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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化人

“3+1”蓬勃发展

绿色产业筋骨壮 休闲颐养魅力显

2017 年，江西省宜丰县全力向绿色生态要
市场、要效益、要品牌，坚定不移地走以科技创
新为主导的生态“3+1”转型升级之路，绿色产
业提档升级。其中高效储能装备制造产业 8 家
核心企业全部通过工信部准入，荣获江西省储
能设备绿色制造产业基地，该产业的工业增加
值和工业税收位列全省同行业前列。“百岁山”
落户宜丰，先后建成一期矿泉水项目和二期纯
净水项目，年产值分别达到 5 . 3 亿元和 2 亿
元。

2017 年，宜丰以科技创新聚集发展新动
能，全年科研投入 1 . 86 亿元，占 GDP 比重
1 . 63%，专利授权 62 件，发明专利授权 6 件。鼎
盛玻璃实业有限公司建成浮法微晶材料生产
线，尾矿微晶装饰材料研发项目列入全省创新
驱动“5511”工程，并成为全国微晶材料行业标
准制定者。

2017 年，宜丰以全域旅游为目标，依托官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天宝古村、九天国际生态
旅游度假区、洑溪古树长廊等旅游资源，打造
健康养生、避暑度假、精品民宿等新型休闲旅
游业态。

“大创城”服务百姓

城市面貌换新颜 生活品质大提升

2017 年，宜丰全面推进城市双修，有序
推动“多规合一”编制工作，实施文明城
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园林城市、智慧
城市“五城同建”，县城不断美化、绿化、
亮化、序化，城区更精致，功能大提升。县
妇幼保健院综合大楼建成、中医院整体搬迁
启动、城南幼儿园竣工、佰盛广场开张 ......
一件件惠民工程，助推百姓享有更高水平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显著提升。

2017 年，宜丰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狠抓
环境综合治理，生态质量优中更优。启动建
设生态环保展示馆、生态警察中心、环境信
息化监控平台，建立环境信息大数据库，构
建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体系；大力实施“五
水共治”，确立河长、溪长、库长、塘长、
渠长“五长” 419 名，打造升级版“河长
制”，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100% 达国
家Ⅱ类水标准。

乡村兴田园溢香

农业农村有内涵 美丽乡村露新容

2017 年，宜丰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内涵式”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全年完成了
3 . 5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认证的绿色有
机原料基地达 32 万亩，宜丰冬笋、有机大米、
生态蜂蜜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104 个，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 21 家，农民合作社 587 家、家庭
农场 135 家，被列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
县、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试点县。

2017 年，宜丰以强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
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
设。投资 1 . 35 亿元倾力打造七彩炎岭、醉美平
溪、禅镜洞山等 8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191 个新
农村建设点和 1000 户美丽庭院，以村史民俗
馆、廊道游园、茶馆会堂、农家乐特色民宿加其
它要素为新业态的“4+X”美丽乡村渐露新容。

2017 年，宜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扶贫攻
坚+产业扶贫等“9+2”扶贫工程。投入农村危房
改造资金 485 万元，惠及 345 户贫困户；投入
资金 164 . 54 万元，帮扶 300 余名扶贫对象实
现就业创业；全县 2029 名贫困户、2 个省级和
1 个市级贫困村如期脱贫。

谋进位实干为先

比学赶超立新风 全域发展谋进位

2017 年，宜丰直面区域发展的激烈竞
争，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先后
出台《关于在全县推进党建“ 3+1 ”工程推
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决
定》、《关于推进干部全面履职尽责的意
见》等文件，在全县探索推行《乡镇干部绩
效考核办法》，开展“四争四比”、千名干
部下基层“五同五心”等活动，激励各级干
部知责思进、善为实干，宜丰的软实力进一
步增强。

2017 年，宜丰深化“放管服”改革，成
立工业园区行政服务中心，出台“一次办
好”等新制度，进一步“降成本、优环
境”， 224 项政务服务事项办结时限缩短三
分之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近 300 个，降低
成本 2 . 6 亿元。推出“ 1+3 ”政府投融资体
系，综合投资公司、财投融资担保公司、
PPP 项目推进中心等正式挂牌，产业发展动
能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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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岁的谭泽光最后一次站上讲台有一点紧张，坐在他面
前的是一年级的所有学生，一共 3 个。

铜鼓镇高山村小学盖在半山腰一处平坝上，只有一二年
级和幼儿班，全加起来 17 个娃。一排平房 3 间教室，老谭和另
外两位老师一人带一个班，教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等所有的
课。

