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8 年 2 月11 日 星期日 丁酉年十二月廿六 今日4 版 总第 09174 期

新华社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朱旭东、李
灿、陈刚)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省
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时，鼓励村民乐团为丰富
村民文化生活多作贡献。记者近期采访发现，马
庄农民人均年收入 1 . 85 万元，略高于江苏农
民收入平均水平，但村民乐团、“非遗”手工香
包、以及多年营造的良好婆媳关系，成为帮助马
庄振兴不可或缺的“三宝”。

村民乐团：一路坎坷一路歌

马庄村党委书记孟国栋说，经过近 30 年探
索，马庄形成“文化立村、文化兴村”的发展思
路，农民口袋里不仅有“红票票”，还有全新的精
神风貌。马庄村民乐团，就是其重要标志。

上世纪 80 年代，马庄经济总量在青山泉乡
18 个村中排名十三位。老书记孟庆喜说，当初
倡导成立村民乐团，既有提升马庄知名度的考
虑，也希望借此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整

体素质、净化社会风气。
“那时农村几乎没有文化活动，农民闲

时就是打牌赌博，一些村民被不良风气浸
染。”孟庆喜说，成立村民乐团后，马庄农
民开始“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我教
育”，风气得到改观。

2001 年，整个徐州开始关停小煤矿，马
庄的集体经济失去支撑，乐团演员开始流失。
孟国栋被父亲孟庆喜从江苏梆子剧团“拉”回
来任乐团团长时，30 多人的乐团只剩 7 人。

孟国栋决定向市场要出路。2002 年
起，乐团每年都要接 100 多场商业演出，还分
别在意大利和日本两次获得国际大奖。如今，
乐团每年盈余 30 万元左右。

对乐团的坚守，透出马庄人一股不服输
的精神。如今的马庄，新年有春晚，元宵有
灯会，三月初八有庙会，夏季有纳凉晚
会……村民乐团的存在，让农民有了更多归
属感、自豪感。

日益走红“包”更香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马庄时， 80 岁的
村民王秀英告诉总书记，自己的中药香包很
好卖，每年净收入 20 多万元。习近平夸她
手艺好，并自己花钱买下一个，笑着说“我

也要捧捧场”。
该消息被报道后，总书记“捧场”的手

工香包紧俏起来，王秀英及她的团队即便加
班加点也供不应求。

王秀英说，香包以前只是村民之间互赠
的小礼物。五六年前，她开始在潘安湖湿地公
园推小车卖香包，受到游客青睐。她不断推陈
出新，制作的“鸳鸯戏水”等香包屡获好评，其
香包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徐州香包”的代表作品。在她的带领下，马庄
及周边村民纷纷从事香包制作。“很多在外打
工的青年妇女都回来跟我一起缝制香包，每
月能挣 3000 多元。”王秀英开心地说，她在潘
安湖景区还有了自己的香包制作室。

与马庄村一路之隔的潘安湖曾是采煤塌
陷区，经过多年治理修复，成了年接待游客
超 600 万人次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作为马庄
村的一项特色旅游产品，王秀英香包已是当
地“明星”品牌。

春节期间，马庄村还将推出首届香包文
化节。“相信马庄的香包产业会越来越
旺。”孟国栋说。

家和万事兴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难念的

经，恐怕就是婆媳关系了。
“ 20 多年前，我们开始评选十佳媳

妇、十佳婆婆，为好婆媳树立榜样。”
孟庆喜说。

“每次回娘家，我妈都很自豪地对外人夸
我。”连续 10 年当选“十佳媳妇”的马庄 4 组
村民夏莉说，村民们都很认可这一荣誉，亲戚
朋友也非常佩服她。

夏莉 1993 年嫁到马庄后，就一直与公
婆一起住，哥嫂因为工作忙，让各家孩子放
学都到夏莉家吃饭。“一共 8 个孩子，我家
都快成托儿所了。”夏莉笑着说，“尽管我
偶尔也有想法，但还是把孩子们照顾得很
好，不让公婆为难。”

2014 年 7 月，公公患重病，夏莉辞掉工
作回家专门照顾公婆生活。一年半后公公去
世，她才找了份相对自由的保险工作。“小儿
子才 8 岁，婆婆 82 岁了，丈夫又长期在外跑
运输，我得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夏莉说。

马庄村年底都会表彰 10 位“十佳婆
婆”和 10 位“十佳媳妇”，成了村民新年
里的好谈资。

和谐婆媳关系，也是马庄文明的一个重
要标志。它和村民乐团、“非遗”手工香包
一样，都不是简单能用钱买来的，但真的很
美好。

2 月 10 日，市民在青岛一商场挑选福字。春
节临近，人们忙着置办年货，选购福字或春联，喜
迎佳节。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纳福添禧

