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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广告·

本报讯（汪龙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在近日举行的四川省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四川省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联席会议宣布，

将成都市武侯区等 37 个县（市、区）确定为

《四川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7-2025
年）》省级试点地区，试点时间为今年 10 月

到 2021年9月。

2019 年 10 月，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被

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首批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实施试点县。试点近一年来，该县在工作

上大力推动、资源上优先投入，专门编制了

《资中县“十四五”青年发展规划》，确定了“青

年资中·宜业之城”的发展定位，提出创青年

宜业之城、建青年宜居之所、解青年后顾之忧，

形成了政策合力，有效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此次在资中举行的现场会上，团四川

省委书记、省规划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张荣

说，目前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已经从国

家、省级层面的制度设计，转入市、县一级

的纵深推进，需要通过全面试点来形成示

范带动效应。在四川，要把资中县作为全国

试点县的工作经验向全省更大范围推广。

为此，四川省在 21 个市（州）分别选取

了一批条件相对成熟的县（市、区）开展试

点。团四川省委要求，各试点县（市、区）要

形成一份科学的试点方案、建立一套完善

工作机制、编制一个具体专项规划、优化一

批特色青年政策、实施一批重点工作项目。

以“优化一批特色青年政策”为例，团

四川省委要求，要聚焦本地区青年生活上

的困难、成长中的短板、发展中的瓶颈，重

点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把本

地青年成长发展中最需要帮助解决、最需

要关心关注、最需要政策支撑的情况汇总

梳 理 上 来 ，出 台 和 完 善 一 批 针 对 性、操 作

性、实 用 性 强 的 政 策 举 措 ，进 一 步 集 成 优

化，形成政策清单，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

年发展政策体系。

张荣表示，希望试点县（市、区）在资中

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批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广的做法，最终实现以点带面、

示范带动、整体推进，推动青年规划在县域

落实见效。

四川扩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县域试点范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见习记者 李若一

西海固，世界级贫困地区代名词，脱贫

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作为其中打头的“西”，西吉县是宁夏

回族自治区最后一个未脱贫摘帽县。地形

地貌复杂、生态脆弱、水资源匮乏、异常气

候及气象灾害频发是制约当地脱贫的“先

天短板”，缺少产业、缺少资金技术又成为

影响发展的“后天不足”。

“真苦、真穷、真无奈！”来过这里的人

有时会用这 3 个“真”来描述自己的感受。

“西吉县有贫困村 238 个，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37372 户 155581 人，分别占到全省

的 22%、18.96%。”这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

西吉县脱贫的难度。

在采访中，记者却发现，今日西吉已悄

然作别“苦甲天下”的称谓，迎来新生。

从干旱土塬到美丽乡村

焦 建 鹏 或 许 知 道 如 何 填 写 这 份 脱 贫

“答卷”。

现年 39 岁的焦建鹏出生在西吉县吉

强镇龙王坝村。在他记忆中，自己的家乡山

高、天旱、路差，顿顿要吃洋芋蛋。

大学毕业后，焦建鹏留在了银川，从事

文化创意工作。几次返乡让他心里五味杂

陈：一方面，伴随宁夏全域施行封育禁牧，

龙王坝村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逐步修复；

但另一方面，住在这里的父老乡亲还是过

着“土里刨食”的生活，贫困面貌并没有得

到改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土地因为无

人耕种再次撂荒。

2010 年 ，焦 建 鹏 决 定 回 乡 发 展 ，守 护

住家乡这来之不易的“绿色嬗变”。回村后，

他流转了 1200 亩土地，成立了心雨林下产

业专业合作社。在山地上种植大接杏，在林

下放养生态鸡、种植油牡丹，用鸡粪肥田种

植大棚草莓，开发休闲农业。

几年下来，龙王坝村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 好 ，吸 引 了 不 少 观 光 客 。焦 建 鹏 趁 热 打

