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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迎盛会”，歌声锣鼓响起来，民

俗舞蹈跳起来，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乐化镇新庄村的文化广场上，一派欢乐气

氛……

“党的政策真是好，硬化道路组组通，装

上路灯处处亮，改水改厕环境美，乡村生活真

舒心。”村民万本监道出了乡亲们满满的幸

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

而建，必须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努

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

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

农 村 发 展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发 生 历 史 性 变

革。放眼锦绣山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公共

服务提标扩面，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一个个美

丽乡村宜居宜业，成为乡亲们幸福生活的美

好家园。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山乡巨变焕发新颜

丰收田野，最美画卷。

浙江省浦江县杭坪镇大塘村高山番茄基

地里，种植户李国强忙个不停：“今年抗旱夺

丰收，小番茄亩产值预计能超过 4 万元。”

小番茄能长成致富果，离不开这几年村

里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大塘村党支部书记李

训盛说，村里建起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产

业路通到地头，宽带网络畅通，小番茄搭上电

商快车畅销江浙沪，种植户户均年收入超过 8
万元。

大塘村是个缩影。10 年间，各地区各部

门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持

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广袤农村处处呈

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四好农村路”不断延伸，广大乡村

因路而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投入 34628 亿

元，新改建约 253 万公里农村公路，具备条件

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

路。乡村建设行动实施以来，乡村道路不断

往村覆盖、往户延伸，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改

建农村公路 6 万公里，同比增长 17.7%。路通

百业兴，各种要素加速汇聚，流动的乡村活力

焕发。

——“吃水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好

日子“水到渠成”。

午饭时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

邓楼村村民王士涛打开自来水，淘米煮饭。

“过去吃水用水都看天，如今家里啥时候用

水，拧开水龙头就行。田间水渠畅通，旱能

浇、涝能排，丰收有底气。”王士涛说。

补上水利短板，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活

水。困扰亿万农民的“吃水难”问题得到历史

性解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4%。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37 亿亩，生产了全国

75%以上的粮食和 90%以上的经济作物。

——乡村发展条件明显改善，富民产业

拔节生长。

金秋时节，柑橘飘香。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西乡塘区双定镇义平村，信立柑橘合

作社负责人卢若正对着直播镜头推销沃柑。

这些年，网络、物流畅通，区里在各村建起电

商服务站。卢若顺势搞起直播带货，合作社

的品牌沃柑扩种到 1.2 万多亩，去年产值 2 亿

多元。

基础设施改善夯实发展基础，乡村富民

产业做大做强。10 年来，全国农产品加工企

业营业收入近 25 万亿元，累计培育了 80 个年

产值超 100 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 个

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了

一批乡村产业发展高地。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各地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压茬推进，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告别脏乱差，拥抱洁净美，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陕西省子洲县马岔镇马岔村，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院子里辣椒、西红柿等时

蔬长势正旺。“村里开展清洁行动，乡亲们一

起动手，进行卫生大扫除、垃圾大清理、环境

大整治。一些乡亲乱丢垃圾的陋习也都改

了。”谈起村子的美丽蝶变，村民张逊和连声

称赞。

目前，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

行动，农村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今年

以来，各地提高标准，健全机制，加快推动村

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迈进。

——瞄准民生期盼，乡村环境质量不断

提升。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兰赵村村

民杜建平家里，改造后的厕所干净整洁，脚踏

一踩便可冲厕，“有问题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很快就有工作人员上门解决。”东营区扎实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家家户户用上了干净卫

生的厕所，区里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

成了厕具维修等管护服务体系。

各地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重点解决

突出问题，补齐环境短板。目前，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0%，九成以上的自然村

建立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 28%左右。

——守护绿水青山，生态田园画卷不断

铺展。

正是茶园管护时节，甘肃省陇南市康县

阳坝镇油房坝村的生态观光茶园里，一派繁

忙。在茶园周围，油房坝村栽植景观植物绿

化美化环境，开发了天鹅湖、百鸟园等多个景

点，打造“村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乡村，

每年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达 10 余万人次。“村

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达到 12560 元。”村支书魏云介绍。

乡村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各地加大

环境保护治理力度，走绿色发展之路，乡村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各地立足实际打造了 5 万多个美丽宜