去年底，老谭年龄到了，办理了退休，接他的年轻老师也
到岗了。老谭申请带完这个学期再走。眼看学期要结束，过几
天，孩子们考完试就该放假了。老谭教了 40 年书，还剩最后一
节课。

1 月 18 日 11 时多，阳光洒进教室。就要上课了，老谭把
黑板擦了又擦。铃声响起，他让孩子们回到位子上坐好。王菲
菲、彭子豪、刘世阳三个孩子，抬头看着讲台，听谭老师的最后
一课。这是数学课，老谭讲“不退位减法”，语速缓慢，声音有些
低沉。

40 年前的课堂比现在热闹。他刚教书那会儿，一间土墙
房教室挤着 50 多个孩子，课桌椅在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上立
不稳，吱吱呀呀地叫，尘土和粉笔末乱飞。初中毕业的谭泽光
是当时村里的最高学历，站在孩子们面前特别威严。

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山村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偏远山区一
样，几乎与世隔绝，走路下山要几个小时。村里家家户户日子
都过得紧巴，有几户家里困难，交不起一学期 4 块钱的学费，
谭泽光就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钱，给孩子们垫学费。他从
没让一个孩子掉队。

上世纪 80 年代，学校没有通水电，他上课讲到口干舌燥，
就去附近农户家里讨一口凉水。学校里也没有热饭吃，一顿早

饭要管到晚上放学。讲台上老师饿着肚子讲，下面学生饿着
听。

老伴儿唐乾英心疼老谭和这群孩子，辞掉城区工作，回到
山里给学校开火做饭，孩子们都叫她“打饭婆婆”。现在孩子们
吃饱饭，就在坝子里撒欢。

学校条件也在不断改善。2013 年，村小所在地重庆市荣
昌区教委出资 30 多万元，新建校舍和厕所，还给教室装上了
电视和投影。当地政府给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因为高山村
小学山高路远，老谭能拿到最高一档补贴，每月 400 块钱。

村小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少村民搬下山，让孩子在条件更
好的镇中心校或城区学校读书，只有 3 张课桌的教室看起来
空荡荡。

他也想过退休后，自己就有更多时间侍奉年近九旬的母
亲。可母亲却在半个月前过世。这段时间，老谭情绪有一点低
落。

铃声再次响起。老谭没有停下来，延了两分钟，把最后一
个知识点讲完。“一点都不用心，回去好好看看书，学一学，听
到没有？”他对在课堂上有些调皮的一个孩子叮嘱了几句。
“好，下课。”老谭说出这句话，他的最后一课结束了。

老谭说，最后一课不太成功，因为课堂纪律有一点不好。
他对每节课都是一样认真，但是今天他特别想画一个圆满的
句号。

40 年来，他教过 11 批共 500 多名学生。他把孩子们送出
大山，自己却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坝子，面前是他的学
生，他亲手栽下的两棵洋槐树高过屋顶，现在他要和这一切说
再见了。 (记者周文冲)新华社重庆 1 月 24 日电

乡村教师老谭的最后一堂课

在在重重庆庆市市荣荣昌昌区区铜铜鼓鼓镇镇高高山山村村小小学学，，
下下课课铃铃声声响响起起，，学学生生们们与与谭谭泽泽光光告告别别（（11 月月
1188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唐唐奕奕摄摄

年近 60 的陈申福是重庆市城口县龙田乡
仓房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1981 年，陈申福从
城口中学毕业，成为了仓房村的第一个高中生。
仓房村是秦巴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愚人
村”的名字不胫而走。

这深深刺痛了陈申福，他决心投入到家乡
的教育事业中，让村里人的文化素质提高起来，
帮仓房村脱掉“愚人村”的帽子。

1984 年，陈申福成为仓房村的一名乡村教
师，一干就是 30 多年。在大多数时间里，仓房小
学就只有陈申福一名教师，于是他既做“通课老
师”，又当“知心保姆”，学生们的所有课程他全
上，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学生等后勤工作他都
做。30 多年的教职生涯中，陈申福不仅帮 200

多名学生摆脱了文盲的命运，而且让“治贫先
治愚”的教育观念逐步深入仓房村人的思想。
截至 2016 年，仓房村走出的大学生、高中生、
初中生人数分别达到 27 人、46 人和 177 人。

陈申福 2019 年即将退休，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有一位好老师来接替他的工作，继续
建设仓房村的教育事业。

图①：1 月 23 日，陈申福在重庆市城口
县龙田乡仓房小学和学生们合影。

图②：1 月 23 日，陈申福在龙田乡仓房
小学给学生辅导。

图③：1 月 23 日，陈申福在龙田乡仓房
小学带领学生们进行课间活动。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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