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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8 日，Z99 次列车的列车员在帮助旅客
搬运行李。

“请各位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的列车马上就
要出发了。”42 岁的 Z99 次列车长阚晓俊在站台上
提醒着旅客。今年是阚晓俊的第 12 个春运，也是他
第 7 个不在家过年的春节。在由上海发往广州东的
Z99 次列车上，他所带的班组一共 42 人，主要来自
长三角地区，最年轻的刚满 20 岁。在这趟“反向”春
运旅途中，他们离开家人，坚守在春运一线，守护着
万千乘客返乡的旅程。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向家的反方向出发

新华社南京 2 月 19 日电(记者赵久龙)黛
瓦白墙、红灯绿廊、木栅花窗，经过节前大扫除
的堰下村格外干净。57 岁的江苏省沭阳县颜集
镇堰下村党总支书记李彦春走在蜿蜒洁净的村
道上，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舒畅。“岁月如河水般
流逝，但却荡尽尘埃，堰下村已今非昔比。”他感
慨道。

上世纪 80 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退
伍返乡的李彦春带领秦炳春、秦炳超等 100 多
位村民组建自行车队，在安徽、上海、南京、淮
安、连云港等地卖花养家。

“我们是沭阳县最早的一批‘自行车卖花
郎’，当时主要销售月季花，也就是玫瑰。我的第
一桶金是在安徽赚到的，一共 380 元，那是
1984 年，当时我才 23 岁，那可是一笔巨款啊。”
李彦春说。

尝到甜头的李彦春开始带领村民承包土
地专门种植花木。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越
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全村掀起了花木种
植热潮。 21世纪初，一些堰下村民开始借助
网络贴吧销售花木。 2010 年前后，堰下村民
开始在淘宝上销售花木，“触电上网”卖遍
天涯。

如今，堰下村网上花木年销售额逾 2 亿
元，全村开有花木网店 1000 多家，有 16 家快
递公司常驻村里。去年，村里返乡创业大学生
荣剑的多肉植物网店年销售额达 130 万元，全
村人均年收入是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的两倍
多。

“我们堰下村人多地少，全村有近 900 户
3800 多位村民，基本都在自家开淘宝店，可
以说是家家种花木、户户开网店。”李彦春介

绍，除了本村 1080 亩土地，村民们还在周
边租了万余亩地种植花木，更有些大户到陕
西、新疆等地租地办苗圃种苗木，有的去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开拓家庭绿化服务市场，
提供花木种植、设计、修剪、管护等系列服
务。

堰下村去年建成 50 亩“幸福花海”淘宝
产品基地，为当地电商提供产品供给配套等
服务，已培育新品花卉苗木 120 余种、100 余
万株，年销售额逾 9000 万元，带动千余人在
乡就业。

为方便调货，村里的大喇叭成了花农们
的及时通信工具，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喇叭一
响、黄金万两”的富民图景。

电商经济如磁场般把漂泊他乡的游子
“吸”回家乡。堰下村的吉磊返乡当起了花农，

后又开了个淘宝网店。去年“双 11”，他的店
日销售额达 45 万元。

年轻人返乡，带回的不只是新思维、新
技术，还有接轨城市的生活方式。“村里平整
空地，建起了篮球场，添置健身器械，白天年
轻人锻炼，晚上许多村民来跳广场舞。”李彦
春说。

李彦春说，今年春节期间，村里还开了支
部会议，谋划帮助年轻人在网上创业，支持他
们创品牌、做精品，引领堰下花木走得更实更
远。

“家家住洋楼、汽车满街跑、人人展笑颜，

就是我的乡村振兴梦。”李彦春说，“粗略算下
来，全村现在有 400 多辆轿车哩，这都是用泥
土里长出的花儿换来的，幸福是大家一起奋
斗出来的。”

家家种花木 户户开网店 村富民乐

“卖花郎村”：靠花引回游子，靠花振兴乡村

据新华社拉萨 2 月 19 日电(记者王军、薛
文献)“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春节、藏历新年期
间，西藏 2 万多名驻村工作队员在阖家团圆的
日子里，仍然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用实际行动
为当地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驻村队长张万里：“群众一日

不脱贫，我就一日不离岗”

