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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 月 23 日电(记者方问禹、屈
凌燕)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56 元、同比增长 9 . 1%，是全国 13432 元的
1 . 86 倍，连续 33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挣工资、干经营、得分红，浙江农民收入多
点开花。在有关人士看来，浙江数据领跑全国省
区的背后，有政府统筹与改革的“有力之手”持
续助推。

乡村产业容纳“上班农民”

2017 年，浙江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
15457 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六成。

德清莫干山脚下的绿色阳光农业生态有限
公司从事温室花卉种植，一盆“红掌”出厂价 25
元、亩产值将近 40 万元，远非传统农业可比。公
司总经理吴志广说，企业吸纳当地 60 多位农民
稳定就业，季节性用工超过百人。

农民放下锄头、就近上班，在浙江较为普
遍。记者从德清县农业局了解到，该县农村劳动
人口超过 20 万，随着土地全面流转，100 亩-
300 亩适度规模耕作、企业化经营，提供了诸多
农民就业岗位，目前仍从事传统农耕的农民仅
约 2 万人。

浙江乡村产业蓬勃兴起的背后，有政府打
通城乡资源，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氛

围向乡村蔓延的“有力之手”。
“农创客”正成为浙江乡村产业发展的一

支“生力军”。目前，浙江“农创客”已有 1600 余
人，其中 80 后、90 后占 88%，本科及以上学历
占 56%，包括北大、清华、浙大等名校高才生
65 人。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建东说，农创客给浙
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能量和活力，他们注重以
精细、生态、科学的生产过程强化农产品的绿色
安全，不仅影响和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方式，也让
更多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带领农民走上增
收致富路。

美丽乡村兴起“农户经济”

浦江县马岭脚村，冬日的江南山村依旧绿
色掩映，眼前遮天蔽日的古香榧树标示着村口
已经到了。沿着山势望去，农居大多改造成了青
瓦白墙、富有山居特色的民宿，农户在自家庭院
当起了老板。

然而，过去的浦江曾是生态环境恶劣的
“水晶之都”。村委会主任张开富说，作为浦江
最早引入水晶加工的村庄，最盛的时候，七成
村民家里都开起“水晶作坊”，粉尘飘扬、河道
污染。

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浙江
全面发起乡村环境治理行动。2003 年全省开始

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拉开了美丽乡
村建设序幕。从“千万工程”到“五水共治”“小城
镇环境综合治理行动”，乡村环境治理行动接续
发力。

截至去年底，浙江已有约 2 . 7 万个建制村
完成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占建制村总数的 97%
左右。同时，积极打造“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
画、一线一风景、一县一品牌”，已培育特色精品
村 300 个，美丽乡村先进县 58 个。

“全景式”美丽乡村盛得下乡愁、拢得住人
心，“农户经济”兴起水到渠成，民宿旅游、生态
种植养殖等成为浙江农民增收的第二大渠道。
2017 年，浙江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6112 元，占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

浙江乡村面貌仍在积极变化，一些老大难
问题开始破解。记者了解到，2017 年国家电网
建德供电公司制定了建德市小城镇综合治理电
力改造规划，一期投入 1 . 19 亿元资金，通过架
空线路梳理、“上改下”改造等手段，发力改变镇
村电力“空中蜘蛛网”的普遍现象。

土地改革激活“农地金库”

义乌市福田街道江北下朱村村民金景兴最
近喜上眉梢，他与村里其他 260 户村民一样，领
到盼望已久的农房不动产权证。义乌去年颁发
农房不动产权证 2 万多本。

2015 年 3 月，义乌市被列为全国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重点探索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随后，义乌确立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在落实宅基地
所有权和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的
前提下，允许使用权通过合法方式有条件转
让。

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基础，义乌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给农民带来红利。2017 年义乌
732 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
以上，农民人均收入从 2 . 60 万元增加到
3 . 32 万元，新增各类经济主体 20 余万户。

