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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蕊娜 本报记者 吴晓燕 鲁明

1 月 16 日，农历小年的前一天，革命
老区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乔川乡铁角城
村，村民章贤仁家十分热闹：章贤仁和当
地的黄酒传承人正在祭酒、开坛，“祈盼新
的一年能酿出更好的酒。”章贤仁的家人
则忙着分坛装酒，将客人们预定好的黄酒
装箱。

地处陕甘交界地带的铁角城村，曾是
红军长征出甘入陕的宿营地。多年来，当
地人有酿黄酒、饮黄酒的传统。“乔川黄
酒”也被作为地方名优产品列入庆阳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前都是自家酿自己喝，没有往外
卖过，只是在逢年过节时送送亲友。”章贤
仁告诉记者，2011 年，他创办了贤仁黄酒

坊，打算依靠售卖自酿黄酒增收致富，但
是，作坊创办之初生意并不好。转机出现
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始后，华池县政府办公
室成为铁角城村的帮扶单位。从那时起，
帮扶单位帮助村里宣传黄酒文化，吸引订
单，章贤仁的黄酒生意越来越好。“以前一
年只能卖出六七百斤，2019年我酿了1万
斤，已经卖出7000多斤，每斤售价15元。”

铁角城村山大沟深，是华池县 14 个
深度贫困村之一。记者了解到，如今，在
章贤仁的带动下，铁角城村有 30 户贫困
户发展黄酒产业，户均每年可实现增收 3
万元左右。

“年关时节，黄酒生意正好，大家的腰
包鼓了，过年也格外高兴。”甘肃省体育局
驻铁角城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长
张建红说，近年来，经过持续不懈地帮扶，

铁角城村的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提升，村
容村貌彻底改善，贫困户积极发展小庭
院、小手工、小作坊等“短平快”增收小产
业，发展湖羊养殖、中药材种植等脱贫产
业，日子越来越好，农民户均可增收2.1万
元。此外，村里还利用红色遗址，打造了
红军长征宿营地、黄酒小广场、党建文化
长廊、沿街民宿点，让这个素有“千年驿
站”“千里盐道”之称的古村焕发出了全新
的活力……

记者来到铁角城村时，华池县正在村
里举办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艺演出
活动。黄酒香味扑鼻的街道上，锣鼓阵
阵，人们舞起了欢乐热闹的秧歌社火；村
民文化广场上，写春联、送图书、置年货、
寻年味、赶大集等一系列春节文化活动，
让这个平日安静的小山村呈现出一派欢

乐祥和的景象。
在热闹的人群中，一群身着红色秧歌

服饰的妇女儿童格外引人注意。“这支秧
歌队是我们村民自发组织成立的，表演的
节目也是我们自己编排的。”村民章琴说，
以前村里的妇女闲暇时间，就会和别人闲
聊天、打麻将、玩手机，没有太多的文化生
活。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在帮扶干部
的引导鼓励下，村里的妇女们学广场舞、
参加技能培训、做志愿服务，生活跟以前
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干完家务农活，有闲
暇时间都会去跳舞健身、搞文化活动，跟
以前比完全是两个样儿，乡亲们精气神更
好了。如今的日子，就像我们村里自己酿
的黄酒，越喝越有滋味。再过几天就是春
节，我们要跳着自己编排的秧歌，跟大家
一起高高兴兴过个文化年。”

□□ 胡日查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春节假期即将来临，全国各地工厂
都在陆续停工放假，而内蒙古科右中旗
巴彦呼舒镇察尔森化嘎查的黑木耳基
地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伴着轰
鸣的机器声，这里的菌棒加工按下了生
产快车键，十多名农牧民工人穿梭在车
间装袋、灭菌、上架……虽然嘈杂，但场
面却井然有序。

“工人们平均每天能生产菌棒 1 万
棒，他们加班加点生产就是为了嘎查老
百姓能在5月及时种上黑木耳。”内蒙古
日报社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宵说，黑木耳
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制作菌棒到
田间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员的
指导，为此基地从河北高薪聘请了技术
人员，以保证木耳菌棒的质量和产量。

“科右中旗也投入50万元支持我们进行
技术改造，今年基地更新了锅炉，进行了
地面硬化，还购入了3个液体菌罐。”

