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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步道，串起菜园、果园、花园；道旁民

居错落，白墙彩绘相映成趣。一幅田园乡居

图，铺展眼前。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高碧村，

冬日暖阳下穿过乡村屋场，村党总支书记刘

伟领着我们去看今年新种下的女贞子。

高碧村今年刚被市里一家大型药企定为

原料基地，规划面积 500 亩。50 多亩新种的

女贞子如今满目新绿——这是刘伟和村民们

的“希望绿”：“以前村里‘灰头土脸’，如今换

了新面貌，乡村振兴有了新盼头。”

衡阳市蒸湘区，紧挨中心城区，如何因地

制宜探索振兴之路？蒸湘区深入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切

入口，用美丽生态撬动绿色发展，立足自身特

色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打造生态良好的美丽家园

“有空地、不荒芜，种上花、植上草，既争

芳、还夺艳……”这是呆鹰岭镇同溪村的村规

民约，也是眼下的乡村即景。

同溪村紧挨集镇。城郊村有好处也有难

处，虽交通便利，可地少人多。村党总支书记

刘文贻告诉我们，以前村民们沿着马路圈菜

地，搭棚架屋，“你进一寸，我也进一寸”，看着

糟心，住着也不舒坦。

呆鹰岭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就从

同溪村率先启动。可多年累积的脏乱差问

题，怎么突破？

镇村两级干部挨家上门，劝导村民管好

房前屋后、清退占道设施。村里发动热心群

众成立卫生协会，村民自我监督，既评卫生

“清洁户”也评卫生“加油户”，都晒在村卫生

微信群里。

村民刘良绍家就在马路边，清退占道设

施，自家菜园也得“退”。“一开始也有些不情

愿。”老刘说，“干部反复说，党员带头‘退’，思

想慢慢也就通了。”

你家让一尺，我家让一尺，原先逼仄的马

路变宽了；卫生评比家家不甘落后，村里保洁

费比去年省了一大半；上级资金“锦上添花”，

基础设施再提升……同溪村开启大变化——

屋前种茶花，屋后小菜园，村民“见缝插绿”，

前不久还专门修葺了房屋外墙。

“打造标准化屋场，不急于求成，关键要

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呆鹰岭镇

党委书记刘强说，周边村民眼见同溪村越来

越美，争着申请标准化屋场打造。如今，呆鹰

岭镇已经建成 7 个标准化屋场，带动周边 8 个

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蒸湘区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分类施策：传

统村“绿色转型”，打造宜居村庄；近郊村“标

准治理”，打造宜游村庄；城中村“五废共治”，

打造宜业村庄。全区 15 个农业村近年来完成

清洁屋场建设 42 个，新打造精品村庄示范点

10 个。

“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

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蒸湘区委书记曾

梦龙表示。

激活美丽生态的经济活力

雨母山怀抱里的临江村，冬日里依然满

目皆绿。行至蒸湘区惠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蔬菜基地，座座设施大棚延伸向远方。

冰菜、田七叶、紫背菜，大棚里的蔬菜滴

着露珠，分拣包装车间里的物流周转箱码成

小山。“距离衡阳城区车程不过十几分钟，线

上每天销售两万单，线上加线下，一个大棚

日 均 产 出 在 1000 元 以 上 。”公 司 负 责 人 罗

波说。

数年前刚到临江村种蔬菜，罗波心里还

有些犯嘀咕。村道硬化少，用电也不稳，旱

厕、杂房、猪圈遍布沿路。“选址临江村的农业

企业，一个巴掌数得过来。”

