯晓珂从小最怕打针。“一想到献血能

换来别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就觉得这点痛还

是挺值的，咬咬牙就过去了。”侯晓珂坦言。

侯晓珂是家里的小女儿，又是独自一人

在武汉。河南老家的父母起初很担心：献血

次数多了，会不会影响健康？“爸爸，你在医院

工作，那些救命的血也有很多是别人献的。

别人能献，我肯定也没问题啊！”侯晓珂这样

安慰着父母，“再说，我如果生病需要输血，谁

来给我献？还得靠拥有‘熊猫血’的朋友互帮

互助啊！”侯晓珂的父母虽然心疼她，最终还

是理解了她。

除了家人的理解，同事的支持也让侯晓

珂非常感动。去年 1 月，因为一次紧急献血，

侯晓珂的请假不仅立刻得到批准，而且还受

到了单位的表扬，同事纷纷点赞。

这些年，侯晓珂获得了不少荣誉，更结识

了很多朋友——同是稀有血型的爱心人士。

他们彼此分享献血经历，互相鼓励。据了解，

2002 年武汉稀有血型爱心之家刚成立时，只

有 54 名志愿者，如今已发展到 2000 余人，其

中 800 余人组成了应急保障队，随时待命。

日前，侯晓珂还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我只是觉得，要从我做起，帮

助更多人。”侯晓珂说。

坚持义务献血的90后姑娘侯晓珂——

“从我做起，帮助更多人”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守望R

本报济南 4月 28日电 （记者侯琳良）28 日，山东青岛市

72 个总投资达 40 亿元的历史城区保护更新项目集中开工。

今年青岛市发起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把历史

城区保护更新作为三年攻坚行动的“一号工程”集中推进。

据介绍，开工的这批项目为期三年，主要集中在青岛市

南、市北两个老城区。近年来，随着产业及人口转移，老城区

面临着产业萎缩、建筑破败的困境。青岛市三年攻坚行动将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保护，保留城市的历史印记。

目前，青岛市组织专家智库等专业力量，先后查阅档案

资料 3000 余份，对 100 多栋重点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将 500
多项文史研究成果充分运用于修缮施工、招商引资和旅游

产业发展。

据了解，青岛市三年攻坚行动共分为 8 个任务，既有老

街区城市更新、低效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的再开发，也涉及

1000 多个老旧小区的环境改造和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三

年攻坚行动将啃下不少硬骨头，对老城区进行修缮保护，将

推 动 青 岛 的 城 市 建 设 迈 上 新 台 阶 。”青 岛 市 委 主 要 负 责 同

志说。

青岛 72个历史城区保护更新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北京 4月 28日电 （记者亓玉昆）28 日，全国扫黑办

举办第三次扫黑除恶常态化推进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

组织犯罪法》宣传贯彻启动仪式，部署启动反有组织犯罪法宣

传贯彻工作。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表示，5 月 1 日

将正式施行的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

规范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法律，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标志

性成果，是常态化扫黑除恶的法治保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把宣传教育贯穿到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去，不断提升常态化

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宁介绍，反有组织犯罪

法的出台对于进一步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全国扫黑办已将宣传贯彻反有组织犯罪法列为

2022 年常态化扫黑除恶“十件实事”的第一件实事。

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贯彻工作启动

日前，北京冬奥公园与首钢园在高线公园、冰雪森林和首钢大桥下 3 处节点实现互联互通，冬奥场馆、工业遗存、自然山

水在这里实现融合。未来，这片区域将被打造成传承奥林匹克文化和体育精神的“体育+产业”示范区，为奥运场馆赛后利用

积累经验。图为冬奥公园湿地与首钢滑雪大跳台。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