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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高黎贡，迢迢独龙江。

处于群山怀抱中，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是独龙族

的主要聚居地。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等原因，这

里一度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

之 一 。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独 龙 族“ 一 步 跨 千

年”，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2018 年底，独龙族整族脱贫，实现了从贫

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路，越走越宽阔
“单车道变成双车道，错车

更安全”

马库村，距离贡山县城约 120 公里，是独龙

江乡离县城最远的一个行政村，布玉梅的家就

在这里。

2016 年，水泥路通到了布玉梅的家门口。

看好村子的发展前景，布玉梅用竹竿围出菜

园 ，建 了 一 排 茅 草 屋 ，经 营 起 村 里 第 一 家 农

家乐。

“ 早 上 出 发 ，办 完 事 情 天 黑 前 还 能 赶 回

来。”因为要去县城办事，布玉梅一早就开着自

家的汽车出发了，“过去得走上一天才能到县

城，遇上大雪封山，想出出不去，想回回不来。

现在单程 3 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独龙族现有约 7000 人，大部分居住在独龙

江乡。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独龙族群众

还过着“过江靠溜索，出门走天路”的生活，甚

至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与世隔绝。1999 年，

独龙江简易公路通车。2014 年初，独龙江公路

改扩建工程完成，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顺

利贯通，出行难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

隧道修通后，快递员子光荣在乡上开了第

一家快递站。“快递能进村，小到护肤品、牙刷，

大到冰箱、电视，村民们啥都能买到，而且独龙

江的蜂蜜等农产品也通过快递卖到了各地。”

子光荣说。

“路更宽了，也更好走了。”布玉梅口中的

路，是长约 80 公里、有数百道弯的独龙江公路，

但行驶在这条路上，她开得十分平稳。平稳的

背后，是悉心的管护。今年 8 月，独龙江公路完

成提升养护，对局部路段的路基路面进行加

宽，并实施优化排水、架设棚洞、修复路面等工

程。“单车道变成双车道，错车更安全。”布玉

梅说。

早在 2018 年，布玉梅家就添置了面包车。

除了经营农家乐，布玉梅和家人还种植了 60 多

亩草果。现在，运送进山物资的道路拓宽，农

产品出山也更加通畅。布玉梅去年把面包车

换成了轿车。“有了这条路，来我们这里的游客

一定会越来越多。”布玉梅信心满满。

网，越来越通畅
“努力连接外面更广阔的

世界”

“美丽的独龙江乡，欢迎大家来玩。”通过

5G 网络，斯文全把家乡美景、上山采野菜的过

程等分享到社交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

斯文全是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2022 年

7 月，独龙江乡 6 个建制村实现 5G 网络全覆

盖 。 越 来 越 多 的 独 龙 江 人 通 过 手 机 记 录 生

活，并用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

独龙江乡。

谁能想到，2004 年以前，不少村子召集村

民开会，还要采用“放炮传信”的方式，一般会

议炸一响，有重要或紧急会议炸两响。现在，

不仅智能手机得到普及，电视高清机顶盒也进

入大部分村民家。“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还可

以给在外地读书的孩子打视频电话。”作为迪

政当村的一名护林员，李玉花现在通过手机就

能收到巡林通知，“任务传递及时、准确，护绿

更加精准、高效”。

走进独龙江乡中心学校，实验室、计算机

室、多媒体教室等场所设施完善，生物课老师

杨鹏举正在上课。

“我刚到学校时，网络还没有普及。”杨鹏

举说，随着网络越来越通畅，独龙江乡建起教

育专网，老师和学生都能享受到智能化、数字

化带来的便利，“学校还可以推动优质教育资

源协同交流，开展线上教研、教学，将优质教育

资源送到学生身边。”

互联网为更多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不少

村民通过直播讲述家乡故事，推广本地特产。

“乡亲们享受到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努力连接

外面更广阔的世界。”独龙江乡乡长木小龙说。

房，越建越敞亮
“住得越来越好，生活更有

奔头”

78 岁的村民李文仕的家在迪政当村，宽敞

的院子里，她正和亲友一起织着独龙毯。

从漏风漏雨的篾笆房，到简易的木板房，

再到宽敞整洁的特色民居，对李文仕来说，“住

得越来越好，生活更有奔头。”

