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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宁夏：：跨越千年贫困跨越千年贫困 向向““新新””加速先行加速先行

中 英 街 、深 圳 革 命 烈 士 纪 念
碑、莲花山广场邓小平雕像、省港
大罢工委员会接待站旧址……透
过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人们不仅能看到中国现代化文明
城市的发展成果，也能回望红色的
历史轨迹。

从改革开放前的边陲小镇，到
如今人口过千万的大都市，深圳不
忘红色初心，汲取红色力量，将红
色精神贯穿城市发展建设中，连续
6 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

传承红色精神 不忘初心使命
走进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

社区，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映
入眼帘。1943 年，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东江纵队在这里正式宣布成
立。在整个抗战期间，东江纵队经
历大小战斗 1400 余次，歼灭日伪军
9000 余人。

“ 在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期
间，土洋有 9 名年轻的同志为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
小的牺牲时年仅 17 岁。”92 岁的老
战士李强说。

2019 年以来，大鹏新区全力打
造“一线七点”红色教育路线，成功
开通红色巴士公交专线，将东江纵
队司令部旧址、玫瑰海岸党群服务
站、沙鱼涌红色记忆展馆、东江纵

队北撤纪念公园、东江纵队红军小
学等串联成红色教育路线，累计超
过 15 万 人 次 来 这 里 体 验 初 心 之
旅，接受教育洗礼。

大鹏新区只是缩影。据统计，
目前深圳共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 个，党史教育基地 33 个，红色革
命遗址 78 处。

“铛、铛、铛……”今年 3 月 18
日，雄浑有力的警世钟在深圳市盐
田区沙头角中英街上空第 20 次响
起，这是一年一度的“中英街 3·18
警示日”，它警示后人铭记历史、共
创未来，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英街不仅见证了英国殖民
主义瓜分和侵略中国的屈辱，也见
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祖
国的繁荣发展。鸣钟仪式上，中英
街“一街四史”爱国主义线路发布，
包括“国情党史教育”和“实践体验
活动”两部分。

“中英街是一部生动立体、耐
人寻味的‘历史书’，这条路线发布
后，将启迪每位来到中英街的市民
游客，不忘民族屈辱，滋养家国情
怀 ，弘 扬 民 族 气 节 ，凝 聚 奋 斗 伟
力。”中英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汲取红色力量 奋力改革发展
1979 年 7 月盛夏，深圳蛇口微

波山下，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

动工。炸山填海的开山炮被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炸山过后的土石搬运，最开始
仍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工分，工
人们积极性不高，工程进度缓慢；
当年 10 月，工地推出定额超产奖
励制度，超过既定额度，多拉一车
土，奖励四分钱。

“四分钱奖金”打破了平均主
义观念，大大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
情，提高了工作效率。“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始发于深圳的
这句口号点燃了中国市场经济发
展的“火苗”。

敲 响 土 地 使 用 权 拍 卖“ 第 一
槌”，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率先
按市场原则形成资本、土地、劳动
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数据
显示，40 年来，深圳创出约 1000 个

“国内第一”。
改革创新是对红色精神的传

承和发扬。如今，深圳一路闯关，
经济结构也由劳动密集型的“三来
一补”低端制造向技术密集型的高
端创新迈进。华为、腾讯、大疆、比
亚迪等众多科技创新企业在这里
诞生、发展，深圳已成为中国科技
创新的重要引擎。

坚持红色引领 塑造文明典范
深圳北站是深圳的重要交通

枢纽，人员往来频密，对社会治理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破题？由
北站社区党委牵头，一个特别的联
席会成立，25 家单位党组织共同参
与，在联席会高效协商下，交通、卫
生等“交叉性”难题迎刃而解。

这是深圳以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9 年，中央赋予深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角
色，战略定位为：高质量发展高地、
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
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深圳要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造一个面向
未来的城市典范，而坚持红色引
领、党建引领是关键。

如今，深圳正着力建设一支熟
悉党建、热爱党建、会抓党建的基
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在社区，配备
超 过 2 万 名 社 区 专 职 工 作 者 ；在

“两新”领域，从职能部门选派局处
级党员干部，担任先进制造、金融
服务等行业协会联合党委第一书
记。以服务促治理，以党建引领营
造社会文明风气。

“我们要切实担好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品牌化’，注重发挥红色文化、红
色精神在文明城市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从中不断汲取前进的智慧营
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强说。

