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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溪村，位于重庆石柱县，平均海
拔 1000 多米，山高林密，谷深坡陡，
土地贫瘠，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
片区典型的贫困村。过去，村民一年到
头只能在“巴掌田”、“鸡窝地”里刨
食，收入很低、生活很苦。2014 年，
全村 381户 1219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69户 225人，贫困发生率 18.5%。

2019年 4月 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不顾山高路远，辗转 3个多小时
来到华溪村，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落实情况，鼓励大家努力向前奔
跑，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近日，我们走进大山深处的这个小
村庄，在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扶贫车
间，亲眼见证了条条新路盘山梁、通组
到户宽又畅，良田池塘相辉映、产业基
地务工忙，户户住上安稳房、房前屋后
百花香的山乡蝶变，亲身感受了当地干
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拼搏奋进，向
着美好生活努力奔跑的火热之情和奋斗
精神。

生活在奔跑中提质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村民们的生活
大变样。2019 年，全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211 元，比 2014 年翻了一番多。如
今，乡亲们的生活全面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体面。过去，
村民们吃的是苞谷饭，喝的是红苕汤，
穿的是旧衣烂衫。如今，村民们不但能
填饱肚子吃上肉，而且开始注意饮食健
康。穿新衣早已不稀罕，大家更注重衣
着的整洁和体面。总书记亲切看望过的
马培清老人笑着对我们说：“现在吃不
愁、穿不愁，就希望身体好、心情好，
安安心心度晚年。”

校园换新颜，书声满山乡。总书记
考察位于华溪村的中益乡小学时，学校
的综合楼、宿舍楼还在施工，食堂也很
小很挤。如今，综合楼、宿舍楼已经落
成使用，学校还扩建了食堂，新铺了塑
胶操场。离校较远的 43名学生全部住
进了明亮的新宿舍。村里的孩子们过去
走不出大山沟，现在通过参加各种活
动，有的到过重庆市区，有的还去了北
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集中防控期间，孩子们在家
上起了网课，实现了“停课不停学”。
曾经向总书记表态要扎根乡村的马影翠
老师说：“现在山区学校的条件和城里
差不多，我留下来的决心更坚定了。”

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早几
年，村民们常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
白养”。现在，“手机一拨打，医护来到
家”。全村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住院就医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得了大病还能享受大
病救助政策，堵住了因病返贫的源头。
村民谭启桂过去和丈夫做中药材生意，

家境还过得去。2017 年丈夫查出结肠
癌后，一次手术下来家庭就坠入贫困。
丈夫担心钱花了，人也没了，拒绝再治
疗，她也一度打算让孩子退学。绝望之
中，贫困户大病保障政策给了他们曙
光，如今丈夫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夫妻
俩又重新操持起生意了。经历类似的还
有村民谭登周，他感慨地说：“没有党
的好政策，我的坟头早就长草了！”如
今，他种了 7盆兰花，养了 5群中华蜜
蜂、19只土鸡和鹅。他说：“我答应过
总书记，病好了，也要做点事。虽然我
的腿脚不太利索，但在脱贫致富的路
上，也要努力向前跑、不掉队。”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以前，
华溪村的民居多数是土木结构，不少年
久失修、歪歪斜斜，还有的电路老化，
有村民曾因火灾致贫返贫。如今，在上
级推动和帮扶下，村里落实易地搬迁、
危房改造等政策，13 户贫困户搬进了
新房，17 户贫困户改造了房屋，村里
的老旧电线也都全部更换了。大半辈子
独居在破旧木屋中的贫困户谭启宇搬进
新房时，激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
“做梦都没有想到，60多岁了还能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2017年以前，村里饮
水安全很成问题。现在，村里成立了
“人饮协会”，通过村民自治方式把自来
水入户、管护、收费全部管了起来。如
今，水龙头一开，净水哗哗而来，做
饭、洗澡方便了，旱厕也彻底消灭了，
村里 9成以上农户买了洗衣机，再也不
用到河里洗衣服了。