“多亏了黑木耳这个产业，使我家的
经济负担减轻了不少。”察尔森化嘎查木
耳种植户何旭芳的丈夫身患残疾需要长
期吃药治疗，儿子刚刚考上大学费用支

出很大，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她一人
身上。2019年，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认
领了6000棒黑木耳。虽然第一次种植黑
木耳，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她的精心
照料下，家里的黑木耳实现了丰收，600
多斤木耳让她家增收了近两万元。

“这小菌棒是种植玉米收入的好几
倍。我丈夫虽然身患残疾不能务工，但
黑木耳管理起来简单又不累，今年我还
要加大规模继续种植黑木耳。”何旭芳
信心满满地说道。

眼下，察尔森化嘎查黑木耳不仅成
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法宝，让许多贫困户
走上了脱贫之路，也让更多的村民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菌棒生产季基地用工
10多人，采摘木耳时用工能达到近50人，
每人每日的工资收入有110元。”刘宵说。

“2019 年，我们投入生产菌棒 16.5
万棒，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今年我们
准备加大生产规模，预计生产菌棒50万
棒，全嘎查 100 多户老百姓每人口将增
加 2000 元的收入。”察尔森化嘎查达常
宝音图说，通过逐步扩大规模，这一产
业也将辐射带动周边嘎查贫农牧民增
收致富。

春节不打烊 木耳生产忙

河北省邢台市任县骆庄乡达二村的村民正在赶制灯笼。骆庄乡是邢台市远近闻
名的灯笼制作基地。春节临近，骆庄乡灯笼生产企业和加工作坊加紧生产，以供应各
地节日市场。 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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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彩虹 本报记者 郜晋亮

临近新年，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九哈家易地扶贫安置小区里，一排排红
白相间的楼房在冬日阳光的沐浴下更显
静谧。“嗞……嗞……”14 号楼传来一阵
阵刺耳的电锯声，原来是装修师傅正热
火朝天地帮苏永兰一家“扮靓”新居。

“第一次在楼房里过年，咱得好好拾掇
拾掇。”刚从外面买东西回来的苏永兰搓着
冻得发红的脸对装修师傅说。一旁的老伴
儿接过话茬：“这次能顺利入住装修，咱还
得感谢供电公司的师傅，大冷天儿，可咱小
区的通电工程一点儿也没耽误。”

村民们在元旦前夕刚搬进新居，准
备在城里过个年。“将就了一辈子，我老

汉还成了城里人，今年咱可得干干净净
过个年。”芦花乡丰洼村77岁的村民赵金
福在九哈家易地扶贫安置小区也分到了
房子。

“在老村啥时候都干净不了，生炉、
煨炕这样的事儿干了一辈子，如今新居
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终于能过个干净
亮堂年了。”看着眼前干净、亮堂的新居，
赵金福感慨地说，“以前最愁的就是冬夏
两季，夏季雨水一多山路就变得泥泞不
堪，冬天炕烟的味道很呛人……”

据了解，九哈家易地搬迁点涉及乐
都区马厂、芦花两个乡镇。这里山大沟
深，是典型的干旱山区。长期以来，村民
们被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吃水难、娶
媳妇难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多人选择外

出务工，久而久之，部分村落独居老人、
留守儿童家庭变得多了，社会治安问题
也随之凸显。

一方水土已经养不了一方人。为了
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海东市加快实
施易地搬迁工程，而电力作为重要基础设
施，要先行一步为贫困群众送去希望。为
了让大家过个亮亮堂堂的年，海东市供电
公司专门针对芦花、马厂两个乡镇1880户
易地搬迁村民，投资建设安置点供电工
程，解决了11567千瓦用电负荷。

“现在，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大伙儿
都搬进了敞亮的新家，每家每户都置办
了家用电器，高高兴兴地等着过年呢
……”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将整个房间
照的通亮，赵金福满脸笑容。

□□ 蔡丽 本报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近日，在河南省潢川县传流店乡经
坊寺村文化广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飞
扬，由潢川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的2020年潢川县农民春晚正在
这里上演。这已经是经坊寺村举行的第
三届农民春晚。

舞龙舞狮、腰鼓、花扇、旱船、豫剧、歌
曲、锣鼓快板、二胡独奏等20个各具特色
的节目，全部由村民自编自演，平时舞锄
头拿镰刀的农民们，上了台也是一板一
眼，有了专业演员的范儿。当台上歌舞蹁
跹，台下掌声欢呼，整场春晚高潮迭起。