深圳：红色初心赋能量 文明发展谱新篇

翻越脱贫路上的“六盘山”，曾经
“苦甲天下”的西海固焕发新生；狠下
决心修复生态绿色转型，一度黄土裸
露、倚重倚能的西北小省区向“新”起
跑。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干部群众
勠力战贫奔小康，秉持壮士断腕、代代
接力的精神重塑山川。脱贫不是终
点，宁夏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机遇下，正奋力
踏上发展新路。

携手共富奔向康庄大道
孟夏时节，闽宁镇园艺村刘昌富

家大棚里的巨菌草郁郁葱葱。
这种原本适宜在南方生长的优质

牧草，由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带
到干旱少雨的宁夏，成为当地百姓致
富的“幸福草”，更见证了东西部持续
20多年携手战贫的山海情谊。

刘昌富老家在素有“苦甲天下”之
称的西海固，雨水奇缺、沟壑纵横，“三
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曾是西海固的
贫困常态，直到1982年仍有70%以上
的西海固群众不得温饱。

脱贫，曾一直是宁夏民生工作的
重中之重。

1996 年，在党中央作出东西部结
对帮扶的战略部署下，福建和宁夏建
立起对口扶贫协作关系。次年，“闽宁
村”在宁夏首府银川市永宁县一处戈
壁滩破土动工，开创全国东西部对口
扶贫协作移民之先河。

如同今年热播电视剧《山海情》所
演，1997 年林占熺帮助刚搬迁的农民
种菇致富，是最早的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项目之一。刘昌富带头种菇，第一
年就挣了 7000 元，“从没见过这么多
钱，比过年还高兴”。

此后 25 载，11 批福建援宁工作
队、8万闽商奔赴宁夏逐梦，以闽宁命
名的一座座产业园区、学校、医院等拔
地而起，曾经只有8000人的闽宁村如
今已升级为 6.6 万移民安居乐业的闽
宁镇。

山海异域，同舟共济。闽宁协作
探索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党的十
八大以来，宁夏尽锐出战，持续发力打
好脱贫攻坚战，9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帽，1100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80 多万
贫困人口脱贫。

缺水曾是西海固贫困群众生存发
展最突出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起，
宁夏持续实施水利工程纾解“水困”。
2012 年，宁夏启动中南部城乡饮水安
全工程，110余万山区群众喝上了安全
水。如今，宁夏贫困地区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已达95%。

西吉县震湖乡张岔村 66 岁的陈
得银对吃水难记忆犹新，过去他每天
凌晨三四点要到 3 公里外排队担水，

“泉眼冒出一小滩水，用瓢连泥舀到桶
里。”2018年自来水送到灶头，他感叹：

“老先人都没想过这样的好事儿！”
11.7万户困难群众住进了安全住

房，贫困人口医保参保率达 100%，义
务教育阶段因贫失学辍学实现动态清
零……西海固人的贫困命运已被改
变。

不懈守护“三山一河”绿意
贺兰山脚下，一处矿坑改造的休

闲公园里，杨柳依依、流水潺潺，游人
散步乘凉，好不惬意。几年前这里还
满地砂石，尘土飞扬。

这座公园位于宁夏志辉源石酒
庄，其前身是采砂场，2008年企业面临
资源枯竭，在政府号召下转型发展酿
酒葡萄种植。2014 年，银川市政府投
资 6 亿元与酒庄共建公园，修复矿区
的同时让市民享受绿色空间。

“公园开放 3 年来共接待 40 多万
游客，我们重点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
生态观光农业，效益是可持续的。”志
辉源石酒庄总经理袁园说。

从废弃矿坑到“网红”公园的逆
袭，是宁夏实施生态立区战略的生动
案例。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宁夏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
态安全的重要使命。经过多年封山禁
牧、退耕还林等，宁夏森林覆盖率已从
1958 年建区时的 1.5%增至 2020 年的
15.8%。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把山水林
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构筑以
贺兰山、六盘山、罗山和黄河为重点的

“三山一河”生态安全屏障。
宁夏人的“父亲山”贺兰山富含煤

矿、硅石等矿产资源，半个多世纪大规
模的开采，让山体满目疮痍。2017年，
宁夏壮士断腕，彻底关停贺兰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煤矿、非煤矿山
等，并对保护区及外围进行生态修复，
如今贺兰山已重新成为岩羊等野生动
物的乐园。

由“焦黄”到“润绿”的历史性转变
来之不易。宁夏人铆着“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精神，一代接着一代干，终于
实现山河再造。

