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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大湾村，隶属安
徽省金寨县，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上，一度
是个贫穷闭塞的“落后村”，偶尔来辆汽
车，都能被当成新鲜事围观半天。如果
说集老区、库区、高寒山区于一体的金
寨，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那大
湾村就是金寨县难啃的“硬骨头”。

如今，大湾村变了。村民们住进了
新房子、吃上了“旅游饭”、做起了采茶
工，村里环境越来越美，日子越来越好。
2018年，大湾村在全县率先实现脱贫“出
列村”，还成为全省首个“5G村”。

大湾村因何而变？说起原因，村里人
不约而同回忆起三年前那场座谈会。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
脱贫攻坚的首站就选在大湾村，与当地干
部群众拉家常、话脱贫，还在村民陈泽申
家的小院里开了一场座谈会。总书记深
情叮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

就像一阵春风吹进了大别山，吹暖
了大湾村。三年来，他们积极探索，不懈
奋斗，走出了一条“山上种茶，家中迎客，
红绿结合”的绿色脱贫新路，一跃成为全
县脱贫攻坚的示范样本。

生活变好了：“老大难”不再难

从金寨县城出发，下了高速，一条崭
新的柏油路直通大湾村，约半小时就到了
村口。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沿着村
口的土路步行一公里，走进了贫困户陈泽
申的家。

陈泽申今年70岁了，小时候饿肚子的
回忆还那么鲜明：“为了吃饱饭，大家就把
山上的树都砍光，种玉米，但收成还是太
低。”2011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大
湾村的面貌也有了改观，但中年丧子、儿
媳改嫁、老伴因病去世，和正读书的孙子
相依为命的陈泽申依然是村里的“老大
难”。2016年，祖孙二人还住在上世纪50
年代修建的两间危旧房里。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陈泽申家低矮破
旧的土坯房，牵起老人的手关切询问。
当时的场景，陈泽申记忆犹新：“怎么致
贫的，政府有哪些扶贫政策，去年收入多
少……总书记问了很多，问得细致。他
说，我这次专门来看望大家，就是要了解
农村脱贫特别是革命老区扶贫的真实情
况。”随后，总书记又一连走进 4 户农家，
听取村民对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种植茶
叶以及移民搬迁等的想法，了解省市县
开展扶贫工作的具体做法和成效。

“总书记问我来年有啥期望，我说
2016年希望收入能翻一番。”陈泽申自豪
地说，这个当时看上去遥不可及的愿望，
早已“超额”完成——2016 年，仅依靠黑
山羊养殖一项，他家就成了“万元户”；
2017年，他获得村保洁员的公益岗位，再
加上种植特色药材，年收入 3.3 万元，主
动申请摘掉了“穷帽”；2018年，又开始在
村办茶厂上班，还搬进了扶贫安置点的
新房，年收入达到 4 万元。今年，在合肥
读大学的孙子就要毕业了，陈泽申的日

子越过越带劲。
而对汪能保来说，最高兴的是看病不

犯“难”了。汪能保老两口都患有慢性病，
光医药费就压得中年丧子的他们喘不过
气。三年前，总书记来到他家，拿起柜子上
的药，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和药费开支，让
他们备感温暖。

“现在医药费至少能报销 80%，而且
村里就有卫生所，取药很方便。”老两口
脸上的笑容多了。汪能保还考上了旅游
讲解员证，打起了增收的算盘。金寨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汪洪涛告诉记者，在全
省“351”“180”健康脱贫政策的基础上，
金寨还实施了贫困人口“免费签约服务”
和“先诊疗后付费”，彻底斩断因疾病导
致贫困的根源。

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产业扶
贫……各项政策的“组合拳”，打散了几十
年来萦绕大湾村的贫穷阴霾。三年来，大
湾村规划建设了4个扶贫搬迁安置点，村
民100%用上自来水、住进放心房，组组通
电、通路，全村共有 135户 368人脱贫，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1.3%。
“想让总书记再来看看村里的变

化。”这是村里人共同的愿望。

环境变美了：外来媳妇的
幸福生活

漫山叠翠与徽派民居相映成趣，金
黄、绯红的鲜花装点着白墙灰瓦，这就是
村里“颜值”最高的大湾民宿。

民宿管理员刘辉洪是贵州毕节人，
2007年和老公在外打工时相识结婚。“哪
想到刚走出大山，又嫁进穷山沟。”刚结
婚那年，没进家她心里就“凉了半截”。
民宿所在地当时一片荒芜，村民在此放
牛养猪，臭气熏天。