村民余友丽参加的舞龙表演第一个
出场，为了这次演出，在无锡打工的她提

前半个月赶回家来参加排练：“俺村脱贫
后越来越好，大伙儿都想抒发心里的喜
悦。”从演出准备开始，经坊寺村公民微
信群就热闹了起来，没能及时赶回家的
人纷纷在群里询问演了什么节目，并表
达了明年一定要赶回来的决心。

经过几年的发展，经坊寺的确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是地处偏僻的
贫困村，现在不一样了，水泥路修到每家
每户门口，建了 3 座通往外乡的连心桥，
还新修了6口万方大塘，村里主干道装上
了 140 盏太阳能路灯。”村党支部书记余
传贵一一细数，“村里成立了稻虾共作协
会，捧回了县里小龙虾养殖的先进奖杯，
还有无公害再生稻协会，推广再生稻种
植 1600 多亩，每亩增产 700 多斤，卖到了

超市货架上，畅销得很！”
脱贫户何型山今天也参加了舞龙

表演，舞龙尾的他身形矫健，活力十足。
他说：“去年在县里农技专家的帮助下，
种了1000多株芡实，收入了好几万块钱，
今年打算扩大种植。”看得出来，何型山
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十足。

说话间，舞台上演出到了花扇舞，五
彩缤纷的花扇不时拼出“红红火火”

“2020”“新年好”等字样。脱贫户何保德
看着演出乐呵呵地挤到了舞台一侧书法
家“送春联下乡”的台子前，请求帮忙写
一副对联。他高兴地对书法老师说：

“‘上联：争先发展脱贫帽，下联：加快步
伐奔前程，横批：致富兴家’，过年我要
贴在大门上。”

文化广场闹春晚 农民脸上喜开颜 易地安置脱贫困 扮靓新居迎新年

2003年1月，一位年仅24岁的消防员，为了抢救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奉化一次扑救火
灾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人惋惜的是，再
过5个月，他就要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毕业了。

他叫曹国华，1979年3月出生，浙江金华人。1997
年12月，怀着对消防员这一职业的崇敬与向往，曹国
华在金华市消防支队东阳大队当了一名消防员。他不
畏艰难，刻苦训练，在火场上敢拼敢上，狠劲十足，战友
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拼命三郎”。

1999年12月，东阳工艺品厂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火
场上，曹国华主动请缨，带领其他两名消防员，冒着随时
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从火场中成功抢救出了11
只氧气瓶、6只液化气钢瓶，支队为他荣记个人三等功一
次。同年12月，曹国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0年7月，曹国华考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学院。2003年1月，他被分配到宁波市奉化区消防大
队实习。同年1月29日下午3时许，消防大队内警报
骤响：奉化一家羽绒服加工厂起火。曹国华带队赶到
现场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曹国华马上投入到紧张
的灭火战斗中。

曹国华先指挥司机将消防车沿道路东西走向在上
风方向停好，然后迅速布置警戒，避免过往车辆出事
故。布置妥当后，又赶紧出水灭火。然而大火越烧越
旺，并迅速向周边蔓延，一支水枪根本无法控制住火
势，曹国华连忙跑到消防车右后侧，打开厢门，用水带

接口连接车泵出水，准备接出第二支水枪灭火。正在
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当天是阴天，加上浓烟滚滚，现场能见度很差，一
辆违章行驶的车辆开得飞快，撞在了消防车的右尾部，
正在连接水泵阀的曹国华当即被撞飞，弹出了几米远
倒在地上，鲜血直流。队友们赶紧将昏迷的曹国华送
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顽强的曹国华曾一度从深度
昏迷中苏醒。然而，由于伤口感染引起并发症，2月24
日晚，曹国华反复高烧不退，人再度陷入昏迷之中。经
医生抢救无效，医院于次日凌晨宣布脑死亡。身材魁
梧、平时感冒都很少的曹国华体质非常强壮，在医院宣
布脑死亡后，他的心脏仍顽强地跳了整整4天，直到2
月28日晚11时30分才怀着对世界的无限眷恋，永远
地闭上了眼睛。

曹国华受伤及牺牲后，战友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
来。有位战友在外地无法抽身，特地委托其在金华工
作的母亲赶往宁波。大家哭着喊着他的名字：“国华，
你不该走！”

