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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捕鱼了，生活咋办？”

从小守着赤水河，乍一听说要退捕转产，

向英俊蒙了，黝黑的面庞绷得紧紧的。

一起开会听政策的十来个渔民顿时炸了

锅；回到家，妻子满脸担忧；吃罢饭躺下，向英

俊也不停地问自己。

那是 2016 年，那年向英俊 40 岁。家在贵

州遵义赤水市赤水河边，初中毕业上了父亲的

船，算起来已经打了 20 多年鱼。

“除了禁渔期，每天就在这赤水河里来回，

一年能挣十几万元。”退捕上岸这笔账，老向不

用算都知道亏。

那几年，赤水河沿岸的餐饮业也红火。“我

捕过一条 9 斤重的野生鱼，卖了 7000 元！”老向

拿手比划，“普通河鱼几十元一斤，个头大的每

斤能卖几百元。”

第二天，向英俊顶着黑眼圈去打鱼。岸

边，不知谁家下的地笼，网眼又密又细，鱼儿不

管大小、种类，钻进去，就别想跑出来。

老向长叹一口气。这几年河里的鱼越来

越少，以前常见的岩原鲤、草鱼，幼苗期就被捕

走了，大鱼根本打不到。沿岸还冒出许多小煤

窑、小酒厂，河水变浑变臭，有的河段出水口水

质听说跌到劣Ⅴ类。这些，老向平时也都看在

眼里，但没往深处、远处想，“觉得也不是自己

管的事。”

那段时间，隔几天就有干部来讲政策。老

向天天坐在赤水河边，思路也一点点被流水冲

刷清楚，“赤水河真要是‘生病’了，怎么可能跟

我们没关系？”

渔船靠了岸，思想转过弯。一个月后，拿

着 20 多万元补贴，向英俊成为赤水市第一批

退捕上岸的渔民。

上岸后能干啥？正发愁，渔政部门发来邀

约：“你对河道熟，来开船巡河吧。”当上了渔政

巡河员的老向，从“捕鱼人”成了“护鱼人”。

护鱼的活，开始不好干。

退捕转产的政策刚实施，还有不少人在偷

偷捕捞。每天，向英俊都要沿着 73 公里的河

道来回巡护。

“大伯，赤水河禁渔了，不能在这钓鱼。”远

远看到岸边钓鱼的身影，老向举起喇叭，一天

要喊几十遍。

有难管的。一次，老向发现，岸边又下了

地笼。“赤水河全面禁渔，非法捕捞的渔具要没

收。”说话间，岸上闪过一道影子，一个年轻后

生“腾”地跳下河，踩着水指着老向劈头盖脸骂

起来。

“我当时也很恼火，但又不能跟他对骂，只

能一遍遍讲政策和道理。”

慢慢地，老向感觉工作轻松起来。

“大家都来保护赤水河了。我知道的就有

渔政和水务、海事、综合执法、生态环保、公检

法等部门。还有‘河长’、志愿者，巡河、护河的

人越来越多。”

赤水河流经云贵川。三省出资，设立了赤

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政府和企业也设

立了赤水河流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这叫‘谁

保护、谁受益’。”护鱼这几年，老向对各类政策

“门儿清”。

河清了，消失的珍稀鱼类回来了。老向

说，前两年有个新闻，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

在这条河里监测到了鳗鲡，“上个月，还看到了

长江鲟！”

巡河空闲，老向喜欢关掉船上的发动机，

静静看着水下的鱼儿游来游去。

说话间，水面跃出一尾鱼。“大河满了小河

满。往大处想、往长远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捕鱼人”转型发展记
本报记者   冯   华   程   焕

身边故事看改革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水利部原部长、党组书记

杨振怀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10 月 19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97 岁。

杨振怀同志逝世后，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

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慰问。

杨 振 怀 ，1928 年 7 月

生，安徽合肥人。1948 年

9 月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195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 年至 1966 年先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水利总局

副科长，水利部灌溉管理局副科长、穆棱河水利工作队队

长，黑龙江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水工室主任，黑龙江省水

利勘测设计院副院长等。1966 年至 1972 年在“文化大革

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和农村劳动。1972 年至

1983 年先后任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副院长，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所长，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总工程师。1983 年至 1988 年任水利电力部

副部长、党组成员。1988 年至 1993 年任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3 年 12 月离休。

杨振怀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七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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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原中

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同志，因

病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94 岁。

金冲及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

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慰问。

金冲及，1930 年 12 月生，上海市

人。1948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

加革命工作。1951 年 3 月起先后任复

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等。1964 年 1 月起先后任华

东局、上海市委内部理论刊物《未定

文稿》主编，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干部。

1969 年 9 月至 1972 年 12 月在“文化大

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

动。1972 年 12 月起先后任文物出版

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兼副社长（其间，

1981 年 5 月至 1983 年 2 月借调中央文

献研究室工作）。1983 年 2 月至 2004
年 10 月先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副主

