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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小林 记者 高飞）广
西永福县是“东方神果”罗汉果的原
产地，也是罗汉果种植大县，该县全
县常年种植罗汉果面积约 12 万亩，年
产果约 12 亿个，年产值 10 亿多元。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该县积极做
大做强罗汉果产业，把罗汉果打造成
为该县广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
果”“致富果”，让贫困户通过种植罗
汉果实现了增收脱贫致富。

春节前夕，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牵动着千千万万国人的心。永福县也始
终心系武汉人民，并决心通过自己的实
际行动，向武汉捐赠具有“清咽润肺功

效”的罗汉果来支援武汉战“疫”。1 月
22日下午，通过紧急组织工人加班加点
工作后，该县首批捐赠的10万个罗汉果
从永福县苏桥镇罗汉果小镇出发，在农
业农村部门的“护送”下穿越千里驰援武
汉，交由武汉红十字会分发给当地市民
饮用，让永福罗汉果这个“扶贫果”变身

“爱心果”，助力武汉市民抗“疫”。
2 月 7 日，继第一批 10 万个爱心罗

汉果捐献武汉后，永福县再次进行组织
捐赠，将第二批 5万个罗汉果和两万斤
砂糖橘运送到桂林西站铁路物流中心，
统一搭乘“广西（桂林）驰援湖北果蔬专
列”奔赴武汉。

广西永福：“扶贫果”助力武汉战“疫”

本报讯（王夫之 李鹏程 记者 何红
卫 乐明凯）2月26日凌晨4点半，当两辆
满载着3000箱爱心苹果的加长货车缓缓
驶入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办事处大院
时，刘总年、刘伟东两位司机师傅带着满
身的疲惫跳下车，长吁一口气说：“总算将
800多户乡亲托付的心意送到了。”

疫情暴发以来，武汉人民的安危时
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更让甘肃省平
凉市静宁县黄土高原上淳朴的乡亲们
寝食难安。果农找到当地政府，提出想
亲手摘下地里又大又红的苹果捐给武
汉人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静宁
县贾河乡和深沟乡 800 多名老乡以村
级苹果合作社为单位，凑足了 3000 箱
优质苹果。

当地通过网络征集送货志愿者，在
兰州空军某部服役 12 年的退役军人、
现住陕西榆林的大货车司机刘总年和

甘肃陇西县的大货车司机刘伟东获悉，
报名志愿驾驶各自的货车送货。

经媒体和宣传部门对接，2月24日
晚7时，刘总年和刘伟东两位“80后”师
傅从两个乡镇装完货，搭伴从静宁县出
发，一路跋山涉水，行驶 1300 公里，于
26日凌晨4点到达高速江夏出口时，江
夏公安分局派汉警快骑专程迎接，护送
到指定地点。

江夏区纸坊街人大工委主任、物资
保障组负责人吕彩云介绍，与捐赠3000
箱苹果一起的，还有万豪世纪天街上午
捐赠的一卡车共 10 万枚爱心有机鸡
蛋。下一步准备将这批苹果、鸡蛋和随
后源源不断而来的生活物资，借“两测
两报告”之机，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社
区干部分批分期发放给24个社区、4个
城中村，将甘肃黄土高原乡亲的一片爱
心分送到千家万户。

静宁农民捐赠武汉江夏3000箱爱心苹果

□□ 本报记者 芦晓春

打开李哲亚的微信朋友圈、个人微
博，他近一个月以来的动态可以用5个字
概括：向湖北捐菜。

捐了多少？他给记者发了一个明细
表，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25 日，一共 10 批
货，近100吨蔬菜，白菜、萝卜、油菜都有，
捐给了武汉、黄冈、襄阳等 8 个城市。除
了菜以外，还捐了3000件隔离衣。

李哲亚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做这件
事？这么多菜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运
到湖北的？这一个个疑惑，随着采访的
深入都有了答案。

一颗感恩心回报湖北乡亲

如果在网络搜索李哲亚三个字，
京城打工仔、农二代“逆袭”、草根志愿
者……类似的新闻标题都与这个名字
有关。

从最初到北京做了一家餐厅的传菜
员，到自学通过成人高考拿到大学文凭，
有过几次求职失败经历，最后靠着不俗
业绩当上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副总裁，不
久又辞去工作，成立一家草根公益组织，
立志帮助更多打工仔改变命运。

如今，李哲亚的身份是北京家乡来
客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成立于 2016 年从
事助农扶贫的电商平台，专门帮助全国
各地农民售卖滞销农产品。

不得不说，今年 34 岁的李哲亚有着
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年轻、有梦想、敢
想敢做，这些都是外界贴给他的标签。
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他这次不
遗余力为湖北捐菜的动机。

