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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委员说变化委员说变化

说起家乡说起家乡，，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青山青山、、白云白云、、田野田野、、河水……尤其是父老乡亲们过得怎么样河水……尤其是父老乡亲们过得怎么样，，更是每个人心头永远萦绕的牵更是每个人心头永远萦绕的牵
挂挂。。然而然而，，由于旧中国长期的积贫积弱由于旧中国长期的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没能立刻富起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没能立刻富起来，，部分地区还长期未能摆脱贫困部分地区还长期未能摆脱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庄严更是庄严
承诺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这场伟在这场伟
大胜利中大胜利中，，各级政协委员不仅仅是观察者各级政协委员不仅仅是观察者，，更是推动者和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和参与者，，今年全国两会今年全国两会，，委员们纷纷讲述起自己家乡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委员们纷纷讲述起自己家乡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2020年下半年，我因参与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委员宣讲团
“脱贫攻坚”主题宣讲活动，先后多次深入昔日贫困乡村，开
展实地调研，其中，就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井冈山市神
山村。

这个位于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罗霄山脉中段的村子，是
“十二五”省定贫困村。2013年底，全村231人中，21.6%是
贫困人口。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神山村看望慰
问贫困群众，深情嘱托“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给了神山村民极大鼓舞和鞭策，
激励着全村上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昔日山高坡陡的“穷
山坳”，不仅甩掉了穷帽子，而且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处处彰显勃勃生机。

走在神山村的乡道村巷，村民们脸上流露出的幸福喜悦
感，最感染我。对于神山村的变化，他们也如数家珍：

村貌越来越新了。村民们说，过去提起神山村，都会用
这样的顺口溜来描述：“神山是个穷地方，有女莫嫁神山郎；
走的是泥巴路，住的是土坯房，穿的是旧衣裳；红薯山芋当
主粮，青年儿女跑外乡。”现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神
山抓生态、整环境、兴产业、树新风，先后获得了第五届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江西省5A级乡村旅游点、江西省
水生态文明村、江西省“绿色社区 美丽家园”创建活动示
范社区等荣誉称号，曾经的顺口溜早已成了历史。

村集体产业越来越多了。村支书彭展阳告诉我，过去村
里的产业主要是水稻和毛竹，耕地多为冷浆田，如今因地制
宜发展了460亩黄桃、200亩茶叶和10万筒茶树菇，同时挖掘
村里红色资源，积极融入了井冈山红色旅游圈。当年和总书
记一起打糍粑的村民，更把“打糍粑”开发成旅游项目，带
动全村把农家乐搞得红红火火。全村接待游客数从2016年的
9.8 万人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32 万人次，近两年虽受疫情影
响，也接待了30余万人次。真可谓“糍粑越打越粘，日子越

过越甜”，“过去靠铁锄头吃饭，如今靠金锅铲赚钱”。
村里人气越来越旺了。2015年神山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现在超过

2.8万元。老支书彭水生说，他儿子原来在外地务工，总书记到神山村后，孩子看
到了在村里发展的希望，决定回乡养蜂，每年增收4万元。他还告诉我们，村里有
一位叫左炳阳的留守老人，原来三个儿子都在外务工，如今三兄弟全回到了村里，
老大开起了农家乐，老二卖起了土特产，老三打起了糍米粑，三兄弟分工合作，一
起赚钱，一起照料母亲。2016年，231人的神山村常年只有老弱妇孺38人留守，
平均每户不到1人，如今已超过了200人。

村民们的干劲越来越足了。6年过去了，神山村的老乡回忆起与总书记在一起
的温暖场面，依然激动不已、感恩万分。村民们都说，“我们要知党恩、懂感恩、
听党话、跟党走”。当年在家接待过习近平总书记的村民彭夏英更是逢人便说“党
和政府是扶持我们，不是抚养我们”，不仅表达了井冈儿女的感恩之心，而且展现
了老区人民的奋进之志。

神山村的美丽蜕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生动
缩影。新的征程上，江西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昂扬
斗志，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样板之地，确保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与全国“同步
前进，一个也不能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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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井陉县辛庄乡，隶属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是个纯粹的‘山里
乡’，全乡村民依山而居。过去，这种
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乡亲们出了不少难
题，大家出行、饮用水全得听老天爷的
——趁天晴抓紧出村出乡讨营生，要是
赶上雨雪天气，路面湿滑，大家寸步难
行；下雨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大家带来了
饮用水，但能收集到的雨水又少又不干
净，喝了这种水容易闹肚子。”谈起乡
愁，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提到了浓浓的泥
土味，这股味儿不仅来自于脚下，还来
自农民的水杯。