他们的兴村之“宝”，总书记也“捧场”
江苏徐州马庄村助力乡村振兴有“三宝”：乐团、香包、婆媳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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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樊曦)春运伊
始，数亿人次又将搭乘列
车踏上回家路。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列车更快了，服
务更多了，返乡的人们更
能感受到铁路不断深化改
革的“出行红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建设“交通强国”。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
东福表示，作为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骨干，铁路更
应该率先实现现代化，从
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为全国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
支撑。

今年春运，3000 多公
里新建高铁首次投入“出
行大潮”。今年最大的亮
点，来自一直被称为“锅
底”的川渝地区，西成高
铁、兰渝铁路和渝贵高铁
首次服务春运，出入川通
道大增，“蜀道”不再难！

短短十余年间，随着
铁路尤其是高铁的快速发
展，铁路运力不断提升。
到去年底，中国铁路里程
达到 12 . 7 万公里，高铁
里程 2 . 5 万公里，标准
动车组越来越多，“出行
乘列车”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与过去相比，铁路春运已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铁路
总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黄欣表示。

去年 9 月 21 日，中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
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这标志着中
国为世界高速铁路商业运营树立了新的标杆。今年春运，在
全国不少地方，“复兴号”都特别受到旅客青睐。

除了“走得快”，针对客运市场的多元化需求，铁路部门
着力于如何实现“走得好”。去年以来，铁路部门陆续推出了
动车组互联网订餐、中转旅客“接续换乘”及动车组列车“自
主选座”、购买火车票微信支付、“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
务、个别增开列车回程优惠等一系列新举措，进一步增强了
人们出行的幸福感、获得感。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回程优
惠”为例，节前汉口至深圳东的 K4061 次、信阳至上海
的 K3558/5 次进行 9 折优惠，节前从汉口到深圳全程最
低仅需 77 . 5 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铁路发展期望的
空间已经打开，希望得到更为安全便捷、丰富舒适的运输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追
求的目标。”他说。 （下转 2 版）

▲荣地村村委会主任潘剑在介绍自己的规划和想法。2 月 9 日晚，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荣地村大屯自然村，返村的外出务工人
员和村邻齐聚村民潘庆光家。当地乡村办及驻村干部和村民们围坐火塘研读政策、分析寨情、商定发展项目。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火塘夜话

“每人 350 元，我
们家六口人领了 2100
元。”大包干带头人严
立华高兴地说，他家是
2016 年 12 月拿到股权
证的，当时很多人都说
搞这个红本本有啥用，
能不能分到钱？如今到
手的收益还是很实在
的。

对于中国农村改革
主要发源地——— 安徽省
凤阳县小岗村来说，2
月 9 日是个难忘的日
子。这天下午，近百名村
民代表聚集在大包干纪
念馆前，领取了第一次
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
红。精神抖擞的严立华
站在队伍前列，手持股
权证从县领导手中接过
分红资金。

小岗村首次分红，
来源于持续不断的农村
改革。 40 年前，为了
温饱，凤阳县小岗村民
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
现“户户包田”，开启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
幕。如今，新一轮改革
再一次发力。

为促进集体经济发
展和村民增收，小岗村 2016 年以来开展了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工作。小岗村党委
第一书记李锦柱说，经过成立组织、清产核
资、成员身份界定、配置股权，成立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证，村民从“户户包
田”实现了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记者采访获悉，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社以现有经营性资产和部分品牌折算的无形资
产，打包折算为 3026 万元，以占股 49% 与小岗
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按股比分红；将
3026 万元作为合作社总股本，按界定的 1028
户，4288 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成员数折成等额
股份，人均股份 705 股量化股权到人。

2017 年，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入股组建公司等按股分红，运营小岗品牌，收
取使用费，加之培训教育收益、旅游收益、资
产运营等方式，取得较好经营收益，给村集体
资产股份合作社分红了 156 . 8 万元，按照股
份合作社章程，应给股民进行年度分红。经 2
月 7 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提取公益金
6 . 72 万元，可分配资金 150 . 08 万元， 2017
年每个股民分红 350 元。

“小岗村进行第一次分红，村民实现了由
‘人人持股’到‘人人分红’。”李锦柱说，
加上村集体为村民承担的新农合、新农保和政
策性农业保险，去年每个村民从集体经济中收
益约为 600 元。

在分红大会现场，村民们对集体经济充满
了憧憬。严立华告诉记者，他并不看重钱数有多
少，关键这是大家为鼓起“钱袋子”迈出的第一
步，期待以后集体经济越办越好，“钱袋子”越来
越鼓。 (记者姜刚、水金辰)

新华社合肥 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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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2 月 10 日电(记者农冠斌、
覃星星)“每周五吃过晚饭就会过来看节
目，讲的都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种植技术、
扶贫政策等内容，正是我们以往缺少的知
识。”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下冻镇扶伦
村那造屯，一片夜色朦胧中，村民卢秀琼一
边盯着屏幕，一边扭过头说。