当时的大湾村，还没发掘出“红色”
“绿色”两样宝藏：“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抔热土一抔魂”，金寨积淀着红色基因，
大湾村有些老民居就是红色遗址；大湾
村紧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鬃岭景区，
青翠的大别山正是发展乡村旅游得天独
厚的优势。 （下转第三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特别是不能
忘了老区。 ——习近平

大别山区·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

春风吹别大山里的贫困
本报记者 李炜 杨丹丹 李竟涵 祖祎祎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8
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扩大
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确定稳定生猪生
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证照分离”，破解“准入不准营”，这有利
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也是稳就业的
有力措施。会议决定，从12月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央层面设定
的全部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
化审批。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13项
审批。二是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8项审批改为备
案。三是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60项审批实行告知
承诺制。四是对其余442项审批采取压减材料和时
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网上办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
化服务措施。五是对上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
入清单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定期调整。为此，会议决
定，在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对涉及的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
务院调整实施。会议强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大力
度持续推进，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推进便利化，并加强公正监管、事中事后监管，
寓管理于服务中。成熟经验要及时向全国推开。

会议指出，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老服务，是应对
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一要依托
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
提供助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捷服务。新建小区和
老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要配套。二要调
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
务。鼓励企业研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大规
模培养养老院长、护理员、社工等。三要支持发展商
业养老保险，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的长期
照护补贴。四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严肃
查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供应，事关
“三农”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稳定。会议确定，一是
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
助发放，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殖
场（户）的支持，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栏量。将仔猪
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
流成本。二是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
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
建。三是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四是加
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升疫病防控能力。五是保障猪肉供应。增加地方猪肉储备。各
地要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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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璐）8月21日，按照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统一部署，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韩长赋主持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
会议。会议强调，要以党章党规为镜，深学
细照笃行，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
的勇气，逐一对照、查找问题，认真抓好整
改落实，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
律意识，确保部主题教育扎实有效推进、善
始善终，为推动“三农”改革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中央第二十五指导组副组长冯远到
会指导。

会上，农业农村部领导班子成员认真
对照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紧扣中央提出的“18 个是否”，结合思想和
工作实际，对标对表认真检视问题、查摆差
距不足、深刻剖析原因、明确整改方向，逐
一进行发言报告。

会议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既是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党员领导
干部主动检视自我、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
措施。要高度重视党章党规学习，不仅要
经常学习领会、入脑入心，更要自觉遵守、
自觉践行。要以党章党规为镜，经常内省
自警，锤炼党性、砥砺品格，不断提升政治
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中央主
题教育有关要求，学习党章党规认真深入，
检视问题敢于揭丑亮短，真正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初步达
到了预期目的。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严格
遵守执行党章党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永远不能有“歇脚松气”的想法。要在深
入学习的基础上，坚持以党章为明镜，以
党规为准绳，进一步查找问题、剖析原
因、抓好整改。要抓紧梳理汇总查摆出
来的问题，纳入部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
检视问题清单和整改落实任务。要按照
中央有关要求，督促指导部系统各级党
组织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工作，统
筹抓好专项整治、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和
主题教育评估等工作，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扎实成效。

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强调

以党章党规为镜深学细照笃行
正视问题刀刃向内抓好整改落实

有老乡来信，说村里一年前修建的小公
园，步道上长满了野草，石桌石凳上落满了灰
尘，地面上塑料袋、饮料瓶、纸屑烟蒂等垃圾随
处可见，曾经热闹的公园现在变得格外冷清。

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也为了村民有一
个歇息、运动、娱乐的好去处，国家和地方专门
拨款为不少农村建设了小公园。但一些地方存
在重建轻管的现象，公园一建好就万事大吉、不
管不问了。因为缺乏后期管护，一些公园很快

沦为“荒园”，游园的村民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只建不管，难保长远。乡村小公园，除了

要建设好，更要管护好。管护好乡村公园，资
金筹措当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组织管理。有
钱好办事，没钱也不等于一点事儿都办不了。
乡村公园是为村民建的、是给村民用的，宣传
好、组织好，相信很多村民是愿意花点时间、出
份力气管护好乡村公园的。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莫让公园变“荒园”
柯利刚

