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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一周年之际，走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3个集体—

奋 战 乡 村 振 兴 新 战 场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2021年 2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党中

央、国务院决定，授予毛相林等 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

10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在《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

曲声中，荣誉称号获得者们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

他们是英雄，亦是凡人。

时光飞逝，他们在乡间忙碌，转眼又是一年。榜样的力量，鼓舞斗

志，催人奋进。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一周年之际，让我

们走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集体，看看这些“平凡的

英雄”们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继续创造不平凡的功绩。

塞罕坝机械林场辐射带
动周边村民蹚出生态致富路

“绿色银行”开启
二次创业

一大早，家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扣花营村的邢国林，就把自家

能容纳 100 人就餐的农家乐，打扫得干

干净净。

“山上有树，就是‘宝库’。”这句话，

邢国林常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脱贫

致富的最大秘诀。

2003 年，靠着 4 间土房、4 张桌子，

邢国林成为村里最早吃上“旅游饭”的

人。然而，几年前，家人先后患病，不仅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外

债，曾经的富裕户成了贫困户。

“我也心灰意冷过，但靠着塞罕坝，

就不怕富不起来。”邢国林说，茫茫林海

就是一座“绿色宝库”，每年前来参观学

习、游览观光的人络绎不绝。在当地政

府和塞罕坝机械林场驻村工作队的帮

扶下，邢国林从零开始开办餐厅、装修

民宿，乘着生态旅游的东风顺利脱贫。

东起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西至丰

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全长 180 公里的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成为当地旅游发

展的致富路。地处旅游公路沿线的扣

花营村，距离塞罕坝机械林场仅 20 余公

里，也是林场的定点帮扶村。扣花营村

的发展与林场同频共振，成为塞罕坝通

过生态建设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

展的生动写照。

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塞罕坝

机械林场陆续打造七星湖湿地公园、塞

罕塔、亮兵台、滦河源头等生态旅游文

化景区，推动围场县域旅游景区实行一

票通游，助力围场文旅产业发展平台和

“万家客栈 ”乡村旅游发展平台建设 。

据统计，在林场的引领带动下，周边村

庄农家乐、手工艺品、土特产品加工等

产业逐步形成规模，景区内 120 余家旅

游服务经营场所，每年可提供 1 万余个

就业岗位。

为更好地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生动

范 例 的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林 场 编 制 完 成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方

案》，正式开启新征程。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发展离不开周

边村民的支持。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

群众，也是林场二次创业的主要目标之

一。”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

在二次创业中，塞罕坝机械林场通

过劳务用工等形式，吸收周边群众参与

森林经营、护林防火等工作，进一步释

放林业生态富民功能。同时，开展林下

种植羊肚菌、红景天、金莲花等试验研

究 工 作 ，引 导 带 动 周 边 区 域 发 展 乡 村

游、农家乐、养殖业等，助力群众增收致

富和乡村振兴。

每 至 夏 秋 季 节 ，蘑 菇 、柴 胡 、山

葱 ……密林里山珍遍布。“去年，仅仅采

山葱，一天最多能卖 2000 多元。”村民吴

素霞说，护好山林就是护住“饭碗”，这

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郁 郁 葱 葱 的 塞 罕 坝 林 海 ，成 为 周

边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吴素霞笑

着说 ：“干活就去林场 ，我们在家门口

赚 到 钱 ，绿 水 青 山 真 的 变 成 了 金 山 银

山。”

（本报记者 张毓津）

陕西省绥德县郝家桥村
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美丽乡村

“农村楷模”传递
榜样力量

“这一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

村。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一大早就有

游客从外地赶来游玩。”初春时节，乘车

前往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的路上，司机小李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村

里红色旅游的发展。

2021 年 2 月 25 日 ，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郝 家 桥 村 被 授 予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村村

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从“陕

甘 宁 边 区‘ 农 村 楷 模 ’”到“ 全 国 脱 贫

攻坚楷模”，革命年代的先进村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生机，成为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

刚进村口，石壁上“传承红色基因，

学习劳模精神”12 个大字十分醒目。走

进村子，展览馆内，讲解员讲述着一张

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故

事。对这段历史，今年 77 岁的村民马兴

业已烂熟于心。他主动申请担任乡土

讲解员，用地道的陕北话为游客讲述当

年的故事。“人越多，我讲得越带劲，就

想把革命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村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建成后，