“这几年，随着脱贫攻坚的开展，
村村有了机井、户户通上了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父老乡亲的饮水有了极大改
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松树岭村，
这是辛庄乡海拔最高的村庄，平均海
拔 903 米，村里土质全部是石灰岩，
向下钻井 700 多米才能找到地下水。
几年前，在辛庄乡政府和各级各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村27户68人全部
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几代人喝雨水
的历史就此终结。同样的，这几年随
着村村通工程、生命通道建设的开
展，家乡所有村庄都通上了平整的水
泥路，打通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尤
其是G5京昆高速、S334省道等穿乡而
过的国省干道的贯通，更是让家乡父
老坐上 1 小时汽车，就可以到达市
区，出行也不用再挑天气了。”这些变
化，让杨玉成既兴奋又感慨。

随着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乡村振

兴开启新篇章。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长效机制，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
平”。而今，杨玉成再回乡，不断能感受
到家乡的变化——进入村庄，迎面而来
的便是整洁有序的街道，厕所革命、生
活污水治理等人居环境整治活动的持续
开展，也让家乡的河水变得更加清澈、
街道也变得更加干净；随着荒山绿化工
作的不断推进，仅去年一年，5600余亩
花椒、连翘等经济作物在荒山上“安了
家”，在封山固土的同时，也鼓了家乡群
众的腰包。

道路通了还不算，杨玉成说，家乡
的发展思路也在变。

初春时节，走在这里的田间地头，
一副围绕“多中心”路径、推广“旅
游+”的大棋局正在排兵布阵，从中也
涌现出了不少好做法。

“比如在引进人才方面，我帮忙促
成了省政协农委办和栾庄村党支部共
建，通过党支部共建，吸引了多家知名
企业到家乡考察洽谈，为家乡共谋发
展；比如在抓住红绿资源方面，乡亲们
打造了焦家垴高山小米、胡仁板栗、大
理岩花椒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再比
如，当地干部立足区域共建，围绕洪河
漕百团大战纪念馆、小里岩碑林、路北
县政府、凉沟桥古长城和大洛水白杏等
优势资源，不断扩大旅游知名度，为乡
村振兴提供更强更大的动力。”用杨玉
成的话说，家乡近几年的变化让他的乡
愁变得更浓了，这次到北京开会，他还
要把家乡推介给更多人。

杨玉成委员——

泥土味不见了，乡愁味更浓了
本报记者 崔吕萍

▲杨玉成 （右） 与刘卫昌委员在高铁上交流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建议。

位于祖国西北内陆腹地的甘肃，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
“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赞誉，可见在汉唐时期，陇原大地曾尽
显繁华与富庶。然而到了晚清，由于气候变迁连年征战，左宗棠
在奏章中记录了“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穷苦局面。

这里的苦，首先苦在缺水上。位于陇中的通渭县，境内没有
河流，降水少而分布不均匀，是苦瘠天下的典型。2002年贾平凹
先生考察了甘肃陇中地区，在其散文《通渭人家》中，对这里贫困
和缺水的情况有过透彻的记述。吃饭靠天，吃水靠天。靠雨季收
集到水窖的不符合饮用标准的苦咸水是百姓一年的保障，也会
时常遇到春夏旱灾而无法保障。

2019年，我再次去通渭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大变样，几乎每
进一村每入一户，打开水龙头，就有清澈干净的自来水供应。这
得益于甘肃省2006年先后启动实施的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
供水一期工程、引洮供水二期主体工程。县上的同志告诉我，截
止2018年底，通渭县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吃水问题处于可控状
态。谁能想到通渭这个不靠河、不靠溪的贫水县，能从根本上解
决人畜饮水的梦想，彻底告别“缺水的悲辛史”。

若要富先修路。交通不便，是陇中通渭这样的贫困县致贫的
主要原因。交通不便限制了各种经济的、文化的要素流动，外面
的无法进入，内部的也无法输出，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通渭的
路修得慢，曾经多年来一条国道310线与外联通，由县到乡到村
没有几条像样的道路。“看起来就在眼前，走起来得好半天”“冬
天尘土飞扬、雨天洪水阻断”是过去千百年来通渭交通的真实写
照。2017年7月9日，上午9:15，随着由兰州开往徐州的G2028次
和谐号列车经停通渭站，通渭人实现了“朝辞翰墨乡，夜宿北上
广”的梦想。县上的同志告诉我，“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在通
渭投入的道路建设资金达124亿余元，修通了高铁一条，通往定
西和兰州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县域内又修了两条二级公路，
打通了与周边县的快速联通，升级改造了7条县乡公路，硬化通
村道路近2200公里，全县332个行政村实现了通水泥硬化路。路
修通了，助力通渭人脱贫致富，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
到重要作用。

