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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精神离村民很近
“我们村的党员可是这周围最早一批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南湖重要讲话的！”在屠甸镇汇丰村，记者刚一
见到村委会主任王建发，他就骄傲地讲起了这段时间
村中的党建故事。

“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嘉兴南湖革命纪
念馆参观，我们全浙江人民都高兴极了。第二个星
期，我们村就决定组织全村党员，也到嘉兴南湖去看
红船、参观纪念馆，举行南湖主题党日活动，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村里的党员们参与热
情都特别高。有位老党员年纪太大了，90多岁了，我
们怕路途远，老人身体受不了，就和他儿子商量，别
让老人家去了。老党员知道后都生气了，追到我们村
委会来问，‘我也是党员，主题党日活动为什么不叫
我参加！’”讲到这个小插曲，王建发爽朗地笑了起
来。“在南湖，我们就坐在湖边上，集体读报学习，那
个感受还真是不一样。我们有的党员就说，当亲身到
了党的诞生地，在纪念馆听到了党的革命故事，十分
感动，真正觉得党的精神传承一直离自己很近。”

汇丰村村民张欢鑫是四乡八镇有名的“老好
人”，平日里他常用自己的修车手艺无偿帮村民服
务。去年，党龄不长的他当选了桐乡市的优秀党员
志愿者。谈起村里组织的这次主题党日活动，不善
言辞的他憨厚地笑了，质朴地说：“参观以后，我就
是觉得很震撼，对我的影响就是激励我以后要更好
地工作、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而在屠甸镇海星村的文化礼堂，村民们都赶来
观看一场热闹的晚会。“百姓开门七件事，事事都会
生垃圾。垃圾分类做得好，分门别类要记牢……”两
位小朋友朗诵的《垃圾分类歌》，让台下的村民们听
得津津有味。这台晚会是一场向村民宣传中共十九
大精神以及普及消防安全、垃圾分类知识的文艺巡
演。为了更好地让十九大精神走进乡村，屠甸镇不

仅开展了干部带头进村宣讲十九大精神的活动，还
用像这样的主题文艺巡演、在线答题竞赛、青年干
部微党课等多种创新形式，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
尾，来扩大学习宣传范围，让中共十九大精神真正
深入村民心中，融入到大家的生活里。

“互联网+”红火了生意
2014 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桐乡乌镇举

办。从此，距离乌镇半小时车程的屠甸镇，也抓住了
互联网发展的大好时机，“互联网+农业”风生水起，
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

“他们家的花苗只在淘宝上卖。只要一上新，几
分钟就没货，真的是秒杀。我有朋友想买花，抢了几
次都没抢到，知道我在附近工作后，会特意托我过来
苗圃买。买这里一盆花真的堪比抢火车票！”在路上，
屠甸镇工作人员陈艳青这样向记者介绍了在许多爱
花人心中已是大名鼎鼎的恒丰村“老园丁玫瑰园”。

而实地见到了这个“网红”苗圃，才发现这里很
是安静朴素。冬季并非花期，玫瑰园里一片肃静，只
有老板徐杰一人穿着工作服在大棚中忙碌。唯有操
作间里摞着的一长排的打包纸箱、一堆已经包装好
等待发货花苗，显示出这里确实在创造着销售奇
迹。“在淘宝店，我们只有每周二固定上新，一次大
概上几千盆花苗，几分钟就卖光了。一年的销售额
大概能达到 350万元。”徐杰很自豪地告诉记者说。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只在线上销售时，徐杰表
示，网上销售面向的市场更大，打出品牌之后销售
额也非常稳定。“线上销售对快递要求很高，所以我
们的包装都是专门定制的，一盆花苗发货过去，保
证不会在快递过程中有损坏。”

比起徐杰这样玩转线上销售的年轻人，更令人
钦佩的是屠甸镇石泾粮油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糜学
江，一位积极拥抱互联网的“60后”农民大叔。虽然
一辈子都在跟土地打交道，但糜学江一点也不

“土”。4年前，糜学江开办了一个“家庭农场”种植葡
萄。看着身边的年轻人都在玩淘宝、玩微信，糜学江
也学着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卖起了葡萄，做起了

“微商”。葡萄上市后，他邀请朋友们上门采摘、试
吃，并将试吃报告和照片等发到朋友圈里进行传
播。通过线上宣传，农场不断吸引着当地的采摘爱
好者上门采购。去年，他通过建立微商代理群，让葡
萄的销售形势一下子打开了，仅十几亩葡萄销售额
就有20多万元。日渐兴起的网上外卖也给了糜学江
灵感。于是，他又与一家第三方配送平台开始了合
作，消费者只要在他的微店或者朋友圈里下个订
单，葡萄就会送货上门。“种了十几年粮食，转型也
是适应当下环境的一种必然选择。”糜学江说。