曹国华来自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家庭。从小他
就秉承了农民子弟的优良品德。到消防队伍5年多，曹国
华不多的津贴除了补给家用和供弟弟上学外，还向“希望
工程”“保护母亲河”及灾区困难群众捐款1000多元。

新华社记者 唐弢
据新华社杭州1月20日电

曹国华：蹈火英雄的青春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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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总结会时，用正在治理村的案例对
所在乡警示教育。目前，全区被巡查的村已有
49人主动投案和主动交待问题。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正晓在淮阳调研时
表示：“把以案促改这个法宝贯穿到其中，对乡村
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治理，这是对‘三不’一体推进
的有效贯彻落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立：建强组织选贤能 建章立制
堵漏洞

“很多年了，村党支部就没组织过党员活动，
没开过党员会议。”王店乡高庄村71岁的老党员
陈道广说，“现在不同了，10 天召开一次党员民
主生活会，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了俺们心中。”

高庄村现在由 7 个“村集体带头人”组成的
班子主持村里工作，他们大多是本村在外地的能
人。其中 29 岁的陈森是高庄村出去的大学生，
在外地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驻村工作组组
长靳遵杰多次打电话他才答应回来。通过工作
组考核，并通过党员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公
开投票选举，他被选为村致富带头人。

淮阳区纪委书记王之梦说：“在治理过程中，
我们坚持破与立相统一。贪腐村干部和恶势力
村霸被惩处后，就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样
才能让党员和群众对村委有信心。我们通过召
开党员会和群众会、设立求贤箱、张贴招贤榜、发
放求贤信等形式，充分征求群众意见，通过党员
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公开选出贤人、能人、威望
高的人，组建的村级班子作风正、人品端、能力

强、群众认可。”
“制度是钢，落实是金。”基层治理中，哪个地

方问题频出、工作开展不好，很可能就是这个地
方基层组织出了问题。为此，淮阳区完善村级事
务管理制度，推行“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即权力
清单化、履职程序化、监督科技化、问责常态化），
让村级班子在“四议两公开，两审一监督”（“四
议”是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
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
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两审”是
指包村干部审核、站所长审核；“一监督”是指村
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制度的框架下履职用
权，用制度规范办事流程、管控权力行使、防控
工作风险；推行“逢六村务日”制度，即每月农历
初六、十六、二十六为全区“村务日”，坚持有事
谈事、民主议事、集中办事，解决群众办事儿难
的问题。

“实践证明，淮阳基层治理模式工作路径清
晰、方式方法成熟、问题解决较为彻底，在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发现、查处、整改上实现了
一体推进，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根子上得
到了解决，可以说一举多得、一石多鸟。要推广
淮阳模式，完善基层治理。”周口市纪委书记吴
刚表示。

兴：助力扶贫促发展 祛邪扶正
转民风

针对当下脱贫攻坚这一场硬仗，综合治理工
作组在村中召开扶贫政策宣传大会，对脱贫和未

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逐一核查，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台账式销号管理，确保逐项逐户整改到
位。对村内五保户集中供养、老人户合户等工作
进行地毯式走访，对稳定脱贫户又进行了入户核
实，使贫困户的识别和退出更加精准，提高群众
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为保障贫困户长期稳定脱贫，工作组还积极
为贫困户寻找产业项目增加收入。“当干部不能
有私心，只有一门心思把村子搞好，才对得起父
老乡亲的信任。”为了带动村子的发展，工作组让
返乡能人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圳企
业做管理工作的李有军当选邢吉屯村党支部书
记，班子成员中还有致富能手、复退军人。

“我们打算成立烟叶种植合作社，并与中原
农险合作，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李有军介
绍。邢吉屯村有种植烟叶的传统，建有一个现代
化的烟叶楼，每年可炕四五百亩的烟叶。除此之
外，村里还筹划着与山东有关方面合作，种植工
艺葫芦。

淮阳区在乡村综合治理中大力弘扬新风正
气，评选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致富能手，
开展送戏下乡、送医下乡、送温暖、送思路、送技
术下乡活动，引导群众树立以“诚、孝、俭、勤、
和”为核心内涵的文明乡风，提升了群众的满意
度，培育了文明新风尚。目前工作组已开展送
医下乡 38 场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 116.5 万元，
受益群众 5.06 万人，开展送戏下乡 32 场次；评
选好媳妇、好婆婆、五好家庭、致富能手、致富带
头人 563人。

“破、立、兴”统筹解决 全方位协同治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