道路变通畅，出行享便捷。过去，
华溪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泥石路通向
村外，生产生活物资基本靠马驮人扛。
如今，村里全面实现了组组通水泥公
路、户户通人行便道，还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村民们走到哪里都感觉踏实放
心。

产业在奔跑中壮大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华溪村过去穷，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很
大原因在于只有苞谷、红苕、洋芋“三
大坨”，没有任何能致富的产业。如
今，村里抓住产业这个根本，规划产
业、发展产业、壮大产业，为脱贫致富
提供了动力源。

规划搞起来。华溪村山高谷深，植
被茂密，百花绚烂。村里结合县里 30
万群中蜂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打造“中
华蜜蜂谷”，紧紧抓住蜜蜂做文章。现
在，主导产业覆盖了所有贫困户，2019
年带动贫困群众户均收入 5890 元。在
发展中蜂产业的同时，村里还规划种植
脆桃、脆李、吴茱萸、木瓜等集观赏、
蜜源、增收功能于一体的经果林；林下
套种效益好的辣椒、西瓜、黄精等，对
生态要求极高的莼菜种植也发展起来
了。

企业办起来。华溪村的干部群众认

识到，培育市场经营主体是产业发展的
支撑。为此，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联
合社，并与 16户村民共同出资成立了
旅游公司。村里有了公司，发展就有了
依托，村民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了起
来。村里依托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开办
网店，建成扶贫车间，推动产业从“一
产独撑”到“接二连三”。去年，村里
的农副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销售收入达到 212.3 万
元。

资源活起来。产业发展盘活了 140
亩撂荒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后，
293户村民用 1088亩耕地的经营权入股
旅游公司，使沉睡的土地资源变成了资
产。尝到甜头的村民们还把溪流、古
桥、老树、土家族吊脚楼等文旅资源整
理出来，变成了发展生态旅游的资产。
如今，“家乡就是好地方，挣钱不用去
远方”正成为全村人的共识。 2019
年，华溪村有 26人返乡创业和发展生
产，建立了 15家品牌民宿，全村旅游
创收50余万元，带动 30户贫困户增收。

利益联起来。过去，由于发展思路
受限，产业发展较少惠及贫困人口。如
今，村联合社在劳务用工和效益分红
中，重点向贫困人口倾斜，将贫困户纳
入产业发展链条。同时，探索建立兼顾
股东、困难群众、村集体三方利益的共
享机制，把村联合社利润的 60%用于全
体社员分红，30%作为村扶贫济困基
金，10%作为村集体公益金，使全村人
都能受益。贫困户陈朋过去不爱劳动，
还染上酗酒的毛病，曾经把村里送的一
头能繁母猪转手卖掉换酒喝。如今，在
利益联结机制下，他把自家 7.54亩田地
入股公司后，每年享受租金和年底分
红；又代种代管 4.9亩黄精，2019年工
资收入 4900 元；黄精上市后，还能分
得 20%的收益。在村里党员、干部的教
育带动下，陈朋不仅不再混日子，还积
极要求进步入了党。他说：“村里变化
这么大，感觉日子有了奔头。现在入了
党，更要发挥带头作用。”

力量在奔跑中凝聚

我们在调研中，感触最深的是华溪
村干部群众精气神的变化，听得最多的
话是感谢党、感谢总书记，见到最醒目
的标语是“总书记来了咱家乡，我更要
努力奔小康”、“如今政策就是好，我要
努力向前跑”。

强化党建引领。华溪村始终把抓党
建作为促脱贫的最大动力。村党支部书
记王祥生说，2019年村里发展了 3名预
备党员，培养了 4名入党积极分子，抗
疫期间还有 4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
些都是脱贫攻坚的后继力量。去年村里
还调优配强 2名村干部，如今村干部中
大专学历的有 3 人，平均年龄不到 35
岁，是一支“得力的不走的工作队”。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村里建立乡风文明