居典型示范村庄。

公共服务提标扩面
乡村生活更加美好

城乡融合，推进共建共享。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

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推动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

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增投入、强覆盖，公共服务资源向农

村延伸覆盖。

“医保结算、社保办理、休闲健身，家门口

就能享受一站式服务，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四川省旺苍县水磨镇板桥村党群服务中心

里，冯光跃老人正在“爱心食堂”排队买饭。

旺苍县在农村社区建起党群综合服务中心，

推动公务服务向乡村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加

快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拓展，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79.5%，抽样调查群

众满意度达到 87.6%。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河南省卢氏县官坡镇兰东村卫生室里，

村医曲会文正与百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内科专

家 邓 元 龙 视 频 连 线 ，为 村 民 贾 君 生 远 程 会

诊。“家门口就能请大医院的专家看病，省钱

又方便！”贾君生说。

越 来 越 多 的 优 质 公 共 服 务 资 源 下 沉 乡

村。在全国，90%的家庭 15 分钟内能够到达

最近的医疗点，农民看病越来越方便；重点加

强农村学校建设，99.8%的学校办学条件达到

基本要求；2895 个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形成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和一体化发展

新局面。

——兜牢民生底线，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日趋完善。

“吃住有人管，生病有人看，住在这里踏

实舒心。”云南省双柏县大庄镇康养中心的沈

桂珍老人说。一早起床，沈桂珍走出房间，到

院里跟同住老人聊天。身后厨房里，工作人

员正为老人们准备早餐。近年来，双柏县开

展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托养服务，让他们有人

陪伴、有人关爱。

困有所助，弱有所扶，应保尽保，我国统

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2012 年至 2021
年，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了 1.2 倍

和 2.1 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达到或超过

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社会保障水平稳

步提升，为乡亲们托起稳稳的幸福。

希望田野，大美乡村。亿万中国农民正

踔厉奋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广袤乡村建

设成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把广袤乡村建设成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常 钦

乡 村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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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素 花 ：河 南 开 封 人 ，

专注汴绣 60 多年，创出蒙针

绣 、平 针 绣 等 十 几 种 新 针

法。其作品针法细腻、造型

生动，内容囊括人物、花鸟、

亭台楼阁等，所绣作品色彩

丰 富 ，层 次 分 明 ，具 有 鲜 明

的 立 体 感 和 浓 郁 的 地 方 特

色 。 她 创 新 运 用 乱 针 绣 等

针法技艺，一定程度上填补

了汴绣技艺的空白。

“刺绣的基础是针法。”展开《清明上河

图》汴绣作品长卷，王素花（见右图，本报记者

任胜利摄）讲起了汴绣针法：“你看，绣这牛车

棚，用的是席蔑绣；这瓦，得用反戗绣，才有立

体感；大船上纤绳要用双合绣，才能栩栩如

生。柳树的枝条，用的是蒙针绣，看上去枝条

柔软，又有朦胧的意境。”

一件汴绣绣品，得经过选料、扎制、上绷

子、上浆子、上图、描摹、配线、绣制、整理等十

几道工序。“选料，得根据所绣作品选择缎料

颜色、规格，还不能有细微的瑕疵；上绷子，

就是把要绣的缎料固定在绷架上，根据作品

尺寸大小选择合适的绷子，要松紧适度、使缎

面平直……”王素花说，要使绣品达到平、齐、

光、亮、净的要求，每道工序都得精细入微、做

到完美，这得靠长年的经验积累和每时每刻

的精心琢磨。

1935 年 ，王 素 花 出 生 在 河 南 省 封 丘 县

的 农 村 家 庭 。 受 长 辈 的 熏 陶 和 影 响 ，王 素

花 自 小 就 喜 爱 汴 绣 。 1957 年 ，她 入 职 开 封

汴绣厂。

1958 年，王素花接到绣出《清明上河图》

的任务。为了能把作品绣好，王素花首先带

领专项小组沿街串户，收集老的绣片，从中细

心琢磨传统针法。同时，她一有空就到乡下，

观察毛驴的毛色、耕牛的形态、骆驼的习性；

多次跑到黄河边，到大船上体验生活，看纤绳

有几股、船工怎样盘绳；只要看到树上有鸟

窝，就要仰头看上一阵子，看它的结构、材料、

色泽。

之后，她又到北京看到了《清明上河图》

真迹。边看边琢磨边念叨着：“小毛驴，白肚

脐儿，悠针绣，可传神儿；乌鸦窝，柴草多，交

叉绣，有鸟落……”