2018 年底，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全乡群

众告别篾笆房、木板房，搬进了新居。漂亮的

小院，厕所、浴室、厨房一应俱全，与现代生活

逐渐接轨。

有了新房子，用电成了新难题。仅靠两个

小型水电站供应的 20 千伏孤网电路不够稳定，

一到雨季经常遭受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破

坏，影响当地群众的用电安全。

随着 2022 年 5 月南方电网独龙江乡 35 千

伏联网工程正式投运，独龙江乡告别了用电不

稳定的历史。一项翻越高黎贡山雪线、最高海

拔 4000 米的电力工程，将独龙江乡独立电网正

式接入南方电网主网。2024 年前 8 个月，独龙

江乡用电量增至 831 万千瓦时，是 2020 年全年

的 39 倍。

夜幕降临，独龙江峡谷迎来了远道而来的

新客人。在孔当村，游客们入住村民罗秀珍家

的民宿，打开空调、电视，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

安顿下来。“我家民宿开得早，过去用电主要靠

自己装的发电机，电器都不敢同时开。”罗秀珍

说，“现在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都能用上

了。”开饭店、建民宿，从居民生活到产业发展，

独龙江乡逐年攀升的用电需求，是当地群众生

活越来越方便、生产方式不断迭代升级的最好

印证。

烟雨蒙蒙中，别具特色的独龙族民居错落

有致，依山傍水的村落好似一幅美丽的山水

画，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织的围巾、背包可受欢迎了，一个

小背包 50 元，有好几个款式可以挑。”2016 年，

记者第一次见到李文仕的时候，她的汉语还

不太流利。现在老人已经可以用汉语与大家

闲 聊 生 活 的 改 变 ，笑 容 里 是 满 满 的 幸 福 和

满足。

不只是围巾、独龙毯等织品受到游客喜

爱，草果、蜂蜜等农特产品也越来越畅销。现

在，独龙江乡草果种植面积达 8.3 万亩，产值超

2000 万 元 。 2023 年 全 乡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为

17424 元，较 2019 年的 7637 元有了大幅增长。

“在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能

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用勤劳的双

手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木小龙说。

图①：独龙族群众在织独龙毯。

杨时平摄（影像中国）  
图②：群山怀抱中的独龙江乡。

余润强摄（影像中国）  

 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不断改善交通、网络、人居环境—

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李茂颖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
回信，勉励乡亲们“同心协力建
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
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5年多来，独龙江乡道路更
宽，网速更快，人居环境更好，当
地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近日，
记者走进独龙江乡，感受当地的
新发展、新变化，记录乡亲们用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核心阅读

■R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从溜索过江到开山辟路，从篾笆房屋到砖

瓦新居，从刀耕火种靠山吃山到农业产业“接

二连三”……近年来，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与提档升级，曾经贫穷落后的独龙江乡

发生了深刻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带来的影响，不只体

现在衣食住行上，更带动着乡村产业、村民观

念、村庄活力的发展与提升。路修通了，特色

资源得以盘活，更多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屋建

好了，游客住得舒心，文旅产业发展空间更大；

网畅通了，外面的世界“触手可及”，偏远地区

的人们同样能够享受智能化、数字化的生活。

这些变化带动乡风文明持续焕新，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乘数效应”也在不断扩大。

更好的基础设施是偏远地区的“民之所盼”。

相信通过因地制宜、科学谋划，能够让路网越织

越密、新房越建越好、网络更加便捷，从而带动更

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发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
刘涓溪

■编辑手记R

本报北京 12月 18日电   （记者王昊男）12月 18日，

2024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

幕。来自政府、高校、媒体、企业等共计 3100 余人参加

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外国嘉宾 170 余人。

据介绍，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 2024 年度主题为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论坛由开幕式、主论

坛、6 场平行论坛和闭幕式组成，同时举办接诉即办纪

录电影观影、“走进 12345”等活动。

2019 年以来，北京市创新推进接诉即办改革，探

索形成了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之路，

近 6 年来共受理 1.5 亿件市民诉求，解决率、满意率均

达到 97%。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

2024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开幕

本版责编：白之羽   刘涓溪   曾亦辰

本版制图：张丹峰

本报哈尔滨 12 月 18 日电   （记 者郭晓龙）中 共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18 日在哈尔滨会见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及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冰雪