“我老家是河北邯郸大名县一个农
村的，我个人走到今天，离不开很多人的
帮助，希望自己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
也能做点什么。”李哲亚说，感恩和回报
社会是一种使命。

据介绍，“家乡来客”平台每次发布
助农信息的时候，总能收到大量来自湖
北爱心朋友的订单，仅从 2019 年 3 月到
现在，平台就收到过来自 2400 多名湖北
朋友的支持。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看着湖北严重
的疫情灾难，深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使命，1月 25日，李哲亚在平台公众号上
以《武汉，全力支援！》为题，向平台会员
以及外界呼吁：“现在，我们希望能用自
己微薄之力为湖北做点什么！”

一场特殊的网络义卖引关注

在采访中，李哲亚多次提到一个歌
手的名字，“80 后”熟知的“水木年华”组
合里的缪杰。现在，他也是“家乡来客”
团队负责人之一。

“能把助农事业做 5 年，我们团队
的人都是有情怀的。”李哲亚说，除夕
当晚，当听到缪杰想通过义卖的方式

筹集资金，大家都很支持，随即就行
动了。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发
起了义卖活动，用线上售卖缪杰的明信
片等纪念品的形式代替捐款，一份100块
钱。”李哲亚告诉记者，活动发起后，收到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爱心用户的支
持，许多人在后台留言：“为武汉加油，为
湖北加油”。

很快，团队就筹集到了第一批资金
将近 10 万元。截至 2 月 26 日，团队已经
收到约30万元的筹款。在团队的公众号
文章里，持续记录着每一笔捐助者的姓
名、数额以及资金开销与用途。

最开始，团队筹集的钱主要用来购
买医疗物资，但不久后他们发现了一个
新的情况：前线不仅医疗物资紧缺，还面
临着食品短缺。

“筹集各地农产品，这不正是我们平
台的优势吗？”李哲亚的团队决定发挥强
项，开始与之前帮助过的农民电话沟通，
询问有没有滞销蔬菜。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到蔬菜，团
队兵分 3 路，一路人调资源，一路人在
当地收集蔬菜，一路人找司机。很快，
他们收集到了一批物资：山东莘县的白
菜和河北大名县的娃娃菜，一共 15 吨。

一路奔波把菜送到最前线

筹集到了蔬菜，并不等于解决了问

题。李哲亚说，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货车
司机。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两个司机，
一人一辆车，这也决定了一路上长途司
机无法倒班。

由于沿途各省对疫情的防控封锁很
严格，两辆车只能分头装，约定一个地方
会合。1月30日晚，李哲亚和团队成员在
大名县的农家院里，通宵奋战筛选了3万
斤大白菜。第二天一早，又在紧张忙碌
中把菜装上了车。随后货车出发，车身
上“家乡来客驰援武汉”的横幅在寒风中
抖动。

中途休息时，已是深夜十二点，
大家一起吃了泡面。司机师傅在手
机里播放了缪杰的《启程》，笑着对他
说 ：“ 这 是 你 ？ 那 个 时 候 你 可 真 年
轻。”缪杰则一边吃着泡面，一边跟着
手机唱。

2月1日中午12点，满载蔬菜的货车
行驶 800 多公里，到达了湖北仙桃市，由
仙桃市团市委接收了第一批物资。

如今，为了让捐赠的蔬菜尽快到达
湖北，“家乡来客”的团队成员依旧奔波
在路上。“我们运输的不仅是一份抗疫物
资，更是一份责任。”李哲亚在微博里
写道。

“就让我再一次追逐，那一直在前方
的征途……”回京后，缪杰则将那一夜的
感受写成了一首歌，叫《勇敢的路》，致敬
那些在一线抗“疫”的英雄们。

北京农创客百吨蔬菜驰援湖北乡亲

本报讯（记者 杨梦帆）2 月 28 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初步核算，2019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稳居世界
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首次
突破 1万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
一步缩小。全年 1109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连续7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2019年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
预期目标较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新的重大进展。

据介绍，2019年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优
化。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1606 万公顷，比
上 年 减 少 97 万 公 顷 。 全 年 粮 食 产 量

66384 万吨，比上年增加 594 万吨，增产
0.9%。油菜籽、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播
种面积增加，优质稻谷面积扩大，大豆播
种面积比上年增长10.9%。

脱贫攻坚成效突出，贫困人口减少。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
110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连续 7年减贫
1000 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为 0.6%，比上
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向着消除绝对贫困
迈出一大步。贫困地区居民收入较快增
长。2019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1567 元，比上年增长 11.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快于全国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1.8 个百
分点。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 李涛 蒋庆章 陈少锋