积分制，成立蜜蜂志愿队，探索“贵和
工作法”，引导村民自力更生、勤劳致
富、邻里和睦。今年抗疫期间，村里主
动向湖北的医护人员捐赠蜂蜜 360 多
斤，村民们自发向武汉捐款27892元。

党员干部带头。村里的党员、干部
是脱贫致富的“领头雁”。如今，全村
19 名无职党员全部投入到产业发展
中。村里成立旅游公司时，2名党员和
4名村干部带头每人出资 2万元，带动
了 10位村民参与。组织上为村里选派
的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大多
是有“三农”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带
领贫困群众干出个样子来的斗志很强。
1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曾因脱贫攻坚任
务重，两次推迟婚期。第一书记汪云友
说：“白天上山入沟，晚上组织开会。
用心用情帮扶群众，脱贫攻坚决不叫
累。”

激发村民干劲。脱贫莫等靠，自立
是正道。现在，有条件、有劳动能力的
村民，全部在村里的产业发展中有自己
的角色。村民张剑峰患有鼻咽癌，但他
并没有被病魔击垮。2018年，他申请 5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在家里养起中
蜂和土鸡，去年这两项就有 13000元收
入。他说：“致富之路千万条，总有适
合我一条。”

能人业主帮扶。一些本地能人和外
来业主，也通过各种方式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重庆餐饮协会的 9家会员
单位“一对一”帮扶先锋组偏岩坝 9户
村民开办了农家乐，还免费提供电视、
床单等用品和餐饮管理服务等培训。村
民刘益洪返乡开办农家乐，自己年收入
超过 12万元，还带动 4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 5500 元。贫困户花仁叔的丈夫前几
年因病去世，在村里帮助下，她办起了
农家乐，今年“五一”期间纯收入就有
6000 多元。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学习
制作卤肉，打算丰富菜品，吸引更多游
客。

华溪村脱贫摘帽后，干部群众奔小
康的劲头更加充足。石柱县委书记蹇泽
西说，全县将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的监测，持续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能力，还要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
制，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啷啰，挑

起扁担啷啷啋，咣啋，上山岗啰啷啰……
只要我们啰喂，多勤快啰啷啰，不愁吃
来啷啷啋，咣啋，不愁穿啰啷啰。”这
首土家族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过
去唱的是土家儿女对“不愁吃不愁穿”
的热切期盼，如今则唱出了大家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中益乡党委书记谭雪
峰表示：“不怕辣椒辣，敢吃黄连苦，
才能换来蜂蜜甜。”对于未来，当地干
部群众坚信，只要努力奔跑，就一定能
跑出新时代的加速度，跑出更加幸福甜
蜜的好日子。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脱贫路上“跑”出幸福生活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溪村脱贫调查

■特约调研组

据新华社联合国10月5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5日在联合国大会
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代表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白俄罗斯、布隆迪、柬
埔寨、喀麦隆、中国、古巴、朝鲜、赤道几
内亚、厄立特里亚、伊朗、老挝、缅甸、纳
米比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勒斯坦、
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苏
丹、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委内瑞拉、津
巴布韦等 26个国家发言，批评美西方国
家侵犯人权，强调应立即彻底取消单边
强制措施，并对系统性种族歧视表示严
重关切。

张军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对所有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应对疫情并实现恢复需要全球团结和国
际合作。然而，我们看到单边强制措施
仍在实施。这些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造成
不可否认的影响，有碍充分实现社会经
济发展，有损受影响国家民众的福祉，尤
其是妇女、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和残疾
人。单边强制措施损害健康权，阻碍人
们获得药物、医疗技术、设备及物资。这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尤其突出。联合国高
级官员和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些措施
的严重负面影响。

张军说，在此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
秘书长 2020 年 3月 26 日关于取消削弱
各国应对新冠疫情能力制裁的呼吁，以

及联合国人权高专 3月 23日关于减轻或
暂停对卫生部门和人权产生不利影响制
裁的声明。我们还重申“77国集团和中
国”关于呼吁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消除
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单边强制经济措施的
声明，以及不结盟运动关于谴责并敦促
取消单边强制措施的宣言，以确保各国
有效应对新冠疫情。