任。2004 年 10 月离休。

金冲及是政协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政协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俄罗斯科学

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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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

组成员，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

同志，因病于 2024年 10月 15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丁 伟 志 ，1931 年 1 月 生 ，

山东潍坊人。 1948 年 12 月参

加 革 命 工 作 ，1949 年 10 月 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8 年 12 月

至 1951 年 11 月先后任华东大

学注册科干事、教育科干事，

山东大学教务处干事、秘书。

1955 年 7 月 至 1977 年 5 月 先

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干部、中

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中国

科 学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干 部 、

《历 史 研 究》杂 志 社 副 主 编 。

1977 年 5 月 至 1985 年 6 月 先

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社会

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总 编 辑 。 1985 年 6 月 至

1988 年 3 月 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副 秘 书

长 。 1988 年 3 月 至 1990 年 8 月 任 中 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5 年

12 月离休。

丁伟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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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是人生第一等大事，“志

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中国共产党人当立什么样的

志向？

焦裕禄的选择，是去“最苦、

最穷、最难”的河南兰考，誓言“拼

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

面貌”；谷文昌的选择，是来到“春

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的福建东

山，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

把我埋掉”；张桂梅的选择，是坚

守在边疆教育一线，立志“做峡谷

里 的 灯 盏 ，照 亮 孩 子 们 前 行

的路”。

穿越时空，选择如一。真正

的共产党人，总是“自找苦吃”，去

攀登最高最险的山。

为什么甘洒热血，为什么以

苦为乐，为什么甘于奉献，正是因

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

素 ，就 是 让 人 民 过 上 更 好 的

日子”。

所 爱 隔 山 海 ，山 海 皆 可 平 。

初心的力量，可以转化为实践的

力量，经由“精神变物质”的经典

过程，催动着山川巨变。

兰考的不毛之地化作了万顷

良田，“焦桐”长成了参天大树，也

永久挺立在百姓心中；东山岛“荒

岛”变“宝岛”，水美田丰，老百姓“看到木麻黄，就想起

谷文昌”；张桂梅创办的华坪女高，已把 2000 余名大山

里的女孩送进大学，她们中很多毕了业，成了教师、医

生、军人、警察……

一人立志，万夫莫夺。千万人的志向汇聚起来，就

是一个大党的志业。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情回忆 ：“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

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

的一件大事。”

朴实的话语，道出的是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映照

的是百年大党的赤子之心。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为了民族梦圆，为了人

民幸福，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立下铿锵承诺，打响脱贫攻

坚战。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近 200 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锐出

战，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青山不放松，与群众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

千年小康梦、千年飞天梦、百年奥运梦……“我们

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中国共产党人有

着辽阔的大历史观，在历史演进中把握历史规律，立下

雄心壮志。

擘画千年大计，逐梦未来之城，既久久为功又只争

朝夕，7 年多时间，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一座

现代化新城雏形初现；立志九天揽月，从“两弹一星”到

载人航天，从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到探月、探火、“北

斗”工程深入推进，信心越来越坚定：中国人可以飞得

更远。

大党之所以大，也在于志向之大、理想之大。所谓

“立鸿鹄志”，正是要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谋划未

来、创造未来。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

风华正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

出的时代强音、立下的宏图大志。

当年的望志路 106 号，今天的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

大会址。从“望志”到“兴业”，正映照从立下宏愿到成

就伟业的不凡历程。

眺望 2035，锚定 2049，放眼更遥远的未来，我们理

想远大，前程远大，正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复兴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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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迎着初升的霞光，

从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鲁源

新村入口处拾级而上，一条青

砖黛瓦、古韵悠悠的儒学美德

示范街映入眼帘。步入村中，

一排排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

三 层 民 居 形 貌 古 朴 、俨 然 有

序。走进村民家中，“立志、守

信、尽孝、重德”的家风家训牌

匾随处可见。

漫步在鲁源新村，处处可

以感受到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和淳朴民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才是俺村最美的风景。”

鲁源新村党总支书记刘承彪

自豪地说。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国际

孔子文化节部分活动都在鲁

源新村附近的尼山圣境举办。

为满足国内外嘉宾体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鲁源新

村 引 入 了 尼 山 书 房 、孔 府 印

阁、礼乐雅集、汉风艺术、徐弓

坊、博雅琴舍等特色文化展示

和体验项目。

“这几年游客越来越多，

现在一到假期，村里的民宿订

单就会爆满，今年村里的旅游收入预计能

达到 1000 万元。”刘承彪说。

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给村民带来丰

厚收入。更让人欣喜的是，在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下村风民风焕然一新，尊老爱亲、