节的部分台湾嘉宾代表，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问候。

宋涛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应以国家前途和

民族利益为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创中华民族

绵长福祉。

马英九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感谢。他表

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坚持“九二

共识”、反对“台独”，扩大交流合作，增进同胞福祉，共

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中华民族在全世界抬头

挺胸。

宋涛会见马英九及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台湾嘉宾代表

①①

②②

本报北京 12月 18日电   （记者

王珂）2024 年“冬日胜景”全国冬季

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暨欢乐冰雪旅游

季启动仪式日前在黑龙江哈尔滨举

办。活动现场发布了 12 条 2024—

2025 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相关

优惠政策，国家级滑雪度假地所在

省（区 、市）代 表 共 同 启 动 2024—

2025 欢乐冰雪旅游季活动。

为丰富冰雪旅游产品、进一步

促进和扩大冰雪旅游消费，文化和

旅游部确定“冬奥之城·冰雪长城”

“晋美冰雪·古建瑰宝”“相约北疆·

乐 享 雪 原 ”等 12 条 线 路 为 2024—

2025 全 国 冰 雪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 活

动现场，河北、黑龙江、广西、海南、

四川等地分别开展各具特色的冬季

旅游宣传推介，为大众冬日出游、尽

览山河胜景、体验别样风情提供丰

富多样的选择。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发司、文化和旅游部新闻中心、黑

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哈尔滨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期间，还配

套举办各省（区、市）冬季旅游产品

和冰雪装备展览。

2024 年，文化和旅游部以“旅游中国·美好生活”

为总主题，联合地方、联动媒体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推介各地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服务百姓多样化的

出游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将进一步点燃大众冬日消费

热情，让乐享冬日美好生活的消费势头更旺。

十
二
条
全
国
冰
雪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发
布

··广告广告··

数据来源：柳林县新闻中心

柳林县位于山西省中西部，地处吕梁山西麓、

黄河东岸，自然资源禀赋优越，是远近闻名的枣

乡，还是山西优质主焦煤生产基地。

近年来，柳林县坚持把产业转型作为重中之

重，加快延链补链强链，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推动

煤炭走“减、优、绿”特色发展之路，培育新动能加

速形成增长点，铆足干劲，让柳林高质量发展的底

气更足、信心更强。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
抓细抓实项目建设

立足资源型县区基础，柳林县一手抓煤炭、煤

层气等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铝系、新能

源、钙基新材料、固废综合利用等产业培育壮大，

推动转型发展驶入“快车道”并呈现强劲态势。

为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柳林县推动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将 煤 矿 智 能 化 建 设 作 为 煤 炭 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完成包括金家庄在内的

5 座煤矿工作面智能化改造，启动西坡煤矿智能

化矿井建设，全县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 91%，减人

增安提效成果显著。

今年以来，柳林县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 发 展 格 局 ，抓 细 抓 实 项 目 建 设 ，探 索

“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加快全县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大力发展固

废综合利用产业，启动柳玄一期煤矸石

资源化利用等项目。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
持续擦亮绿色名片

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底色和名片。柳林县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科学施

策、精准管控，全面提升辖区环境质量、生态安全

和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开展面源污染溯源排查行

动，已累计监测 26 次，并将排查出的问题及时反

馈，做到污染问题早发现、早整治。

此外，柳林县加大对固废堆场的监管力度，做

到“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同时，积极开

阔思路，拓展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在大气环境治理

过程中，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关停城区周边重污

染企业，另一方面加大电厂、水泥厂等重点污染企

业减排力度，同时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监管。

探路绿色低碳转型是柳林县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所在。未来，柳林县将积极对接相关部门，

打造贾家垣乡和庄上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乡

镇，整体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力争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昔日柳林因煤而兴，经过近年来的经济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如今的柳林“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正不断迸发改革创新发展的活力。

柳林县三交镇红灵芝鲜枣种植基地柳林县三交镇红灵芝鲜枣种植基地

柳林县城一角柳林县城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