电视里播放着藏语歌曲和锅庄舞，桌子上
摆满了各种美食，4 名驻村队员和几十位村民
围坐在一起，吃切玛，喝青稞酒，聊着村里发生
的新鲜事。19 日 11时，昌都市察雅县烟多镇雪
东村里格外热闹。

2018 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昌都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万里主动申请，开始了他
的第二次驻村工作。入户调查、走访贫困户、实
地考察产业项目……自 1 月份正式驻村以来，

张万里就一直没闲过，白天晚上脑子里想的都
是扶贫的事。

雪东村是因山体滑坡而整体搬迁的贫困
村，人均耕地少，生产条件差，目前仍有 15 户、
80 多人尚未脱贫。为激发斗志、鼓舞士气，张万
里特意安排了联谊活动。酒过三巡，歌唱几曲，

知心话也多了起来，不少致富能人纷纷为脱贫
致富出谋划策。

张万里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年底能
带着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驻村队长格桑达瓦：“参与感”

带动脱贫“获得感”

19 日，碧蓝的羊卓雍错湖畔，山南市浪卡子
县浪卡子镇道布龙居委会里，驻村工作队长格桑
瓦达正与村“两委”班子一起，带着糌粑、酥油搅
拌机等礼物挨个到村里的贫困户走访慰问。

41 岁的格桑达瓦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统
战部办公室主任，自幼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农
牧民有着特殊的感情。

道布龙居委会紧邻 307省道，旅游资源
丰富，但缺乏产业支撑，贫困面较大。目前居
委会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8 户、边缘贫困户
15 户，共 317 人，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今年 1 月初，工作队正式驻村。经走访调
研，工作队与村“两委”确定了“三步走”发展
目标：一是争取 500 万元，建设标准化居委会
办公场所、村民文化广场和村居卫生室等基
础设施，把党建“强起来”；二是尽快启动“羊
湖生态牧场”建设，搞活集体经济，把产业基
础“做起来”；三是植树造林、丰富村居文化生
活，让群众面貌“亮起来”。

格桑达瓦说：“我们将进一步创新产业扶
贫机制，增强贫困群众的参与度，变‘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

驻村队员张达：“与其苦熬，

不如苦干”

那曲地区申扎县买巴乡鲁久村，平均海
拔 4800 米。中午时分这里仍然寒风凛冽，气
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的驻村工作队员张达和来自自治区广电局的
同事们，热烈讨论着村里的扶贫项目。

多年来，这里的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驻
村以来，工作队为村里跑项目、做产业、争取
扶贫资金，做了不少实事，深受村民的欢迎。

“古突”夜，村“两委”干部和乡亲们提着
自家煮好的肉、端着青稞酒，热情地为队员们
献上吉祥的哈达，让张达不禁红了眼眶。

张达说：“来到申扎，我就要像县的名字
一样，深深扎根在这里，围绕村民所思、所想、
所盼，切实为群众服好务。”

西藏驻村干部：春节还在基层“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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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电(记
者朱筱 、杨绍功)春运
是客运的旺季，却往往
是铁路货运的淡季，曾
经一车皮难求的“铁老
大”多年来一度陷入货
运量骤减之困。然而，
记者走访南京、徐州、
苏州等铁路货运中心
发现，货运改革几年
间，这里的货运量逐渐
反弹回升。春运期间，
有的铁路站点货运量
甚至突破记录。

2 月 1 日到 1 3
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徐州北站
日均货运列车办理数
达 24631 辆，其中 6 日
当天办理数达 2 7 1 1 1
辆，打破了 2003 年以
来的纪录，创下历史新
高。

“这可不是一个简
单的数字。”徐州北站副
站长薛志荣说，往年货
运办理量的最低点都
在春运。车站为优先保
证客运，会停开部分货
运列车，甚至平时拉货
车的火车头都用来拉
临客了。此外，在制造
业集聚的长三角地区，
春运期间，工人返乡、
工厂停工，货物量随之
减少。

“但近几年，铁路货
运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货运中心苏
州经营部副主任马烈
说。

发货量周期性波
动的背后是铁路货运的变迁。2005 年左右，煤炭、
钢铁、油等“黑货”类大宗货物运量增加，铁路运能
供不应求，逐渐停办零散货物类“白货”。之后十
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公路发展等诸多因素，“黑
货”货运量锐减，而个人消费崛起带来的家电等
“白货”多数选择走公路，铁路货运面临“吃不饱”的
困境。