张军说，我们也欢迎联合国大会近期
通过的《全面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
议。该决议强烈敦促各国不颁布、不实施
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单
边经济、金融或贸易措施。我们注意到单
边强制措施对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
报告员、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和相关
人权条约机构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我
们期待他们对该问题做进一步阐述。借
此机会，我们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
制措施，确保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全面、有
效和高效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团结和国
际合作是抗击和战胜新冠疫情的最有力
武器。

张军说，在《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近 20年后，弗洛伊德死亡和布莱克
遭枪击等事件仍在发生，弱势群体继续
因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遭受痛苦，甚至
丧命。这些事件反映了长期存在、根深
蒂固的种族歧视、警察暴力和社会不平
等。在一些国家，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
人后裔在疫情期间死亡率远远高于其所
占人口比例。

中国代表26个国家在联大批评美西方国家侵犯人权

以色列战机轰炸

加沙地带哈马斯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5日电

（记者尚昊）以色列战机 5日晚对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加
沙地带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一枚
火箭弹当晚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
列境内。作为回应，以军战机对加沙
地带南部一处哈马斯军事哨所进行
了轰炸。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了火箭弹袭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
报道，此次火箭弹袭击没有造成以方
人员伤亡。

俄法外长通电话

讨论纳卡地区局势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5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日
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通电话，双方讨
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
局势等问题。

据俄外交部网站 5 日发布的消
息，拉夫罗夫和勒德里昂在通话中对
纳卡地区持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表示
严重关切，呼吁冲突各方尽早全面停
火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双方强调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
克小组共同主席国依据俄罗斯、美国
和法国三国总统联合声明，进一步协
调各方行动的重要性。

拉夫罗夫当天在接受俄媒体采访
时说，俄美法三国总统联合声明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俄美法三国正准备就纳
卡地区局势发表三国外长联合声明。

国庆中秋双节之后的周末，香港最
繁华的商业区之一铜锣湾街头人流熙
攘，商铺正常营业。随着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的缓和，不少香港市民选择假日出
门逛街购物，抑或与家人朋友相约餐厅
小聚。具有香港鲜明城市印记的红色的
士、双层巴士和有轨电车驶过街市。香
港国安法实施百日之际，往日那个繁华
祥和的铜锣湾又重新回到香港人的日常
生活中。
“这是久违的安宁。去年 6月‘修例

风波’开始以来，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就游
行示威不断。位于暴乱重灾区铜锣湾和
旺角的店铺，通常只能营业几个钟头就不
得不关门避祸，搞得店员和行人个个惶恐
不安。”从事百货零售业已经二三十年的
蔡宗建对“黑暴”重创香港零售业的情况
记忆犹新，“‘黑暴’肆虐之时，游客望而却
步，普通市民连门都不敢出，更别说上街
消费了，甚至还有店铺被暴徒打砸。当时
香港市场的景气被暴乱人为地搞差了。”

令蔡宗建感到庆幸的是，这场“人
祸”在香港国安法出台实施后终于得以
终结。“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氛围好
了很多，大家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终于
回来了，做生意、上班、逛街都不用再担
惊受怕。”蔡宗建表示，虽然今年因为疫
情封关失去了很多游客光顾，对香港零
售业打击不小，但好在香港国安法实施

后，社会重回正轨，本地市民的消费意欲
恢复正常，没有出现雪上加霜的情况。
“为什么去年‘黑暴’那么猖狂？就是

因为香港缺少一部像国安法这样有震慑
力的法律，导致没法有效保护国家和我们
普通市民的安全。”市民郭德英告诉记者，
自己一直盼望香港能出台可有效止暴制
乱、恢复社会秩序的法律，当得知国家出
手制定香港国安法时，她十分兴奋。