“互联网＋”便利了生活
互联网进农村，对于更多的普通农户来讲，最

大的好处是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从前村子里有什么大事要通

知，都得依靠“大喇叭”、村广播。而屠甸镇汇丰村，
则早早地开通了本村的微信公众号。而今，村里的
大事小情，村民们看看手机就都知晓了。《村民朋友
们，2018年度合作医疗开始缴费啦》《关于全镇范围
停水的通知》《大汇丰，育龄妇女免费体检啦！》……
打开这个名为“和谐汇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发现
其中所有的文章推送都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我
们村是比较早开始利用公众号服务村民的。现在村
中每一户已经都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刚开始用微
信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挨家挨户去推广宣
传，让村民来关注，后来大家发现，微信号用起来确
实比从前靠村广播听通知方便多了。特别是一些在
外打工的人，也能及时知道村里的事情了。所以大
家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也在努力做得更好。”汇丰
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庄亚英这样说。

有了更便捷的消息通知渠道，也要有更便利的

办事流程。一走进汇丰村村委会的一层，就能看到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便民服务平台”。这里的村级
便民服务平台与市里的公共服务中心联网，许多业
务村民不再需要东跑西问，只要在服务平台查询一
次就可完成。

汇丰村村民张全荣由于肢体残疾，出行不便，在
家看电视是他最重要的娱乐。今年，他得知残疾人办
广电数字电视，可以免去首个机顶盒的维护费，但是
苦于行动不便，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理。汇丰村
的村干部得知老张的困惑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
帮他通过村级便民服务平台，查询清楚并准备好了
申请所需的材料。张全荣十分惊讶地说：“今天只是
打算来村委会问问看，想不到一下子就解决了。以前
看新闻里说，网上办事多么方便，今天算是亲身体会
到了！以后办事儿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
屠甸镇的乡村里发生的这些故事，正是中国乡村振
兴战略成果的缩影。而在更广袤的大地上，中国乡
村里还有更多新故事在发生。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中巴友谊情比海深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我们不会忘

记，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国
家。在新中国打破外部封锁、恢复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探索改革开放等关键时刻，巴基斯坦
总是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无私而宝贵的帮助。
在中国遇到自然灾害和困难挑战的时候，巴基
斯坦总是及时伸出援手。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
特大地震，巴基斯坦倾囊相助，出动所有的战
略运输机，将全部战略储备帐篷第一时间运到
了灾区。随行医疗队为节省飞机空间，拆掉了
飞机上的座椅，一路上席地而坐。今天，数以

千计的巴基斯坦工作人员在各地同中国职工
一起夜以继日建设中国承担的项目，涌现出

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同样，在巴基斯坦需要的时候，中国始终

是巴方的坚强后盾。中国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
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2010年巴基斯
坦遭受特大洪灾，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陆
空全方位施援，派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救
援队，首次派遣大规模车队和直升机执行救援
任务，开创了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先河。2014
年底，白沙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方专门
邀请巴方受伤学生和家人赴华疗养，让孩子们
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中国人民真挚的情谊。

在不久前的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搭
载176名巴基斯坦公民从亚丁港撤离，巴基斯坦
军舰协助从穆卡拉港撤离8名中国留学生。巴方

军舰指挥官下达命令：“只要中国留学生不到，
我们的军舰就不离港。”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
证明中巴友谊情比海深。

——摘自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

（2015年4月21日）

背景资料:
也门撤侨：也门紧张局势自 2014 年开始持续升

级，2015 年 3 月 26 日起，由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约
旦、苏丹等其他海湾国家参加的国际联军在也门发动
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根据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
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

2015年3月29日，122名中国公民以及两名来自埃
及和罗马尼亚的中企所属人员搭乘中国海军临沂舰，
于当地时间29日晚抵达吉布提共和国的吉布提港。3月

30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卫舰潍坊舰载着449名中国
公民平安撤离也门西部荷台达港。至此，需要撤出的
571名中国公民已全部安全撤离也门。

2015年4月2日，中国海军临沂舰搭载巴基斯坦等
10个国家在也门的225名侨民自也门亚丁港平安驶抵吉
布提。据初步统计，撤离人员中有巴基斯坦176人、埃
塞俄比亚 29 人、新加坡 5 人、意大利 3 人、德国 3 人、
波兰 4 人、爱尔兰 1
人、英国2人、加拿
大 1 人、也门 1 人。
此前，中国政府在
自也门撤离中国公
民行动中，还协助
罗 马 尼 亚 、 印 度 、
埃及等国的8名侨民
平安撤离。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李月仙：