2013 年 6 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实施货运组织
改革，推动铁路货运全面走向市场，向客户做出“简
化受理、随到随办、规范收费、热情服务”的承诺。“铁
老大”努力转型为“铁小二”。

“过去是客户上门求车皮，现在是我们上门送服
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南京货运中心主任张
孝军说，近年来，为拓展货运量，南京货运中心变坐
商为行商，开推介会，为企业定制物流方案，实行“门
到门”全程“一口价”收费。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货运中心
一方面加强与连云港港口的联动，另一方面与社会
物流企业合作推动上量运输。徐州货运中心副主任
刘万清举例说，他们深耕管内冷链物流市场，2017
年发送 1367 车 6 万余吨冻肉等冷链产品，已成为
上海局最大的冷链项目。

铁路货运部门自身在努力，外在的条件和形势
也在好转。2017 年“复兴号”上线，高铁线路不断增
设，今年春运，既有线运能空间扩大。“运能的释放促
使货运量上升，办理辆数也逐渐提升。”徐州北站调
度车间主任郭祥良说。

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走出去”也称为铁路货
运的新亮点。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2017
年，江苏省中欧班列发送量达 880 列，同比增长
51 . 2%。

经济稳增长也在为铁路货运回升助力。南京货
运中心营销科科长奚鹏说，2016 年起，经济回暖明
显，货运量开始强势反弹，煤炭焦油等运量显著提
升。2017 年，南京货运中心大宗货物运量较 2016
年增加近 50 万吨。铁路货改与经济回暖的叠加效
应正在显现。

“改变观念才能抓住机遇。”薛志荣说，现在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技术升级，顾客不仅可以足不出
户发货，还可在家坐等取票；利用铁路编组站综合
自动化系统(CIPS)可以准确把握列车开行时刻，避
免客货运之间的高峰冲突；而票据信息的电子化则
大大降低了货运员的劳动强度，使站内外全面实现
了货运数据共享。

业内人士认为，货运只是铁路改革的一块拼
图，一系列的变化的背后其实是铁路改革的深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强化市场服务意识，中国
铁路货运有望重新迎来“黄金时代”。

挪“穷窝”没花钱，还“赚”了一笔”
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宅改”搬迁记

据新华社合肥电(记者陈诺、姜刚)贴上春
联、挂好灯笼，年三十一大早，在革命老区安
徽省金寨县花石乡的黄堰村，60 岁的周其国
便生起灶火，着手准备新家的第一顿年夜饭。

空调冰箱热水器、玻璃窗户瓷砖地，眼前
的新家让周其国感叹，“楼房里过年暖和又敞
亮！”他们一家三口原先住在大深山处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土坯房里，年久失修不说，距村部
都有 15里土路，“买东西要走上 3 个小时”。

2017 年，周其国一家人搬进了一套 74
平方米的两层楼房，紧邻村部的集中安置小
区，“年前就在家门口赶集了”。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搬新家还
“挣”了钱。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危房改造补
贴 2 万元，易地搬迁一家三口人补了 6 万元，

加上宅基地改革补贴 53000 余元，光是补贴
就超过 13 万元，“加装修的成本不过 12 万，

搬新家不仅没花一分钱，还‘赚’了一笔”。

这样的巧账得益于金寨创新思路，着力推
进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国家级贫困
县，金寨县将宅基地改革与易地扶贫搬迁、水
库移民解困等政策叠加，目前已有 2 .09万户、
7 . 57 万人自愿申请有偿退出宅基地，搬入新
家过年，其中贫困户和移民户占 75%以上。

“搬迁前，我们还顾虑会不会成为糊涂
账？”白塔畈镇刘冲村村民张统知翻着县里下
发的《宅基地补偿明细表》说，“没想到，干部
给我家量了宅基地和地上房屋的面积，然后
一笔笔算账，让咱老百姓搬得明白。”