除了打砸破坏、恐吓市民，“黑暴”势
力还曾编造大量歪曲事实、抹黑特区政府
的谣言，并在社区、街道涂鸦及张贴起所
谓“连侬墙”。记者近日走访港岛多区发
现，在香港国安法生效约百天后，充斥着
反中乱港内容的“连侬墙”基本消失了，一
些具有“港独”含义或者支持暴乱的海报
也被拆下。“现在街面、社区都变得清朗起
来，走在外面，人的心情都轻松愉快了许
多。”香港青年丁政凯告诉记者。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的极力抹黑与污
蔑，起初一些市民对出台香港国安法难
免有些忧虑。“只要你不去搞分裂、搞破
坏，奉公守法，根本无须惧怕。”丁政凯表
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身边很多人都发
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事实证明，香
港国安法震慑打击的是“黑暴”，保护了
绝大多数市民的自由和权利。
（据新华社香港10月6日电 记者

刘明洋、丁梓懿、朱宇轩）

“大家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终于回来了”
——市民见证香港国安法实施近百日成效

10月6日，在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金塘村，雅中至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顺利跨越赣江。“赣江大跨越”是

雅中至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工序之一。这一工程建成投产后，将把四川清洁水电能源送入江西，使

江西电网有效融入全国能源优化配置大格局。 新华社发

2020 年 7月，鄱阳湖水位突破历史
极值。几名老人和儿童被困在江西省九
江市一处岌岌可危的大堤下，脸上满是
焦虑；几百米外，身着“火焰蓝”的消防指
战员穿越泥泞而来。

在这支队伍前方，一面红旗上 5个
大字格外醒目：胜利攻坚队。跑在队伍
最前面的，是一名 50岁上下、肤色黝黑
的中年人。他叫李胜利，是南昌市消防
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他从事消防
救援工作已有 29年，荣立一等功 1次，二
等功 2次，三等功 4次。

灾情发生后，李胜利在特勤大队挑
选 30名素质好、能力强的党员骨干，组
建起一支抗洪抢险攻坚队，向上级请缨
奔赴抗洪一线。队员们经过商议，将这
支队伍命名为“胜利攻坚队”。队伍先后
转战上饶、南昌、九江等地，成功完成加
固进贤县西湖李家防洪堤坝、鄱阳县乐
丰联圩大堤巡堤排险等任务，营救疏散
被困群众600余人。

在抗洪抢险的攻坚时刻，李胜利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请战书：“我们是特勤大队
的退伍老兵，虽然脱下了军装，离开了部
队，但退伍不褪色。哪里有需要，我们就
战斗在哪里。恳请组织批准，只要一声令
下，我们随时投入抗洪抢险救援战斗！”

就这样，李胜利带领“胜利攻坚队”
“退伍老兵先锋队”踏上抢险救援的征程。

在九江市濂溪区新港镇东升坝，水
位一度距大堤坝顶只有 0.45米，随时有
决堤危险。“胜利攻坚队”接到增援命令
后，火速赶往受灾现场。途中由于道路
积水，车辆无法前进。李胜利便带领队
员携带装备徒步 16公里抵达堤坝。经
过 20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东升坝险情
成功化解。

还没来得及休息，他们又接到新任
务，转战九江市流芳乡。流芳乡自来水主
管道破裂，3000 余名居民生活用水中
断。李胜利赶到现场后，率先潜入流芳河
中探明水情。他和队员们在水下 4米深
处，紧张地完成了抢修作业。

南昌市新建区恒湖垦殖场廿四联
圩大堤全长 23公里，是抵御鄱阳湖洪峰
的第一道防线，守护着背后 8万余名群
众以及大片耕地的安全。由于长时间
强降雨，廿四联圩大堤内水位不断上
涨，堤坝泡松，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灾情就是命令，李胜利带领队员火
速赶到恒湖垦殖场。从割砍灌丛、排查
险情，到装沙固堤、筑牢“防洪线”，“胜利
攻坚队”坚守阵地不退缩，在大堤上筑起
一座“钢铁长城”，最终成功排除险情。

抗洪一线“胜利”攻坚
——记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李胜利

■钱 晟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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