铁，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创建了龙王坝生

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此后，焦建鹏带动龙王坝村建成了集

百亩梯田高山观光温室果蔬园、千亩油用

牡丹基地、农家餐饮中心、文化小广场等于

一体的旅游观光园区，趟出一条“农村变景

区、农民变导游、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

的脱贫新路径。

从缺少产业到种养循环

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

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龙王

坝村的改变，为西吉县其余 290 多个行政

村提供了一个发展思路。

但受限于自然、地理环境，西吉县要彻

底脱贫，还需要筑牢产业基础。西吉县的主

导产业有马铃薯、草畜等，链条短、转换率

低、附加值不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

这一局面需要改变。

29 岁的摆世林有志于此，他辞掉“铁饭

碗”，来到西吉县马莲乡张堡塬村，担纲宁

夏向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园区经理。

经过几年努力，如今，向丰现代生态环

农业产业园已经形成“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牛粪加工有机肥加工—有机肥还田种

植马铃薯、绿色蔬菜、优质牧草—牧草饲养

肉牛”的循环模式，构建了集“种、养、加、

销”于一体的农业链条。

产业升级换代，村民的日子也“芝麻开

花”。摆世林说，园区以每亩 600 元的价格

流转了 1000 多亩土地，吸纳当地农民为园

区工人，其中固定用工 35 人，包括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5 人，每人年收入可达 3.6 万

元；临时用工最多时有 320 人，人均日工资

至少 100 元，带贫效果显著。

除此之外，摆世林还专门成立了一所

农民田间学校，在品种牛养殖、育肥和蔬菜

种植、采收阶段，通过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

工人现场一对一教授，让当地农户提升种

养殖技能，掌握现代设施农业的操作流程。

“多亏了产业园的示范作用，如今，我

们的老百姓更相信科学了，致富的劲头儿

也更足了。”马莲乡党委书记魏延峰告诉记

者 ，当前，马莲乡种植了 6 万多亩的青贮玉

米、养了近两万头牛。“全乡上下，人人有事

干，有钱有尊严。”魏延峰说。

从围着灶头到迈步车间

偏城乡上马村驻村第一书记郭荣军最

喜闻乐见的是村民精神面貌的改变。为此，

他特意在村里开办了文明实践爱心超市，

推行文明积分卡制度，村民以户为单位参

与评比，积分可在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有 了 奖 励 ，上 马 村 的 村 容 村 貌 有 了

些 许 变 化 ，让 郭 荣 军 更 为 动 容 的 事 情 发

生 在 村 委 会 旁 的 扶 贫 车 间 里 。

今年 5 月，通过招商引资落户上马村

的宁夏众旺达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的扶贫车

间正式投产运营，20 多名妇女经过培训后

变身产业工人，整日忙碌在流水线上，加工

生产地软、苦苦菜等野菜，以及地椒茶、杂

粮等农特产品。

车间建成后，25 岁的马志花决定走出

家门，凭自己的本事挣钱。第一个月，只上

了几天班的马志花领到了 600 元的工资，

她又从丈夫手里借来 1600 元，买回一只母

羊 。第 二 个 月 的 工 资 到 手 后 ，她 还 清 了 欠

款，获得母羊的“绝对拥有权”。

车间里的姐妹觉得马志花有些犯傻，

她向别人解释：“羊生羊，到年底，我就能换

回一头牛，在家里说话也有地位了。”

攒 钱 的 动 力 让 马 志 花 越 来 越 勤 奋 。

前 不 久 ，她 被 提 拔 为 班 长 ，管 理 着 10 来

号 人 。她 和 同 事 劳 作 的 画 面 也 被 车 间 经

理 拍 成 照 片 ，设计成了产品包装——“阿

舍（记者注：‘阿舍’为回族妇女的经名）的

野菜”。

“ 期 待 更 多 阿 舍 的

出现。”郭荣军说，他觉

得，阿舍不仅是一个人，

更是一种西吉群众激发

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

富的精神。

从苦甲天下到山河一新

宁夏西吉：“蝶变”迎“新生”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上接 1 版）

彭季说，新疆的脱贫攻坚事业使各

族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不 断

增 强 。在脱贫奔小康的过程中 ，村民的

思想观念还发生了积极变化，能够更好

更快地融入现代文明。下一步，他将和乡

亲们一起，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

实现可持续增收。

新 疆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多 民 族 聚 居 地

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

家庭成员。

乌什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

长库尔班·尼亚孜十几年如一日，推广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用教育为孩子们搭建

起一座通向现代文明的桥梁。他介绍，学

校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到各民族都是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老师还经常给孩子