和谐文明的氛围日益浓厚。

步行至老年公寓，村民关庆英正和几

位邻居姐妹结伴，去给老人们问个好，帮

他们扫地、打水、洗衣。村里最活跃的当

数这支 15 人的“情暖夕阳”志愿服务队。

对村里的老人们来说，清晨志愿者的一声

问候，便是一天幸福生活的开始。

“吃饭不用愁，天天有志愿者来串门，

周末还有娱乐活动，月月免费理发，这生

活没的说！”78 岁的刘保安老人由于儿女

在外地工作，选择入住老年公寓。唢呐、

二胡、竹笛样样拿手的他，当上了村老年

艺术团团长，负责组织村里的老人们开展

娱乐活动。

鲁源新村 70 岁以上老人有 500 多名，

其中有不少生活或行动不便

者。为使每一位老人都得到

应 有 的 照 料 ，村 里 在 2020 年

12 月开启“幸福食堂+老年公

寓”乡村互助养老模式，70 岁

以上老人，可按需入住公寓，

食堂每人每天 5 元餐费。目

前，全村有 190 位老人入住老

年 公 寓 ，46 名 老 人 在 幸 福 食

堂用餐，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孝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

财富，咱不能丢。”幸福食堂负

责 人 、49 岁 的 董 长 龙 说 ，“看

着老人身体越来越好，笑容越

来 越 多 ，我 很 欣 慰 ，也 很

幸福。”

中 午 ，前 来 办 理 入 住 的

游 客 渐 渐 多 了 起 来 ，村 妇 联

主 席 孔 凡 玲 额 头 冒 汗 ，忙 着

给游客办理入住手续。“游客

们都是奔着领略传统文化而

来 ，俺 们 更 不 能 失 了 礼 数 。”

自 从 办 起 民 宿 ，孔 凡 玲 的 传

统 文 化 知 识 储 备 多 了 起 来 ：

“‘ 礼 之 用 ，和 为 贵 ’‘ 有 朋 自

远 方 来 ，不 亦 乐 乎 ’，待 客 之

道 早 就 写 在 了 祖 先 的 教 诲

之中。”

像孔凡玲这样靠着发展

民 宿 既 富 了 口 袋 、又 富 了 脑

袋的，鲁源新村还有很多人。

民 宿 经 济 直 接 带 动 村 民 就 业 300 余 人 ，

平均每户民宿年收入 5 万元以上。村党

组织还牵头成立了“民宿联盟”，引导民

宿运营管理向专业化、规范化转型。

沿着儒学美德示范街向北走到尽头，

穿过宽阔的文化广场，便是村里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儒学讲堂、村史馆、非遗工

坊、“和为贵”调解室、家风家训馆等一应

俱全，“诵经典   品书香”经典国学诵读、

“我和我的家风故事”演讲、文明礼仪培训

等活动在这里常态化开展。

天色渐晚，儒学美德示范街上，国风

广场舞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这是我们为国际孔子文化节排练的

《礼仪之邦》，我们想让世界各地的人看看

咱村里普通老百姓，是怎么传承发扬传统

文化的！”国风广场舞成员颜俊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宝，不但改

变了我们村的生活，而且实现了以文化

人，乡村善治。”刘承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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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包银高铁乌海黄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包银高铁乌海黄河特大桥位于内蒙古乌海市与宁夏石嘴山市交界处，是包银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袁宏彦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刘志强）日前，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出台《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

（2025 年本）》），报请国务院审定同意后发布实

施，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对西部地区从事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政

策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政策深入实施，取得了明

显 成 效 。 一 是 提 振 企 业 发 展 信 心 。 2021 年 至

2023 年，通过实施目录和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西部地区共减免企业税收超 4000 亿

元，有力支持了西部地区企业发展。二是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通过鼓励类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

激励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西部地区

已经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

9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 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近年来，西部地区

经济稳步增长，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1%，均居四大板块之

首，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占全国水平的比重稳步

提升。

目录界定了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适用的产业范围，是企业能否享受该政策的主要

依据，也是引导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文

件，上一版本是 2020 年本。此次修订出台的《目

录（2025 年本）》，保持了原有结构框架和主要内

容基本稳定。《目录（2025 年本）》的第一部分继续

援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和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明确以上目录如修

订将按新修订版本执行。第二部分继续按西部地

区 12 省（区、市）分列，在各省（区、市）现有条目基

础上适当增减和修改有关内容。修订后，按省份

分列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共 564 条，相比 2020
年本净增加 29 条、增幅 5.4%，增加的条目主要集

中在特色农牧、电子信息、资源精深加工、装备制

造等领域。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修订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