教育是“拔穷根”的根本之策。山大沟深居住分散，基础教育薄弱受教育程度低、辍
学打工曾经是陇中许多地方的普遍现象。2012年，我初到临潭县羊永镇拉布村开展帮
扶调研，当时这个村的小学有50多个孩子，四个年级，三间教室，两名老师。村民最大的
愿望是能帮扶扩建小学、新建幼儿园。如今的拉布村，建起了两层楼的小学，开办了食
堂，离学校远点的孩子中午可在学校用餐。小学边上新建了幼儿园，村上的小朋友也可
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去幼儿园，家长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甘肃
省像这样人口规模的村现在都有了幼儿园。村民们说，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曾经“苦瘠甲天下”的甘肃，也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了小
康。截止2020年底，甘肃全省75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726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
困村。甘肃从此撕下了“苦瘠甲天下”的辛酸历史标签。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甘肃省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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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尚勋武委员 （左二） 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调研当地解决供水工
程后的扶贫产业和藜麦生产。

我的家乡，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
村是一个位于乌蒙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
村寨，近年来，小山村随着时代的发展也
发生着大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蕴含的是
贵州，乃至中国各地农村变化的缩影。

2018年2月15日,村里的乡亲们更
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春节礼物”——中
共中央办公厅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岩博
村乡亲们的新年祝福。

祝福中说:“写给总书记的信收到
了,得知村里的白酒、火腿产业日益兴
旺,有望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总书记
非常高兴。总书记祝乡亲们新春愉快,
万事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
幸福!”

温暖亲切的话语,不仅是对岩博村
人民的厚爱,更让4000万贵州人民无比
幸福,全省上下纷纷表示要更加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
有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6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9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书写了中
国减贫奇迹的精彩贵州篇章！

不仅出于本职工作的考虑，更是作
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担当，多年来，我在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等
方面都提出过相关提案，其中为助推小
微企业发展提出的“适当放宽银行融资
放贷政策，创新银行融资提速降本方式
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的提案”得到财政部、
人民银行、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答复。

近年来，得益于各级领导的亲切关
怀，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岩博村从人均年
收入不足800元的偏远落后山村，发展
成了集体资产过亿、十里八乡闻名的小
康村，不少村民住上了小高楼、开上了小
轿车，相较以前，经济结构、村容村貌，村
民精神面貌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村委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要求，秉承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

整合所有政策资源，对村庄环境、道路设
施、通信设施等实施了升级改造，从之前
的偏远山村，转变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基础设施完善、亮化工程全面覆盖、医疗
住房教育“三保障”、人居环境优美的全
国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

依托贵州岩博专业合作社，村里调
整之前只单一种植玉米、土豆等普通农
作物的模式，大力发展刺梨、林下套种中
药材、魔芋等经济作物，助推农民增收。

依托村办企业贵州省岩博酒业有限
公司，村民从之前传统农民变成了现在
的工人、股东、老板等多重身份。岩博酒
业也从之前年产 50 吨，年销售额不足
200 万的小酒厂发展为年产基酒 5000
吨，年销售突破5亿元，解决了1000余
人就业问题的全国新兴白酒企业。在促
进本村村民增收的同时，还带动周边的
苏座村和鱼纳村1012户3650人脱贫致
富。

富了口袋，不忘脑袋。在文化建设方
面。岩博村开展村级“好村民”、“好婆
媳”、“好子女”等评选活动；村里“大喇
叭”长年响、宣传画经常贴，村干部时常
挨家挨户做工作、搞动员，引导村民改变
不良生活习惯，提升文明建设意识；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村委投资 1.5 亿元于
2020年 7月建成占地 80余亩的岩博党
性教育基地，并将我们岩博近20年的发
展历程凝练为“岩博精神”，营造自己的
独特文化、学习氛围，吸引众多周边党员
干部群众共同学习探讨。

2022年，我们将与全国人民一起踏
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争取岩博村的各项工作在新征程中取得
新成果，以实际行动、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
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贵州岩博酒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山村“酿”出了“岩博精神”
余留芬

▲谢茹委员在神山村调研，与当地村民共话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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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留芬委员与村民一起察看高粱长势。

本版约稿：修菁 位林惠 杨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