们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以此来激

励孩子们成为勤奋好学、尊老爱幼的好

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要全面准确介绍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历史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

内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

志勇说，博物馆将坚持发挥历史文化资

源 的 实 证 作 用 ，让 文 物 发 声 、让 历 史 说

话，使参观者直观感受到新疆民族团结

的光荣传统。同时，精心组织好提升人文

和科学素养的展览，于细微处见精神，为

文化润疆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

究员王宇说，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要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润疆的要求，深入挖

掘、梳理、研究新疆地区具有中华文化鲜明

标志的文化遗产、文物遗迹和各类文化形

态。同时，把新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的成就与介绍制度优势等结合起来，多层

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

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

定，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精

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

作各个领域。

“新疆的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

航 ；新 疆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得 益 于 法 治 赋

能；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需要法治来

守卫。”喀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志

成说，作为政法干部，要坚决扛起法治新疆

建设的政治责任，抓好乡村治理，加强社区

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乌

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赛马场派出所

民警王流涛说，法治理念是基层民警做好

辖区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保证，要时刻用

行动宣传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确保各级领导权

始 终 牢 牢 掌 握 在 忠 诚 干 净 担 当 的 干 部 手

中。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孟汉江说，组织部门将坚持在一线历练干

部，锻造一支堪当治疆、稳疆、润疆、兴疆、

建疆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同时对干部

的生活、心理等方面加强关心，激励他们扎

根新疆、奉献新疆。

近年来，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

地区，坚持“硬件”与“软件”、“输血”与“造

血”、“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浙江省援疆

指挥部人才组组长蓝邓骏说，我们将选派

更多有先进办学治校理念和管理经验的优

秀教师到新疆，同时推广“互联网+教育”

模式，推动更多学校建设“空中课堂”等远

程平台，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师生常

态交流创造条件。

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支援

合作二处处长张敏说，在下一步工作中，将

坚持规划引领，在人才智力支持、产业带动

就业、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等方

面升级加力，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

升天津援疆工作的综合效益。

（记者王琦、孙少雄、符晓波、阿依努尔、
曹典、白佳丽）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上接 1 版）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火神山

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治医师李双磊写下

请战书，出发前往武汉时，他的孩子还不

满百天。

李双磊说，有的医生在走廊里放声

痛 哭 ，哭 完 又 继 续 工 作 ；有 的 护 士 一 边

哭，一边给患者做心肺复苏。“在火神山

不怕苦也不怕死，就怕患者救不回来”。

陆军第九四九医院普通心胸外科护

士长、新疆援鄂医疗队队员马娇记得，科

里有位阿姨，除夕夜因脑梗发作住院后

感染新冠肺炎，丈夫被确诊，女儿也被隔

离，多重打击让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为了让这位阿姨重树信心、配合治

疗，马娇主动和她拉家常，给她讲西域风

景，甚至为她跳新疆舞。在这位90后护士

的开导下，那名患者终于开始配合治疗。

出院那天，她拉着马娇的手说：“闺女，我虽然

看不到你的模样，但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是

天底下最漂亮的闺女。”

抗疫一线的这些动人故事，很多都被包

括新华社记者佘勇刚在内的记者记录了下

来。疫情期间，佘勇刚在武汉工作了 3个月，

见证了许多“高高低低的肩头撑着城”。

佘勇刚说，武汉的所见所闻，让他这个

本 该 保 持 冷 静 的 记 者 ，一 次 次 泪 湿 眼 眶 。

“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动，我为我们的中华

民族自豪，我为生长在这样的国家骄傲”。

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赵思

说，作为 00 后，应当向战疫英雄学习，当国

家有需要时也能像他们一样挺身而出。

57 岁 的 重 庆 师 范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曾 礼

为抗疫青年感动。他说，眼前这批 90 后在

抗疫中的表现，让人对当代青年充满信心，

相信他们未来还能担当起更重的时代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