清违建、补短板，近两年临江村着手无废

村庄建设，每年减少生活生产垃圾约 360 吨。

如今，村里已先后引进 13 家农业公司和合作

社，生态蔬菜、特色水果、苗木花卉产业红红

火火。

一处设施大棚里，蒸湘区实验小学的师

生们正在开展田间教学。挖土，打底肥，种

植，浇水……田间体验蔬菜种植，孩子们乐此

不疲。“几乎每天都有研学活动，市场空间还

在不断拓展。”罗波说。

美丽生态激活美丽经济。蒸湘区靠近城

区，城郊农业正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乡村区

域农地面积虽不大，可立足“菜园子”“果篮

子”“后花园”，样样都有条件打好“都市牌”、

走出精品路。

距离城区不到 10 公里，雨母山被称为衡

阳城区的“后花园”“大氧吧”。今年新修建的

郊野木栈道，让景区热度再升级。改造后的

精品民宿“雨母山庄”，节假日一房难求。“这

些年乡村变美，人流量翻番。”老板雷小雄告

诉我们，山庄周末一天营业额就有七八万元，

年夜饭现在就开始接受预订了。

据统计，今年 1 至 11 月底，雨母山景区共

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比去年增长 120%。

宜农则农，宜旅则旅；农文旅融合，拓展

多元业态。蒸湘区建成了一批国家级、省级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示范基地，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达 2000 亩。今年前三季度，全区

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8%，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共接待人次达 43.4 万，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8%。

加强产业要素的互联互通

车行二雨公路，赤松观、雁雨寺等景点

沿途掠过。这条今年提质升级的衡阳最美

公路，前不久刚获评 2023 年度“湖南省最具

人气路”。

雨母山镇幸福村母塘组村民谭华秋，一

直盼着二雨公路改造。他多年前办起的农家

乐“母塘山庄”，在当地名气不小，食客慕名而

来，最犯难的是路，“开车进来得洗车，走路进

来得擦鞋。”听说二雨公路要改造，老谭立马

定下新址，主干道旁开起新店，“每天都有 30
多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路好人气旺。走进同处幸福村的雨湖营

地，老板谢孝武正忙着营地改造。“之前车稍

大一点就没法进，现在五十座的大客车轻松

过。趁冬天提质升级，生意不等人！”

串联景区，连通产业。乡村振兴样板路，

折射城乡融合新思路。

曾梦龙说，以前也有过“撒胡椒面”式的

建设，资金资源太过分散。而今“握指成拳”

集中力量，道路建设、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

统筹协同，实现全区一盘棋。

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双向流动，激发乡村

发展内生动能。

“ 刚 做 好 的 萝 卜 榨 菜 ，香 辣 脆 爽 ，尝

尝 ！”呆 鹰 岭 镇 土 桥 村 ，村 妇 女 主 任 肖 林 春

拿出准备上市的榨菜罐头，品牌就叫“乡村

嫂嫂”。

“乡村嫂嫂”，原是志愿团队，由村里赋闲

妇女组成，如今区里请来高校教师设计包装，

又有直播带货老师上门免费授课，肖林春和

“乡村嫂嫂”们底气更足，正琢磨农产品加工

新市场。“好生态，好产品，好老师，村里山货

一定能成‘俏货’。”

绘乡村新景，关键靠人。

蒸湘区打造“乡村合伙人”平台，“原乡

人、归乡人、新乡人、游乡人”，都能来乡村“合

伙”。两年时间，多场见面会，从高端民宿到

露营基地再到农旅研学游等，“合伙人”分享

乡村建设新思路，乡村激荡青春气息。

南华大学松霖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教师

何桑桑，去年成为“合伙人”。由她设计的“源

自雨母”公共品牌，为农产品更高价值转换赋

能，已让全区多个农产品走向市场。

扎根乡土，何桑桑乐在其中：“期待更多

的合伙人加入和美乡村建设，蒸湘乡村未来

可期！”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铺展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吴齐强 颜 珂 孙 超