以改革激活农民“沉睡资产”，打造土地
确权、赋权、活权的市场化闭环，给农民带来
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杭州市临安区《农村土地流转经营
权证》也陆续发放，租金、分红成为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在土地确权基础上，去年下半年临
安区流转土地 5766 亩，年租金收入达到 474
万元，农民人均增收 411 元。

临安区农办主任陈嫩华介绍，根据目前
822 元/亩/年的授信抵押额度，按 40 年计
算，农户一亩土地新版《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
证》就有 3 . 28 万元资产价值，临安区近 28
万亩确权发证土地资产值达 91 . 6 亿元，按
银行抵押六折贷款计算可贷款 55 亿，成为
10 万农户的“农地金库”。

新华社郑州 1 月 22 日电
(记者孙志平)河南通过预拨
2018 年社会救助、医疗救助
补助金 76 . 5 亿元，提前下达
2018 年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福彩公益金 31 . 36 亿元等形
式，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困难
群众生活。

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
在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中的兜
底保障作用， 2017 年河南省
以上投入救助保障资金 145
亿元，救助了 1270 万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农村低保年
人均保障标准由 2960 元提高
到 3 2 1 0 元，首次高于脱贫
线。城市、农村低保月人均
补助水平由不低于 240 元、
132 元提高到不低于 250 元、
142 元，惠及 370 万城乡低保
对象。首次提高孤儿基本养
育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100
元以上。建立农村特困人员
生活费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人均年提高 595 元以上，惠
及 50 万特困人员。

该省完善医疗救助制
度，全额资助 50 万特困人员
参保，按每人不低于 30 元资
助 3 7 0 万城乡低保对象参
保。针对因病致贫返贫人口
占全省贫困人口一半左右的
实际，在全国率先把 410 万
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医疗救
助范围，按每人每月不低于
30 元资助参保，实施门诊救
助 8 . 6 万人、住院救助 83 . 8
万人。

河南还健全社会福利体
系，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百岁
老人高龄津贴月标准 100-500
元， 80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
月标准 50-100 元不等，惠及
95 万高龄老人。开展农村留
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
动，为 16 . 27 万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另一
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儿童落实监护责任，监护
责任落实率 100% 。搭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平台，
2018 年将新建 2000 个农村儿童之家、城市社区
“四点半课堂”。

新华社福州 1 月 23 日电(记者陈弘毅)闽
西老区龙岩，因红色而闻名，又因红色而振兴。
记者日前深入这块红土地采访发现，龙岩市正
积极保护传承红色文化，用红色文化为广大干
部注入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脱贫攻坚战奏响
“红色协奏曲”，红色产业更成为龙岩经济转型
升级新动力。

擦亮闽西的“红色底色”

最近一个周末，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长
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接待了 450 多名学员和游
客。在这里，“听一段红色故事，吃一餐红军
饭，走一段长征路”已成为不少人既休闲又
“修心”的旅游方式。讲解员钟鸣说：“这两
年游客越来越多，最多时一天接待 3000 多
人”。

作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龙岩市所有县
(市、区)都是老区，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此
召开，涌现出无数感人的红色故事，留下众多
红色遗迹。

“红色是闽西的‘底色’，也是这块红土
地的‘魂’。红色文化资源是闽西最宝贵的财
富，守住红色基因，闽西人责无旁贷。”龙岩
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兴禄告诉记者， 2017 年
龙岩市通过《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对红
色文化实施系统化、制度化保护。

“一方面，我们拓展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

范围，将反映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文字、图
片、舞蹈、词曲、标语、口号等物质和非物质的红
色文化表现形式全部纳入保护；另一方面，鼓励
对红色文化遗存进行合理利用，让其‘活’起来，
并打造红色品牌。”龙岩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
关负责人说。

一批“沉睡”的红色文化旧址、遗址正在“苏
醒”。在龙岩市区附近的江山镇山塘村，去年底
修葺一新的“山塘兵工厂旧址”游客络绎不绝。
“去年上级投入 600 多万元修复兵工厂并打造
为党校的‘红色课堂’，与周边生态种植、自然生
态景点有机结合，带动了村里旅游业的发展。”
山塘村党支部书记廖湧说。