回到厂里，她就带着姐妹们反复试验，创

出了十几种新的针法，又结合传统针法，绣制

出《清明上河图》，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针法有数，艺无止境。几十年来，王素花

心不离绣、针不离手、手不离线，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刺绣风格。

“色彩淡雅、工艺精细、层次分明、生动

逼真，这是我对每幅绣品的基本要求。”王素

花指着刚绣制的张大千的《写意莲花》说，达

到基本要求不是很难，难的是要看懂原作，

巧用针法、赋予它新的艺术生命力。“你看，

这 莲 花 的 叶 子 ，用 蒙 针 绣 ，重 在 写 意 ；这 朵

莲 花 ，用 悠 针 绣 ，看 着 花 瓣 都 鼓 了起来，突

出了写实效果。虚实结合，就丰富了原作的

意蕴。”

“这是几年前绣的《千里江山图》长卷，今

年央视虎年春晚舞台上，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舞绘《千里江山图》’选段惊艳亮相，

我可高兴了，趁着热劲再绣几幅《千里江山

图》局部小品。”说着，王素花坐在绣案前，运

动几下手指，抽出一根丝线，又破成 4 股，捻

起其中一股穿入细细针鼻，埋头专注绣起《千

里江山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汴绣）代表性传承人王素花——

平齐光亮净 针法存匠心
本报记者 任胜利

“心已经长出更有力的翅

膀。”天生的左臂缺失没有成为

张超凡成长的羁绊……

今年，张超凡刚好 30 岁，大

学毕业已 7 年。边创业边做公

益，她的“超凡公益梦想课堂”

已经运行整 7 年，义务帮助 400
多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孤独

症儿童免费学习绘画艺术。

2019 年，张超凡牵头成立

了 吉 林 省 超 凡 梦 想 公 益 基 金

会。作为理事长，她想给予更

多人帮助与关爱。

放弃保研资格、大企业的工

作机会，从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前

夕，张超凡毅然回到老家吉林长

春，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

之路。“当时，凑了 20 多万元租

下 500平方米的 2层小楼并改造

装修。”张超凡将大学时的创业

所得、奖学金都用上，聘请了两

名专业老师，办起国学书画院。

挨 过 创 业 初 期 的 艰 难 ，

2017年，张超凡成立艺凡艺术教

育培训学校。“租下 1500 平方米

的一层楼，孩子多的时候，挤满

了整个屋子。”张超凡说，为保证

师资力量，还组建起 30 人的教

师团队。眼看学校发展逐渐步

入正轨，张超凡又看中一块闲置

地可以作为新校址，准备建设占

地 3.5 万平方米的超凡教育集

团，打造“超凡梦想小镇”。“在这

里，有 5000 平方米的教学楼，还

有高标准操场让孩子们玩耍。”

2018 年底，张超凡为“梦想中学

校的样子”继续奋斗……

为省下 200 多万元校园设计费，张超凡着手自己设计

装修，绘制图纸；没有水电，她就四处想办法，带着工人跑前

跑后，一块方砖、一部电梯，都靠她一家家谈价格。

创业艰难，张超凡为啥要自找苦吃？

“第一次当美术老师，怎么也忘不了那些孩子。”读大二

时，张超凡到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大石窝中学支教，白天顶

着 42 摄氏度的高温教孩子们画画，晚上和孩子们挤在 10 人

大通铺上分享心得。

孩子们可爱的模样、求知的眼神，让张超凡有了奋斗的

动力：“虽然没有完整的翅膀，我更要努力飞翔。”