在那造屯村头，有一个新建成的宽阔篮
球场，村民拉来电线，灯光照亮了半边球
场。记者看到，在球场一侧的乡村文化小舞
台上，第 14 期电视夜校正在进行。本期电
视夜校主要播放的是甘蔗种植技术，在场观
看的村民约有 100 人。

龙州县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是 2017
年广西 6 个脱贫摘帽县中唯一一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当地扶贫干部介绍，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发现一小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
重，对扶贫政策了解少，加上缺少脱贫典型、
经验的激励，导致他们的脱贫动力不足。白天
村民忙田地里的活儿，能否利用晚上时间给
村民办个夜校成为当地的考虑方向。

对此，2017 年 10 月以来，当地创新开设
脱贫致富奔小康“电视夜校”，开辟了脱贫攻
坚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新阵地。当地从
县委书记到一般扶贫干部都会在每周五傍晚
进入贫困村，提供扶贫政策、种养技术、产销
信息等各种培训内容，每期节目内容还上传
到远程教育网络供有需要的群众观看。

近日，记者跟随广西崇左市委常委、龙
州县委书记秦昆一起，乘着夜色到访距离中
越边境仅约 10 公里的扶伦村那造屯。采访
发现，“电视夜校”带来了致富信息的干
货，增强了当地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秦昆

告诉记者，目前“电视夜校”覆盖全县
127 个行政村(社区)，逐渐成为当地“贝
侬”(壮语：意为兄弟姐妹)每个星期五晚
上必不可少的活动。

那造屯是一个移民搬迁新村，此前“贝
侬”们居住在山脚下，下雨时常有石头滚落
下来。精准扶贫开展以后，那造屯整体搬到
了山外，现在家家户户建起了楼房。“群众
物质方面解决了，精气神也得跟上，电视夜
校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驻扶伦村第一书记肖穆辉说。

“电视夜校目前已举办 14 期，我们
努力把群众想知道的扶贫信息及其身边的
致富典型故事展现给贫困村屯群众，激发
内生动力，实现扶智、扶志相融合。”秦
昆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在贫困村屯开办电
视夜校，让村民学到更多致富知识。

村头“电视夜校”助“贝侬”脱贫

补齐“精神短板”，鼓舞干劲斗志
中宣部等三部门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赠送 30 万台电视机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临近春节，节
日气氛越来越浓。一台崭新电视机送来，让
家住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全山村的 5 岁双胞
胎姐妹江博文和江博艺心里乐开了花。孩子
们终于可以在家里观看喜爱的动画片，关心
时事的爷爷江国友也不用再搬着凳子去邻居
家“蹭电视”了。

电视机，在很多人的生活里是再平常不

过的家用电器，但对于一些仍处于贫困中的
家庭来说，却是“稀罕物”。

为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看电视难的
问题，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期，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向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赠送 30 万台电

视机，范围涵盖 22 个省(区、市)的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的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贫困人口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此
次皮山县受赠电视机 4442 台，分布在 6
个乡镇 27 个村。 （下转 2 版）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10 日电(记者王昆、李继伟)记者
10 日从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了解到，雄安新区将以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为抓手，以大数据监管平台为依托，引入国
内外知名房屋租赁管理机构，实施住房租赁积分制度，规
范租赁市场，引导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市场主体活力，出现资源配置失
衡、投机炒作、房地产价格上涨，易产生经济运行和金融风
险等问题。

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必须着力打造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坚决不搞土地财
政，不走房地产主导的城市发展老路，努力探索城市开发建
设运营新模式，构建新的住房保障体系。

雄安新区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将积极吸纳聚集创新要素
资源，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以租为主的
住房保障制度，探索长期租赁、租购同权的住房保障体系，
构建公共租赁房、机构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和商品房等多元
化住房供应体系。

雄安探索住房租赁管理新模式

实施住房租赁积分制度

新华社深圳 2 月 10 日电(记者周科)深圳市政府 10 日
发布消息，这个市已印发《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的若干措施》，推出 20 项改革措施 126 个政策点，努力
营造服务效率高、管理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
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在营造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方面，从打造国际
一流投资环境、突出深港金融合作、推进国际贸易便利
化改革、推进通关监管改革 4 个方面，提出了 30 个政策
点。在营造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从优化产
业空间资源配置、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企业税
费负担、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提供更全面的创新支持等
5 个方面，提出了 35 个政策点。在营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
发展环境方面，从实施更优惠的人才住房政策、为海外
人才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提高外籍人才签证和工作
便利度 3 个方面提出了 16 个政策点。在营造更加高效透
明的政务环境方面，从推进更深层次政务服务管理改
革、打造信用建设示范城市两个方面，提出了 7 个政策
点。

深圳推出 20 项改革措施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孩子们在公益学堂里学写对联。2017 年，江西
南丰县杭山村村民奚卫星回乡投资创办公益学堂，
丰富留守孩子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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