难忘乌兰牧骑
潘旭涛 吴宇轩

李月仙：

难忘乌兰牧骑
潘旭涛 吴宇轩

时隔40多年的两次温暖，让65岁的李月仙在采访
中几度哽咽。

第一次温暖来自观众，时间是1973年的深秋。
那时的李月仙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乌兰牧骑队员。她在牧区表演小芭蕾舞《红色娘子
军》片段时，突然下起了雨。当看到牧民们专注而热切
的眼神时，李月仙决定——继续表演！

李月仙扮演的是吴琼花，当演到被南霸天打得遍
体鳞伤倒地时，李月仙倒在了满是雨水的舞台上。这
时，一位老牧民主动将自己盖的毡子塞到她身下，对她
说，“姑娘，别着凉。”

老牧民的举动让舞台上的李月仙顿时激动得落
泪。

“当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反复在我脑海里浮
现。牧民们的爱值得我无怨无悔地付出。”回忆起 44年
前的那一幕，李月仙感慨道。

第二次温暖来自一封回信，时间是2017年的深秋。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了！这让李月仙十
分感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来信太让人振奋了！”谈起这封

回信，李月仙的音调提高了几分，“这封信在草原上引
起了很大反响，习近平总书记记挂着乌兰牧骑，我们心
里都暖暖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乌兰
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意为

“红色嫩芽”。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
酷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
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
声音和关怀。

李月仙与乌兰牧骑的缘分，始于47年前。
1970年，恰逢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刚刚成立，18岁

的李月仙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当地的第一批队员。因
为没受过专业艺术训练，李月仙每天 4 点钟就要起床
练功。在练芭蕾舞时，她还蹭掉了脚趾甲，鲜血染红了

舞鞋，但她咬牙坚持了下来。
40 多年来，李月仙走遍了伊金霍洛旗的山山水

水，带领队员背着行李、扛着乐器、举着红旗，顶风冒
雨步行深入农牧地区和工矿企业，每年演出达 100 多
场。

“牧民们很爱看我们的表演。看完演出后就往我
们怀里塞几个馒头和鸡蛋，这种亲如一家的感觉，让
我忘了苦和累。”李月仙说。

常年饱受风吹日晒，李月仙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
许多。“有一次去牧区演出，我正在屋里化妆，一位妇女
喊我大姐，其实那年我才 23岁。”李月仙以半开玩笑的
口吻提起这件往事。

在李月仙心中，牧民喜欢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在创
作编排的120多个舞蹈作品中，李月仙最得意的是1998

年创作的女独舞《洒楚勒》，表现的是草原牧民用九孔
勺子向天、向地洒乳汁，以祈求上苍保佑草原风调雨
顺。

为了抓住自己一闪而过的灵感，李月仙经常创作
到深夜。她不顾自己的腿伤和腰伤，反复打磨每一个舞
蹈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洒楚勒》表演完后，很多牧
民竖起了大拇指，夸赞道“玛奈（我们的）乌兰牧骑”。

《洒楚勒》不仅得到了牧民的肯定，还获全国“群星
奖”、“优秀创作奖”等一系列奖项。李月仙本人也获得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40 多年来，李月仙始终没有离开伊金霍洛旗乌兰

牧骑。从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队员、副队长、队长、指导
员到国家一级编导，李月仙见证了伊金霍洛旗乌兰牧
骑的发展历程，也和乌兰牧骑一起成长。如今，李月仙
已经退休。退休后的李月仙依然承担了多场大型演出
的总导演。“我的青春
洒在这里，一腔热血
也洒在这里。乌兰牧
骑可以没有我，但我
不能没有乌兰牧骑。”
李月仙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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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水清于长水清，小船一棹浪
花轻。”浙江省桐乡市屠甸镇，古时
称“石泾”。这里一直是鱼米富庶、
乡风淳朴之地，相传春秋时范蠡和西
施就是在此归隐。而今的屠甸镇下辖
8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近年来，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这里的
村庄处处透露着新气象。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屠甸镇，看
到了在各个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
们积极学习十九大精神；借着国家互
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农民大叔也成
了电商大户；村中便民服务日趋完
善，“少跑腿、好办事”成了村民生
活的日常。

如何建设好“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美丽乡村，屠甸镇的故事也许
能带来不少启示。

徐杰在“老园丁玫瑰园”里工作。

图为汇丰村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图为汇丰村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图为汇丰村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