固原市彭阳县 1983 年建县时是
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90岁
的彭阳县首任县委书记贾世昌还记得
当时的彭阳“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
流”，农民在“跑土、跑水、跑肥”的“三
跑田”里刨食，“必须种草种树，才有生
路”。

此后历届彭阳县委政府坚持“生
态立县”不动摇，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
头推，一个流域接着一个流域治，森林
覆盖率从建县初的 3%提升至目前的
30.6%。如今俯瞰彭阳，云雾缭绕中层
层梯田如水波般荡漾开去，美不胜收。

新理念牵引高质量前行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能源金三角

“十四五”区域协同发展论坛上，宁东
基地的氢能产业引发关注。

“氢能开发将为解决碳排放约束
找到一条科学路径，宁东已先行先试
布局绿氢全产业链。”宁东基地管委会
氢能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闫新民说，初
步测算，如用绿氢耦合煤化工部分替

代煤制氢，宁东基地每年可实现减排
二氧化碳3000余万吨，降低能耗1200
万吨标准煤。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展示出生生不息的活力，从
黑色煤炭到白色烯烃，再到氢能产业，
在绿色转型、减少排放方面持续“领
跑”。

这一切成果得益于宁夏以绿色为
底色，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

去年，国家将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时代重任
赋予宁夏，全区各地挖掘独特优势资
源形成优势产业，塞上江南迎来难得
的发展机遇。

全国乳企巨头“抢滩”共建全产业
链项目、枸杞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建设
提速、“星星的故乡”等星空旅游新 IP
上线吸睛……一批批特色产业正在宁
夏开花结果。

在新理念的引领下，曾不被看好
的种养业跻身高端市场。2021 年初，
宁夏盐池县举办了一场拍卖会，单只
滩羊最高拍出 5313 元，溢价率高达
144%。

从“小而散”到“小而美”，秘诀在
于创新，引入滩羊基因编辑育种、提高
精细加工率、线上线下销售齐发力，盐
池滩羊品牌价值已高达71亿元。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高质量发展
的脚步才能更轻快。近期，宁夏开展
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的“四
权”改革，为推进先行区建设迈出了

“关键一步”。
四权改革重在节水增效、盘活增

值、降污增益、植绿增绿，今后宁夏对
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有章可循。

“宁夏水资源短缺、利用效率偏
低，先行区建设关键在水、难点在水。”
宁夏水利厅厅长白耀华说，通过改革
创新，宁夏将建立市场主导、政府调控
的节水用水治水体制机制，运用市场
化手段，推动水资源向高效益领域流
转。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
团农场的一片棉花地中，多功能一体
化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播种
（2019 年 4 月 19 日摄）。

作为新中国建设“新的新疆”一项
战略创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 1954
年组建。

中央政府在西域新疆大规模屯垦
戍边，始自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新中
国成立后，通过创造性转化历史遗
产，党中央以兵团这一重大制度创
新，确保“南泥湾”的屯垦奇迹，在新
疆两大沙漠边缘、在千里边境线延
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在兵
团全面启动，红色大地释放出前所未
有的发展活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改革诠释以改革诠释““新屯垦新屯垦””

时值夏收，安徽省滁州市凤阳
县小岗村高标准农田里麦穗金黄，
笔直宽敞的马路上卡车、农机川流
不息，林立的徽派小楼中乡村振兴
银行刚刚挂牌，客户络绎不绝。

小岗，这个被写在历史教科书
上的村庄，迎来又一年的丰收。如
今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40 多年
前，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
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山乡
巨变，要从当年 18 位庄稼汉的“红
手印”说起。

1978 年，安徽遭遇一场百年不
遇的大旱。农田布满裂缝，土地撂
荒，农民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在
那个“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
干”的年代，干活“大呼隆”、分配“大
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
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
吃饱饭，必须分田单干！1978 年冬
夜，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
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

“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

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
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
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
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
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

这张“生死契约”作为改革开放
的珍贵文物，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
馆。实行“大包干”后，1979 年小岗
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相
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产量总和。

18 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
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
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
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
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
华……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起