■追梦路上R

冬日里，陕西省富平县曹村镇

太白村的房前屋后，挂起一片片火

红的柿子。削柿皮、晒柿饼，家家户

户忙前忙后。

地处渭北高原、乔山南麓的太

白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是富平尖柿的优质产区。

咬一口外裹雪白糖霜的富平柿

饼，冰凉绵糯、香甜四溢。“种柿子不

只是份营生，更是我大半辈子的爱

好。”59 岁的村民陈建社在网上发

布柿子种植和柿饼加工的短视频，

颇受欢迎。

房前屋后种了 10 亩柿子树，陈

建社去年挣了 10 万多元。“我是大

福柿子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合作

社 ，柿 子 卖 钱 、打 工 挣 钱 、股 金 分

红。”陈建社说。

走进位于太白村的大福柿子合

作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照片

墙。“我们把每名合作社社员的照片

都 挂 在 这 里 ，目 前 合 作 社 带 动 了

386 户 1596 人靠柿子增收致富。”合

作社负责人陈平说。

往里走，是一条现代化柿饼加

工生产线，无菌烘房、全自动削皮机

等加工设备一应俱全。“先进设备的

引入，让传统的加工周期缩短了一

半。产品好、上市早，是我们联农带农的底气。”陈平说。

近年来，富平柿子产业链越拉越长，柿子酒、柿子醋、柿

子零食、柿子面膜、柿子酵素等琳琅满目。

2022 年 8 月，95 后富平小伙杨一凡辞去了在浙江的工

作，回到家乡跟柿子打起了交道，成为金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

“之前我在电商物流公司、科技公司都干过，就一直寻

思着用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把家乡的柿子卖得更远更

好。”杨一凡组建了供应链公司和商贸公司。去年富平柿子

大丰收，公司帮助乡亲们销售了近 1000 吨柿饼，销售额是

往年的 2.5 倍。“现在有 5 名志同道合的大学生来到公司，扎

根乡土，一起把这份甜蜜事业进行下去。”杨一凡说。

目前，富平全县柿子栽植面积 36 万亩，挂果面积 18 万

亩，年产鲜柿 28 万吨，加工柿饼 7 万吨。富平直接从事柿子

产业的农民有 2.3 万户 13 万人，产业链从业人数超过 20 万

人，全产业链产值达 65 亿元，柿子产业已成为促农增收致

富的重要产业。

富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耀武说：“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5 年让富平尖柿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100 亿元，努力把

富平打造成为基地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优的尖柿

产业发展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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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本报雄安 12月 18日电 （记者谷业凯）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知识

产权发展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目前

已 有 5300 余 项 专 利 开 放 许 可 技 术 在 京 津 冀 三 地 共 享 。

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在京津冀建设 7 家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涉及光伏、卫星互联网、核能等多个重点产

业，为知识产权的供需对接、交易流转提供便利。

据介绍，截至 2022 年，京津冀培育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 132 家、优势企业 491 家，打造了一批知识产权运用能

力强、转化效益高的企业标杆。在协同保护方面，京津冀布

局建设 7 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

年前 10 个月，累计受理专利预审案件 3.29 万件，知识产权

维权案件 2.93 万件，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效能不断提升。

京津冀三地知识产权部门不断完善联动合作机制，拓

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北京打造全国首个“海外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信息库”，实现 1 万余件海外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天

津聚焦专利转化运用，与北京、河北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京津

冀知识产权交易信息，为区域知识产权交易提供信息挂牌、

交易撮合、科技成果评价等服务；河北深入开展“专利转化

燕赵行”等活动，促进京津专利技术在河北转化 1139 次，河

北专利技术在京津转化 793 次。

京津冀三地共享 5300余项

专利开放许可技术

本版责编：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本报北京 12月 18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

获悉：全国公安经侦工作座谈会近日在江苏苏州召开。会

议强调，近年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经侦

部门全面推进打击犯罪、防范风险、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各

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力维护了经济秩序、捍卫了国家

经济金融安全。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公安经侦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全力在队伍素质、侦办攻坚、数据作战等方面实

现高水平提升，奋力推进公安经侦工作现代化。要在创新

机制数据赋能上持续发力，着眼实战需求，做强专业警种、

做优专门手段、做实专项机制，进一步提升经侦队伍专业战

斗力。要在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和经济金融安全上持续发

力，聚焦重点领域，不断提升打击犯罪水平。要在谱写新时

代“枫桥经验”经侦篇章上持续发力，坚决主动解民忧、保民

安、惠民生、聚民力，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

提升经侦执法公信力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公安经侦工作

法治化水平。要在锻造专业化经侦铁军上持续发力，坚持

严管厚爱相结合，全面强化队伍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 46.7万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2800余亿元，先后

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5000
余名，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抓获“百名红通人员”14名。