“小时候，曾经特别害怕看见镜子中不对称的自己。”那段

只跟自己的影子和画笔做朋友的记忆，让张超凡刻骨铭心。

尽管创业初很艰难，张超凡还是在自己的画室开设了

“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提供全套的学具，免费让家庭特困、

肢体残疾、孤独症儿童等学习画画。

笔肚朱磦，笔尖少许大红，藏锋点画，一笔之下，浓淡变

化，一片红梅花瓣立体地呈现在宣纸上……“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在公益梦想课堂上，张超凡一边给孩子们示

范梅花的画法，一边念念有词。

“寒梅傲霜斗雪，咱们要学梅花迎难而上的精神。”一幅画、

一首诗、一个做人的心态，张超凡摸索出“1+1+N”的教学模式，

以一幅画为载体，传递知识的同时，也融入做人的种种道理。

张超凡深知，公益梦想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需要一道光

照进心里，给他们坚强，让他们快乐成长”。她要让自己的

单臂更有力，托起更多孩子的梦想。

直到今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岳岳已经在公益课堂学了 4年

国画。母亲身体不好，全家靠作为普通工人的父亲维持生计。

“岳岳上小学开始就自卑内向、怯懦胆小。”母亲袁毓蔓得

知公益梦想课堂，便送岳岳来学画画。4年下来，岳岳开始变

得开朗，还成了“超凡梦想小镇”新时代筑梦展厅的小讲解员。

如今，“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每周开设不少于 8 个课时

的课程，学校还组织教师到村小、特殊教育学校、贫困乡镇

送课，让更多孩子受益。同时，超凡教育集团每年设置 30
万元专项助学金，对来自特殊家庭的学生给予 3000 元—

10000 元的助学资助。

“超凡梦想小镇”是张超凡在长春市绿园区委、区政府

的支持下，由超凡教育集团投资，在校园内打造的品牌项

目。小镇里成立了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搭建无障碍创业

空间，已帮助 91 名残疾人实现了创业致富的梦想。

7 月 22 日，袁毓蔓在这里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在学校

三楼有了自己的创业空间，水、电、租金等费用一概全免。“在

学校帮助下，我在这里学会了直播带货。”今年开始，孩子在

二楼学画画，袁毓蔓在楼上学习电商直播，“在咱们平台上，

残疾人学习创业技能，有的直播带货月收入都上万元啦！”

创业成功，才能支持更大的公益梦想。2019 年，张超

凡与几家爱心企业共同成立了吉林省超凡梦想公益基金

会，由张超凡担任基金会理事长。自成立以来，基金会持续

开展了“温暖校园关爱活动”“贫困助学”等 10 余个公益慈

善项目。张超凡个人累计捐资 135 万元，募集善款 520 余万

元，还资助众多患癌教师、残疾人子女、农村留守儿童。

创业 7 年的张超凡，受到不少企业邀请，她都一一拒

绝，“我还是更愿意坚持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张超凡说，点

亮更多困境中的梦想，不断奋斗奉献，青春才能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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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甘肃省嘉峪关

市新城镇横沟村制种玉米

成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

天气收割、拉运、晾晒。近

年来，该村积极开展整村

土地流转，大面积种植玉

米 、辣 椒 、向 日 葵 等 农 作

物，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助

力乡村振兴。

马玉福摄

（影像中国）

晾

晒

本报成都 9月 26日电 （记者李凯旋）秋风送爽，四川

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市域（郊）铁路成都至眉山线秦皇寺站前

一片火热景象，一排排挖掘机、装载机铆足劲准备发动……

9 月 26 日上午，四川省 2022 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现场推进

活 动 举 行 ，本 次 现 场 推 进 重 大 项 目 219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5956.3 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开工项目 10 个，总里程 935 公

里、总投资 2198.7 亿元，集中开工高速公路项目数量、投资

额度均创四川交通历次开工之最。项目预计在今年四季度

完成投资近 70 亿元，明年形成投资 350 亿元以上。

据介绍，国家设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来，共审核

通过四川省 4 个批次备选项目 509 个、计划总投资 8900.2 亿

元、建议安排基金 995.9 亿元。目前已投放项目 279 个、计

划总投资 5303.3 亿元、投放基金 478.6 亿元。

四川 21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