老区扶贫奏响“红色协奏曲”

“不让一个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掉队”，这是龙岩市委市政府向老区人民做出
的庄严承诺。

“身为红土地上的干部，更要以身作则。我
们利用红色资源加强干部培训教育，让他们在
脱贫攻坚等重大战役中争当‘苏区好干部’。”龙
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魏东说。

古田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曾汉辉说：“红色
资源在哪里，党性教育就到哪里。我们组织学员
到现场教学点开展军训，穿红军服、走红军路、
唱红军歌、吃红军饭，党性教育吸引力和感召力
不断增强。”

植根红土地，永不忘初心。作为龙岩 3 万多
名挂钩扶贫干部之一，市委组织部干部刘永政
去年先后 58 次来到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贫困
户陈荣生家里。被村民称为“野人”，在大山里搭
木屋居住 30 年的陈荣生得到刘永政帮扶下了
山。

“头几次我和村干部到山上找他，根本不见
人影。”刘永政说，长期深山独居，让陈荣生看到
人就躲。只能一次次上山做工作，用真诚打开他
的心扉。

陈荣生慢慢认可了刘永政这个“穿着皮鞋
的老哥”，搬进山下 25 平方米的新房里。为了确
保陈荣生“搬下山、留得住、会生产、懂生活”，刘
永政又联系爱心企业，成立后田村扶贫种养合
作社，为他提供百香果种植技术。

龙岩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市
县乡三级 3 万名干部实现贫困户挂钩帮扶“全
覆盖”。2017 年实现脱贫 5 . 58 万人，占建档立
卡贫困户总数的近一半。

红色产业助力“百姓富”

如何让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创造发展新动能？龙岩从发展红色旅
游、军民融合产业等特色产业“破题”，交出
了一份高质量的答卷。

“头一天在永定土楼学习客家家训和廉政
文化，今天在古田瞻仰红色圣地，明天到长汀游

览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这一路下来收获一
定很大。”在古田革命纪念馆，广东游客孙先
生说。

龙岩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说，龙岩
通过打造“百里红色旅游文化长廊”，把过去
“散点化”红色景点整合为旅游品牌线路，变
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增强红色景区吸引力。
2017 年上半年，龙岩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
客 411 . 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 6%，实现红
色旅游收入 25 亿元。

红色旅游带动了相关服务业发展，成为促
进龙岩发展的富民工程、民心工程。据统计，龙
岩红色旅游从业人员达 8 .2万人，仅在古田镇
就有从业人员上千人，古田旅游公司、美食街、
购物街和民俗表演队等也解决近 500 人的就
业问题。古田赖坊村村民赖永茂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以前外出打工一年收入 5万元，现在回
来经营农家乐，年收入可达十四五万元。”

红色产业也在蓬勃兴起，给老区传统产
业带来转型新动力。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后，龙岩市提出“立足老区优势特色产业，
重点发展专用车、光电、新材料三大军民融合
主导产业”。截至目前，龙岩市与军工企业等
对接合作融合项目 151 个，实现民品参军
32 . 5 亿元。在融合项目建设、军工技术转化、
军地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对接，初步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
格局。

擦亮“红色底色” 奏响“红色协奏” 打造“红色产业”

龙岩传承“红色基因”加快老区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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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 月
23 日电(记者史林静)
备受关注的“电梯劝烟
猝死案”于 1 月 23 日
在河南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驻经开区综合
审判庭二审公开宣判。
记者了解到，法院撤销
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
属田女士的诉讼请求。

2017 年 5 月，郑州
的杨先生在小区电梯内
劝一老人不要抽烟后，
二人产生争执，老人情
绪激动心脏病发离世。
后老人家属将杨先生告
上法庭，要求四十余万
元的赔偿。