“大包干”的 18 位庄稼汉，如今只剩
下 10 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坐在“金昌食府”门前的沙发
上，说起惊心动魄的往事，年近 80
岁的严金昌双眼闪烁着光芒。金昌
食府是老严开的农家乐，每年收入
十几万元。多年前，他把当年冒着
风险分得的 30 多亩田地都流转出
去，和孩子们再次“创业”：办农家
乐、开超市、发展乡村旅游……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
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
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
发扬下去，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攻坚
克难、闯关破障。小岗村先后在安
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等，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实现对
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福建盼盼集团、北京恩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安徽农垦
集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合
作范围的扩大，小岗村集体经济来
源越来越广，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
高”。2016 年至 2020 年，小岗村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169 元跃升
至 2760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680
万元增长至 1160 万元。

“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
力，掀起了改革浪潮，我们呢？”——

“小岗青年创业交流”微信群里常常
有这样的讨论。

这个微信群里有小岗 18 位“新
带头人”——小岗青年创业之星，还
有远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有想法
有思路的年轻人。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严余山是群
友之一，他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
昌的儿子。在外打拼多年后，2014
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
心投入家乡发展。在他家客厅，摆
有一块小白板，一些关乎小岗发展
的“金点子”他都提笔记下。

“纪念父辈最好的方式就是继
续改革。”严余山告诉记者，当年的
那一记“惊雷”如今依旧回响。

小岗村小岗村：：

1818枚枚““红手印红手印””摁响摁响““惊雷惊雷””

天色擦亮，贺兰山下的菇棚
内，伏志华早已忙活开来。

“双孢菇采摘和运输都得抢时
间，色泽好、香味浓、品相好，才能
卖上好价钱。”说话间，伏志华钳住
菇柄根部，轻轻一旋，一株菌菇便
被熟练地拧下来。

宁夏闽宁镇是电视剧《山海
情》故事发生地，园艺村村民伏志
华是闽宁镇的第一批移民，搬出十
年九旱的西海固后，和乡亲们在当
时的闽宁村平田、整地、修渠，建起
温棚，在福建专家手把手指导下，
种植双孢菇。

“刚种出来，价格好，有阵子菇
比肉还贵。后面产量上来，销路不
好，几角钱一斤都没人要。”伏志华
回忆，当时村里只有几条砂石路，
加上没有冷链物流，双孢菇运不
远，只能在银川市内销售。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近
年来，交通运输行业通过“交通+特
色产业”等创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公路围绕产业建。大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以县城为中
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的
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截至去年底，
农村公路里程达 438 万公里。

如今的闽宁镇，G1816 乌玛高
速公路穿镇而过，产业路修到菇棚
前，一座座现代化生产基地拔地而
起。2018 年，以双孢菇种植基地为
依托的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智能化控温
栽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出
菇。

公司总经理何龙表示，目前基
地双孢菇平均日产量 3.2 吨，销往
宁夏、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四
川等省份，年销售收入 1300 余万
元，并且吸纳当地不少移民群众就
业，伏志华就是其中之一。

当伏志华忙于采菇时，邻村马
文祥家中，“叮咚、叮咚”订单提示音
不时响起。

“以前只有城里才有快递点，现
在每天都有快递车到村里来。”眼瞧
村里物流越来越方便，马文祥抓准
商机，开网店、卖特产，一年下来能
挣七八万元。

马文祥网店的发展得益于不断
织密的农村物流网。近些年，交通
运输行业着力发展农村物流网，积
极搭建农副产品进城桥梁，畅通农
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去年
底，全国建制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直
接通邮，乡镇快递网点的覆盖率已
经达到 98%。据悉，到 2025 年，在具
备条件的地区，我国将基本实现县
县有连锁商超和物流配送中心、乡
镇有商贸中心、村村通快递。

闽宁镇副镇长李辉钦介绍，依
托便利的区位优势，闽宁镇已形成
葡萄酒、菌草、黄牛、劳务经济等特
色产业。移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搬迁之初的约 500 元跃升到去年的
14961 元。

乡村要振兴，交通要先行。在四
川大凉山区，游客们乘坐“慢火车”来
到沿途村落，赶大集、品农家饭、买土
特产；在新疆地区，特色瓜果、牛羊肉
等农副产品正搭乘飞机，行销全国；
在湘桂黔地区，厦蓉高速、包茂高速
连接起沿线少数民族地区，多地抱团
共拓旅游市场……新征程上，交通运
输行业正赓续奋斗。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牢牢把握交通“先行
官”定位，一体推进全国交通运输服
务支撑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地
区外通内联水平，推进交通与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加强资源路、旅游
路、产业路和旅游航道建设，为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路 通 天 地 宽路 通 天 地 宽
——交通运输行业助力乡村产

业发展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