据金寨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郑汉涛介

绍，通过综合运用奖补政策，合理配置政策资
源，宅基地退出户户均获得宅基地退出补偿
8 万元左右，叠加易地扶贫搬迁、水库移民搬
迁补助，户均受益 15 万元以上。

搬入新家之后，村民们在新家门口就能
找到更多就业的机会，据介绍，当地在集中安
置点开发公益性劳务岗位，专门吸纳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就业。
数据显示，依托于宅改“组合拳”，金寨县脱

贫攻坚战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 年脱贫超过
8000 户，27000 余人，贫困发生率首次降到个
位数，实现了“一年宅改、万户脱贫”。

“出门求财方方利”，对联上的这句吉祥
话，在周其国看来并不尽然，“其实啊，新一年
的好日子早已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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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年初二，曹
福材带着家人给舅舅龙
双山拜年，除了带礼品，
还 要 自 带 一 些“干
粮”——— 青菜和肉类 ，
“不带 ，中午饭就吃不
上。”与往年不同，今年
龙双山及早备好满桌
宴，等着外甥来拜年。

龙双山是黑龙江省
龙江县哈拉海乡西里村
有名的贫困户，妻子常
年患病，无劳动能力，欠
下一屁股外债，可谓家
徒四壁。“前些年，家里困
难，除夕夜最多包个饺
子，连个下酒菜都没有，
外甥来拜年，都是他们
自带菜，甚至油盐酱醋
也要带。”龙双山回忆说。

今年过年，龙双山
买了 30 多斤猪肉，2 斤
牛肉，还从村里的小卖
铺买了 2 条鲤鱼以及辣
椒、西兰花、黄瓜、茄子、
芹菜，鸡鸭都是自家养
的，现杀的。“要不是扶
贫项目，哪有钱买这些
年货过年。”

这个春节，龙双山
过的格外开心。在各级
政府的扶贫帮助下 ，
2017 年底，他摘了贫困
帽。除夕夜当天，妻子烧
火，龙双山炒了 6 个菜，
倒上酒，喝了几盅。

“心情能一样吗，喝
着小酒，心里那叫个高
兴。”龙双山笑着说。

2016 年初，在龙江
县建档立卡过程中，龙双山被认定为“因病致贫”

贫困户。当年 5 月底，哈拉海乡西里村实施肉牛
养殖扶贫项目，龙双山自筹 6000 元购买了两头
母牛。

去年 8 月份，其中一头母牛产下牛犊，今年
三月份长成后，将以每斤 18 元的价格卖给当地
一家食品企业。加上政府的补贴，仅产下的牛
犊，龙双山就能挣 1 万元。“另外一头母牛也快
生了，有了稳定收入，再也不用担心返贫了。”去
年，龙双山还种了 23 亩地，收入 6000 多元，妻
子享有 2000 元的低保。

“我有劳动能力，扶贫政策这么好，日子肯
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除夕夜之前，龙双山给
外甥曹福材打电话告诉他，来拜年别再带菜了，
“我都准备好了。”

17 日，大年初二这天，龙双山吃过早饭后，
打开牛圈的栅栏门，喂好饲料，然后把青菜洗
好，鱼、肉炖上。中午，他下厨做了 8 个菜招待外
甥一家人。“本来我想炒 10 个，外甥说吃不了那
么多，不然就浪费了。”龙双山说。

“看到舅舅家的变化，我打心里高兴。”曹福
材说，从我们自带菜拜年，到舅舅备好满桌菜迎
接我们，这背后折射的是党的扶贫政策见成效，
给贫困户带来的巨变。 (记者王建)

据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8 日电

▲左图：2 月 14 日，刘福有的孙女刘艳芳在贴窗花。右上：在岢岚县赵家洼村，刘福有和妻子杨
娥子在院子里干活(资料照片，2017 年 9 月 1 9 日摄 ) ；右下：岢岚县广惠园新村一角(2 月 15 日
摄，无人机拍摄)。

如今已搬到山西省岢岚县县城广惠园新村的刘福有还会时常想起大山深处的赵家洼村，“太苦
了，地薄人穷，只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能把腰累断。”71 岁的刘福有是山西省岢岚县赵家洼村贫困
户。2017 年，易地扶贫搬迁让刘福有一家没花一分钱就搬到了县城里 82 平方米的新房里。2017 年
以来，岢岚县已有 1067 户群众实现易地扶贫搬迁，他们走出深山，开始新生活。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出大山 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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