2017 年 9 月 4 日，
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此事
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
告的行为与老人死亡没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依
照《侵权责任法》规定，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
的发生都没过错的，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
方分担损失。根据公平
原则，法院酌定杨先生
向死者家属补偿 1 . 5
万元。后死者家属再次
上诉，2017 年 11 月 1
日，二审于郑州中院驻
经开区综合审判庭开
庭，未当庭宣判。

2 0 1 8 年 1 月 2 3
日，二审于郑州中院驻
经开区综合审判庭公开
宣判称，本案中杨先生

对死者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是自
觉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
水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田女
士的诉讼请求，并由田女士承担一二审共计
1 . 4 万余元的诉讼费用，并称此判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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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记者张漫子)近日，一
些以艾莎公主、米老鼠、蜘蛛侠等儿童熟悉的卡通角
色为主角，经过“二次创作”的“邪典动画片”，甚
至真人扮演的视频短片，通过互联网流入国内多家视
频网站，其中充斥大量含有血腥暴力、恐怖、虐待、
色情等内容。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 22 日发布了关于查禁“儿童
邪典视频”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查禁“儿童邪典视
频”，要求相关内容一律下线，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网络
游戏市场管理秩序。

通知指出，为营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保护未
成年人，各视频网站立即对涉及未成年人视频作品开
展自查，包括动画片、儿童剧、COSPLAY 人偶剧、橡
皮泥人偶剧、少儿游戏讲解视频等，发现上述违规内
容作品一律下线。

通知还提出，各游戏研发、运营企业不得研发、运
营含有上述邪典视频内容的网络游戏及其衍生产品，
发现含有上述内容的游戏立即下架停止运营并向执法
机关报告。

目前，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发布公
告称，对相关违规视频和账号进行删除下架和封号处
理。

北京：

“儿童邪典视频”一律下线

阿里去年日均纳税过 1 亿

超沃尔玛、亚马逊

阿里巴巴 1 月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集
团 2017 年纳税 366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天超过 1 亿
元。此外，阿里巴巴还带动其他合作伙伴纳税超过
2900 亿。这个数字，超过了沃尔玛、谷歌母公司、亚马
逊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

据统计，沃尔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传统零售企
业，每年纳税额近 60 亿美元，略低于阿里巴巴的纳税
额。

美国知名投资银行 Jefferies 评论说，科技一直是
促进零售行业加速发展的酵母，阿里巴巴只用了 12 年
就达到 3 万亿人民币的交易额，而沃尔玛用了 53 年才
达到这个目标。而且，阿里巴巴只有 5 万多人员工，沃
尔玛则有 23 万员工。以平均员工创税来讲，阿里巴巴
的效率是沃尔玛的 4 倍之多。

阿里巴巴的纳税额也远超同行业的美国互联网巨
头，包括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美国电商巨头亚马
逊等。

根据公开数据，2016 年，市值超 6000 亿美元、
年营收 1360 亿美元的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纳税
数额为 4 . 12 亿美元。而市值小于亚马逊的阿里巴
巴，缴税总额却接近 60 亿美元，约为亚马逊的 15
倍。

如此亮眼的成绩，得益于阿里巴巴所引领的“新零
售”革命，它正在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零售业变革的最前
沿阵地——— 人、货、场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实体商店和
数字商店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起来。

阿里巴巴所开发的“零售通”，也正改变着千千万
个线下商店的未来。得益于阿里巴巴所布局的产业生
态，无论是传统商家还是线上企业，都获得了创新发展
的机会。比如逆势增长的太平鸟、脱胎于街边小店的武
汉良品铺子、起步于夫妻店的周黑鸭，依托消费升级和
平台红利“快速奔跑”的三只松鼠……这些无不是纳税
过亿、超 10 亿的税源大户。

(赵阳)

▲ 1 月 23 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衡水
市康复街小学学生演示口罩的正确佩戴方法。

连日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全区中
小学校园，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演示等形式向学生们普及流感
等流行性疾病的防治知识，提高学生预防意识。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河北：预防流感在行动

“有力之手”助推“一路领跑”
浙江农民收入连续 33 年领先全国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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