累计接待游客达 24 万人次。”同行的绥

德县人武部部长刘政说，几乎每天都有

省内外团体或个人到村里参观学习，大

家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许多外地游客还喜欢在村里的

民宿住几天，体验一下农家生活。

“ 把 农 村 建 设 得 更 像 农 村 ”，以 此

为 理 念 ，郝 家 桥 村 探 索 红 色 旅 游 与 乡

村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的 模 式 ，让 村 民 讲 故

事、游客做宣传，展现郝家桥村新时代

美丽乡村的新风貌。

“这里已经成了‘网红’景点，不仅增

加了旅游收入，还带动了农副产品销售，

红色旅游富了村民。”专武干部崔强说。

得益于红色旅游，村里的道路、水电、网

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改善，还开

通了从郝家桥村到绥德县城的公交专

线。2021 年，郝家桥村人均年收入超过

1.2万元。

崔强介绍，他们将借助绥德县“一

馆五址”红色教育基地加速建设的有利

时机，针对不同群体推出数条红色教育

研学线路，成立由更多退休干部、退役

军人、学校师生组成的红色讲解员小分

队。

（赵山学 本报特约记者 曹 琦）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打造高原智慧能源小镇

“电力天路”插上
智慧翅膀

一 间 间 藏 式 民 居 崭 新 整 齐 ，家 家

门 前 飘 扬 着 五 星 红 旗 ，屋 顶 上 蓝 色 的

光伏板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这里

是位于西藏贡嘎县的森布日极高海拔

地 区 生 态 搬 迁 安 置 点 ，如 今 还 有 一 个

特 别 的 名 字 —— 森 布 日 智 慧 能 源 小

镇。

2019 年底，4000 余名牧民告别平均

海拔 5000 米的双湖草原，来到位于雅鲁

藏布江北岸的森布日新村定居。“在高

原放牧很艰苦，平时生活用电只能靠太

阳能蓄电池。阳光充足的时候，两个蓄

电池一起供电才能勉强看上电视。”易

地搬迁后，村民鲁卓第一次用上“大网

电”，“不仅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偶尔遇

到用电问题，打个电话工作人员很快就

上门解决。”

和其他村民一样，鲁卓家屋顶上安

装着太阳能光伏板，平均每天能有 6 元

左右的收益。2021 年以来，国网山南供

电公司、贡嘎县供电公司开展森布日安

置点光伏工程项目，在居民安置房及公

共配套用房屋顶上安装分布式光伏发

电板，降低安置居民用电费用，助力稳

收增收。

脱贫攻坚期间，青藏、川藏、藏中 3

条“电力天路”先后建成，在世界屋脊织

起 一 张 坚 强 可 靠 的“ 光 明 网 ”“ 幸 福

网 ”。 作 为 社 会 扶 贫 力 量 中 的 优 秀 代

表，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被 授 予“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楷 模 ”荣 誉 称

号。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面向乡村的

电力能源供应开启从“用得上”到“用得

好”的升级。

在森布日现代牧场，国网贡嘎县供

电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检 修 相 关 设

备。2021 年 8 月，森布日现代牧场用电

数据实现在线实时监测，标志着森布日

智慧能源小镇建设取得实质进展，成为

西藏首个清洁能源就地消纳满足内需

负荷的示范基地。

“今年 5 月前后，储奶、挤奶、制冷等

设备陆续从内地运输过来，预计牧场将

迎来用电高峰。”牧场设备负责人李元

宝介绍，有了实时监测平台，就能根据

数 据 预 测 用 电 峰 值 ，提 前 做 好 应 对 准

备。在森布日“零碳”畜牧产业园区，智

慧能源管控系统实现了小镇全域能源

系统实时监控、全景分析，通过向企业

推送用能报告和优化建议，降低生产成

本，推动能源集约高效利用。

“智慧”，是森布日易地搬迁安置居

民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对此，森布日智

慧 营 业 厅 客 户 经 理 索 朗 顿 珠 深 有 感

触 。“家里的电器、开关好多都是智能

的，通过手机就能远程控制。”他所在的

智慧营业厅，还面向小镇居民提供信息

化服务，一站式办理电费缴纳、政策查

询、业务咨询等。

下一步，国网西藏电力将丰富智慧

能源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接入，实现智

慧能源小镇常态化运营。同时，进一步

推动乡村清洁用能，提升村民生活电气

化 水 平 ，补 齐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短

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

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次吉美朵 常 川）

“新新农人”

近年来，“新农人”一词已屡见不

鲜。出生于 1995年之后，接触过更多

新知识、新技术、新渠道，投身乡村从

事农业相关工作的群体，有了一个新

名称——“新新农人”。

近日电商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

“新新农人”的数量在新疆、青海、西

藏、云南等西部省区增速最快，两年间

增长近 4倍。在创业过程中，每位“新

新农人”平均可以带动 5 至 10 位“95

后”参与电商创业。

“新新农人”普遍来自乡镇、农村，

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与父辈相

比，他们具备高学历、懂经营懂管理、

擅长整合产业上下游等特点。在创业

创新的过程中，“新新农人”群体积极

回馈家乡，带动当地就业，推动农产品

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已经成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持证农民”

日前，经过北京市农业技术系列

职称评委会综合评价和社会公示，

2021 年北京市农业技术人员职称评

审结果正式出炉。9 名职业农民获得

职称，其中 6 人获评高级职称，3 人获

评中级职称。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各省市区

陆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

作，所有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专业

技术人员均可纳入评审范围。仅山

东省一地，截至 2021 年底就有 2000

余人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其中高

级职称 41人。

取得职称的职业农民，除获得相

关部门发放的资金补助外，还能在技

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产品推

介、财政扶持等方面享受政策优惠与

倾斜。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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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图为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农民驾驶农机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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