□□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
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他提出，要还给老
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进入新时代，“河长制”成为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新实践。“每条河流要有‘河长’
了”——2017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年贺词中说。
2016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18 年底
前全面建立河长制。2018年 6月底河长制
提前在我国全面建立。

初秋正午，滇池上游的新运粮河畔，云
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普吉社区代理
主任、社区河长李俊彪正仔细巡查河道，排
查污染隐患。“过去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入
河，很多汇入到滇池。”昆明市五华区水务
局副局长张拾化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末，
滇池水质迅速恶化至劣V类。经过多年持
续治理，饱受污染之痛的滇池终于迎来重
生。2018 年，滇池全湖水质升至 IV 类，为
30余年来最好水质。

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共设立了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 30 多万名；各
地还因地制宜，设立村级河长湖长 90 多

万名。
在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成的过程中，

一个特殊的群体——“市民河长”“民间湖
长”也主动参与进来，成为河湖保护工作中
的新“风景”。

“我的目标，就是让子孙后代能够看到
洞庭湖的美。”洞庭湖首批“民间湖长”何大
明开着船在洞庭湖江豚活动较频繁的扁山
岛区域巡湖。

2018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长江，来到洞庭湖区的岳阳市，通过实时监
控察看了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保护状况。他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
和修复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总书记的嘱咐让我们很振奋，感觉肩
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何大明说。
（采写记者：李自良 庞明广 史卫燕 王贤）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百万河长，护水长清
——河长制开启治河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今年10月1日前
后，北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热情欢迎中
外记者采访。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将于9月
23日开始正式运行。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

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
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并开设新闻中
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采访报道庆
祝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澳门特

别行政区记者、台湾地区记者和外国记者
提交采访申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
统（域名：http：//reg70prc.zgjx.cn），欢迎港
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
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间自 2019年 8
月22日起，至2019年9月8日止。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9月23日运行

□□ 本报记者 刘伟林

在这片70年前被称作“北大荒”的黑
土地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用70
年的艰苦奋斗，将昔日荒原建成国家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书写出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华丽
蜕变的恢弘诗篇！

昔日成就瞩目，奋进依然不止。近年
来，黑龙江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
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认
真履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不
断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农业强、农民富、
农村美正成为黑土地上的一抹靓色。

挑起粮食安全“压舱石”重任

“国人每 9 碗饭，就有 1 碗来自黑龙
江。”这句令黑龙江农民骄傲的话语，映
射出黑龙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的
巨大贡献：

70 年来，黑龙江粮食生产能力实现
跨越式发展，先后登上 300 亿斤、500 亿
斤、1000 亿斤、1500 亿斤台阶，累计为国
家提供商品粮1万多亿斤，贡献了占全国
1/8的粮食增量。

2018年，黑龙江粮食产量达到1501.4
亿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倍，粮食增
量占到全国增量的1/8，实现“十五连丰”，
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粮食总产量、商品
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1/9、1/8和1/3，
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巨大贡献的背后，是黑龙江始终把
粮食生产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的不懈担
当。70 年来，黑龙江坚持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水
利化、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多项指标领
跑全国，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

眼下，庆安县洪光现代农机专业合作
社的农技员正在给庆安镇吉安村村民王
正国家的玉米地用无人机施肥。王正国

说：“以前，砍玉米秆、掰玉米、拉玉米秆，
全家齐上阵也忙不过来。现在交给合作
社托管，只要打个电话，家里20余亩玉米
不到一天就收完了，省时又省事。现在，
从整地到播种、植保、采收实现全程机械
化作业，这在几十年前真不敢想。”

2018年，黑龙江全省农机总动力已达
到 6082.4万千瓦，是 1978年的 20倍。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7%，比1978年
提高了58个百分点，位居全国首位。

此外，黑龙江还培育了“绥粳18”“东农
252”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推广水稻旱育稀
植、大豆垄三栽培等高产模式，创建370个
现代农业科技园，1458个“互联网+”高标
准生产基地，建成了千公里科技示范带。

2018 年，黑龙江全省农业科技贡献
率达到67.1%，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和农产
品优质化率均达到 100%，并完成 1.67 亿
亩“两区”划定任务，建设生态高产标准
农田7768万亩。 （下转第二版）

黑龙江：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华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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