全国公安机关

持续发力守护经济金融安全

“沟瓦能引流，用的是质量很好的

瓦，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放在底下；盖

瓦放在上面，方向相反，它们完全咬合

到 一 块 儿 ，才 能 让 雨 顺 着 沟 槽 淌 下

来。”谈起捡瓦，年过花甲的万明春总

有说不完的话。

万明春是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平

寨村人，18 岁就干起了捡瓦匠。这个

如今对大众稍显陌生的行当，以前在

西南乡间很常见。飞檐翘角，木房青

瓦，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长时间风

吹雨淋，瓦片很容易发生错位，严重的

还会开裂，造成漏雨。”万明春说，“要

想住得安稳，隔段时间就得检查瓦片、

维护屋顶。”

“小时候，家里经常找来捡瓦匠，

爬上房顶捯饬瓦片，很快就收拾得整

整齐齐。”万明春既好奇又佩服。

长大后，但凡要上房捡瓦，他便抢

着去，试了几次，竟干得有模有样，于

是正式当起了捡瓦匠。因为手艺好，

他逐渐做出了名气。“40 多年前，家家

户户都得捡瓦，这手艺可吃香咧！”万

明春笑着说，几十公里外的人家房子

漏水，都上门请他。

天晴盖瓦，下雨和泥。做得久了，

万明春摸索出了不少经验。捡瓦要挑

好天气，“下雨天，瓦片格外湿滑，人在

屋顶干活不安全。”万明春说，瓦片的

选择也有讲究，“各个环节都不能出岔

子，得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

捡瓦是个苦差事。“在房顶上干

活，一蹲就是小半天，阴天还好，出了

太阳，晒脱皮都不稀奇。”万明春说。

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满头的白发

……长年累月，万明春在屋顶修整时

光 的 痕 迹 ，时 光 也 在 他 身 上 留 下 了

印痕。

随着钢筋混凝土逐步取代了木房

青瓦，捡瓦匠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捡 瓦 40 多 年 ，万 明 春 见 证 了 乡 村 变

迁。乡亲们住得越来越好，日子越过

越好，他打心眼里欢喜。

左 图 为 万 明 春 在 捡 瓦 ，修 补 漏

雨的地方。

苏 滨 涂 敏摄影报道

修葺屋顶40余年，捡瓦匠万明春见证乡村变迁—

木房青瓦 雕刻时光
本报记者 苏 滨

本报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易舒冉）日前，中华全国

总工会启动 2024 年元旦春节

送温暖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温暖行动。据悉，2024 年全总

将安排 1.5 亿元资金用于送温

暖走访慰问。

据介绍，2024 年元旦春节

送温暖活动将重点慰问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困难职工、

一线职工，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

生活情况、需求和思想动态。深

入基层和困难地区，全面了解保

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贯彻落实

情况。走访中小微企业、困难企

业，了解生产状况和困难成因。

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把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及时送

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全总明确，要保障职工享

有正常福利，按照有关规定向

职 工 会 员 发 放 节 日 慰 问 品 。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

宫、俱乐部、疗休养院、职工书

屋等工会服务职工阵地，要以职工需求为指引，

提供生活、文化、娱乐方面的服务。充分发挥工

会驿站作用，改善户外劳动者工作条件。推进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赋能增效，引导职工生活幸

福型企业标准化建设，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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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2 月 18 日电 （记 者常

钦、姜晓丹）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

洋钻探船——“梦想”号 18 日正式命名

并在广州南沙首次试航，预计 2024 年全

面建成。此举标志着我国深海探测能力

建 设 和 海 洋 技 术 装 备 研 发 迈 出 重 要

步伐。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

150 余家单位密切协同创新、中国船舶

集团承建的“梦想”号总吨约 3.3 万吨，总

长 179.8 米、型宽 32.8 米，续航力 1.5 万海

里，自持力 120 天，稳性和结构强度按 16
级台风海况安全要求设计，具备全球海

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和海域 1.1 万米的

钻探能力。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

查局局长李金发表示，“梦想”号大洋钻

探船作为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总体装备

和综合作业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右图为“梦想”号下水试航。

奚晓谦摄（人民视觉）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

“梦想”号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