春节以来，安徽省涡阳县充分利用疫
情之下青壮劳动力不能外出、不准聚集的
有利时机，迅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改旱厕、清沟塘、栽果树、建菜园，做好居家
卫生，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出规范定标准 拆旱厕建水厕

“由于疫情大家都宅在家里，闲着也闲
着，而且大多还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有搞
好家庭卫生的强烈意愿。”安徽省涡阳县星
园街道刘旮旯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坤仑
说。刘坤仑建立“星园街道刘旮旯村张庄
爱国卫生运动群”，全村 57户 57名户主全
部入群。他再把涡阳县“五净一规范”（卧
室净、厨房净、院内净、厕所净、个人卫生
净，院内物品摆放规范）标准发到群里，同
时每周群主按照“五净一规范”标准上门检
查验收，每次评出3-5户“最美家庭”，给予
口罩、酒精、扫帚等一些适当的物质奖励，
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十分高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对环境卫生
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外出务工年轻人
返乡后都强烈要求拆旱厕建水厕。

在涡阳县西阳镇文庙行政村康寨自然
村，记者看到这里的群众家家户户都正在
建水冲式厕所，有挖池子的，有砌砖的，有
运送物资的。该村负责人介绍，文庙村 7
个村民小组中已经有 6 个组完成了“砖砌

三格式”厕所改造，康寨是最后一个村，全
村38户的改水改厕10天内就能完工。

据介绍，2019年以来该镇改厕3700多
户，采用“砖砌三格式”模式，在施工过程中，
由技术人员、镇村干部会同农户进行三方监
督，共同按标准验收，谁验收谁签字，长久负
责。同时在村公示栏张榜公示政策奖补及
改厕费用明细，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施工不
出村。工钱上了墙，东家西家可比较，群众
放心，主动参与，工程进展自然也快。

垃圾日产日清 分类避免污染

为了让垃圾有去处，涡阳县已广泛开展
垃圾分类活动，建设覆盖全县所有镇村的有
害垃圾回收站点，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发挥
了重大作用，特别是保证了废弃口罩、手套
等有害垃圾的收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该县高炉镇疫情期间向全镇156个自然
村发放4100个用于收集废弃口罩、手套的专用
垃圾桶，每天由各村保洁员消毒后收集统一运
至村卫生室，再转运到镇卫生院集中处理。

“使用过的口罩不准乱扔，要放进专用
垃圾桶里。”在高炉镇四零社区，居民何花
把使用过的口罩困扎好后，放进了路边一
个绿色小型垃圾桶里。

同时，城乡垃圾都能做到日产日清。
在该县西阳镇马庄垃圾站，保洁人员正在
把收集的12个垃圾桶内的垃圾装车清运，
然后对地面、垃圾桶进行消毒处理。保洁
人员王景云说：“我们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
6点多下班，保证垃圾日产日清，不积压、不
过夜，保持环境干净卫生，杜绝病毒传播。”

承担垃圾转运的劲旅保洁公司负责人
陈传义说，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每天还要对
车辆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加强保洁人员
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为他们配备口
罩等防护必需品，杜绝因工作不到位造成
疫情传播扩散的现象发生。目前该县有
4000 多名保洁人员天天奋战在抗“疫”一
线，保证城乡垃圾可以日产日清。

清理沟塘河坝 重现水碧蛙鸣

多年前，涡阳县花沟镇阚庄村在村里
开挖出一个不大的水坑，开始里面有水有
鱼，后来逐渐成为一个无水的干坑，便成为
周边群众的垃圾丢放处，再加上什么水都
向里倒、往里流，便成了臭水坑。

在抗击疫情期间，村民们十分担心臭水
臭气污染，于是村干部引导，村民自发筹资，
找来挖掘机。经过5天奋战，终于把原来的
一个臭水坑治理成为现在的清水塘。如今
清淤治理后的清水塘，水深清澈，碧波荡漾。

村里又专门配了一名护塘员。“每天就
是巡查，不允许旁边的群众向里倒污水，制
止小孩子向里面扔东西，决不能让它再成
臭水沟。”专职护塘员王秀军说。

针对突出的农村沟塘污染问题，涡阳县
专门制定了村庄沟塘和污水治理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从方案可以看出，涡阳县在清淤治
理的基础上，还根据沟塘水位高低，分别种植
莲藕、金鱼藻、菖蒲、芦苇、鸢尾草等不同植物，
养殖净化水质的鱼类，全面活化水质，提升沟
塘的水体自净能力。同时加强日常管护，建
立长效机制，尽早实现农村水碧蛙鸣。

清理沟塘防大疫 垃圾分类美环境
——安徽省涡阳县因势利导建章立制整治村居

连日来，国
家税务总局江苏
无锡惠山区税务
局志愿服务团队
奔赴辖区内多家
农业企业，帮助
除 草 耕 地 ，采
摘 、包 装 、配 送
农产品，以缓解
企 业 用 工 短 缺
压力，助力其加
快复工复产。图
为志愿者在一家
农业企业帮忙包
装蔬菜。

宗丹
本报记者
陈兵 摄

四川省嘉陵区
486名农民工乘“东西
协作”专车返岗复工

本报讯（樊俊 记者 李传君）2 月 21
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农民工返岗务工
专车再次发车，26 名体检合格的农民工免
费乘坐“东西部劳务协作”专车直达浙江省
金华市，行程 1900 多公里、历时 20 多个小
时。截至 2 月 21 日，嘉陵区已发送专车 17
车次，护送 486 名农民工前往广东、浙江等
地返岗务工。

下午3时许，嘉陵区交通运输、人社、发
改、就业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经过申报审核
即将出行的农民工核对身份信息、检查卫
生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等，并为他们送上
口罩、泡面、矿泉水等物资。

搭乘此辆“春风行动”专车的农民工
中，杜育强夫妇以及两个孩子特别引人注
目。杜育强夫妇都在浙江省武义县务工，
孩子随他们在武义县生活、学习。前两天，
杜育强夫妇接到单位返岗通知，得知嘉陵
区开展了农民工返岗“春风行动”，他们便
立即报了名，踏上了返岗专车。据了解，护
送专车在出发前已进行了性能检测、消毒
灭菌，配备了 3 名技术精湛的司机轮换驾
驶，车辆后两排设置了留观区，配备了体温
测量仪器、消毒防护用品等物资。专车从
嘉陵区出发后直达目的地，途中不下高速，
驾驶员将合理安排乘客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休息和用餐。为保持空气流通，护送专车
实际乘客为核载数量的一半。

2月28日，在河南省新蔡县奥田电器有
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组装集成
灶。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期，该县
一面抓疫情防控，一面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确保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不误”。

宋超喜 摄

新蔡县企业复工
助推经济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 朱基
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8日公布全国
（不含湖北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

通报显示，2020年1月，全国（不含湖北
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8228起，
处理11389人（包括39名地厅级干部、755名
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067人。

从上一次月报开始，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首次被列入统计通报范围。根
据通报，今年 1月全国（不含湖北省）共查

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3900 起，处理
5423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
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
发展”方面问题3215起，处理4424人。

根据通报，今年 1 月全国（不含湖北
省）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4328
起，处理 5966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
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1271起，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问题1170起，违规吃喝问题
751起。

1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超8000起

（上接第一版）
为支持5月底前200万吨海南冬季瓜

果菜出岛，海南省不仅对“菜篮子”产品和
农业生产资料运输车辆实行“不检查、不
停车、不收费”，免收琼州海峡过海费、车
辆通行附加费等费用，各市县还为本地瓜
果菜收购代理商发放进村特别通行证，注
明持证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地址及电话
等信息，并给予收购代理商以交通补贴。

为农资农机“下得了田”清
障通关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全国大部分
地区陆续进入春耕备耕的重要时期。为
保证春季农事活动所需的农资、农机调
运，各级各地有关部门围绕“绿色通道”政
策，着力打通农资供应“堵点”和农机转运

“卡点”，确保农业生产有序开展。
2 月 26 日，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

等联合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将春季农
业生产物资和农机具转运纳入应急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范围，确保物资和农机具运
输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
行。承运企业自行打印全国统一的“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
解决春耕生产“最后一公里”问题。

此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全省

第一批“民生保障”企业名单，组织各地市
为相关企业开具农资保供企业资质证明，
保障农资在市、县、乡、村道路上正常运
输。目前，已为 61家种业企业、68家种畜
禽企业、65家肥料企业、86家农药企业出
具了农资保供企业资质证明。

安徽蚌埠五禾生态肥业运输部物流
信息员李家诚在得知相关政策出台后，第
一时间下载相关表格填报并提交蚌埠农
业农村部门审核，并开具了农资保供企业
资质证明。2月19日，公司有32吨肥料发
往舒城，虽然当时高速路正处于疫情管控
期间，但有了资质证明，他们最终把肥料
顺利送到了指定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建立
了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对春耕备耕物资车
辆采取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和优先便
捷通行的措施。2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银
川东路收费站，来自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
的农资大户杨华将“绿色通行证”出示给
工作人员，仅用时 3分钟就从“绿色通道”
顺利通过。

从 2月初开始，四川也正式将运送农
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车辆统一纳入全
省疫情防控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适用范
围。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目前，
全省农资已有6成左右分销至农户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