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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者王
炳坤、付光宇、程士华)在全国两会上，
事关全国 6 亿农民切身利益和发展
前景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关注的热
点。

而一些基层代表率领村庄走向
富裕和谐的振兴经历，也颇受瞩目。
这些村庄因何蝶变？记者通过 5 位全
国人大代表的讲述，为你揭开村庄“高
颜值”的奥秘。

从“一村一品”到生态富村

有型的卷发，爽朗的声音，身着
阔腿裤，这位来自湘西大山深处的全
国人大代表龙献文“有点潮”。

两会期间，龙献文村里的夯吾苗
寨在翻修后重新开门迎客，村民们也
开始采摘春茶。“村里的乡亲，时不时
给我手机发来照片。”虽然远在北京，
但身为村支书的他，每到晚上都要抽
时间问问村里的事。

龙献文所在的牛角山村曾是远近
闻名的贫困村。10多年前，这个地处湘
西古丈县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庄，年人
均纯收入还不足 1000 元。当龙献文到
村支两委任职后，头脑灵活、勤劳肯干
的他就开始琢磨如何摘掉“贫困帽”。

古丈县曾被授予“中国名茶之乡”
称号，古丈毛尖在湖南省内外小有名
气。龙献文凭借此前多年经商的独特
眼光，抓住村里种植茶叶这个特色，
打造“一村一品”。

2009 年，古丈县牛角山茶叶专
业合作社成立。村民以土地、劳动力、
资金等形式入股，通过土地租金、务
工工资、盈余分配等方式获取收益，
凝心聚力搞起了茶业开发。

目前，牛角山村田地几乎全部种
上了茶叶，村里还建成了年产 200 吨
的茶厂，茶叶占当地产业的比重超过
95% ，对当地农户增收贡献率达到
70% 以上。

如果说牛角山村脱贫靠的是产
业，那么岷江村致富则靠的是美景。

几年前，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
江村还是一个垃圾乱扔、村容脏乱的
村庄。从 2013 年起，在“农村垃圾前端
分类回收”志愿服务项目的带动下，全
村有近 2000 人成为环保志愿者，共
同维护村容村貌，参与垃圾转运，巡
查河道……村民们良好的环保意识
和习惯，让村落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有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全
国人大代表、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
花告诉记者，生态环境的提升引来了
资本下乡。“北部村道旅游环线的建
成，将给我们村带来 3 个精品民宿项
目，带动 100 多人就业。”她说，现在城
里人休闲旅游喜欢来岷江村，村民们
在家门口就能“卖风景”挣钱，这让她
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从“人才下乡”到文化兴村

一名大学生能给村庄带来什么变化？全国人大代表、“80
后”大学生“村官”王萌萌用行动作答。

2013 年，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的王萌萌选择回到家乡，
在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做了一名大学生“村
官”。她没到村里时，村干部办公很少使用电脑，全村人用旱
厕，年年种植一麦一稻的传统作物，似乎习惯了一成不变的
生活。

外柔内刚的王萌萌敢想敢干，村干部改用电脑办公，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全村的旱厕改水厕，大伙体会到了卫生和方便。

在她的勇于尝试和开拓进取下，不仅村里的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发生变化，而且产业发展也走出新路。目前，西孔村的
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已建成 100 亩草莓园、50 亩蔬菜园、
200 亩葡萄园，还有 300 多平方米的育秧工厂。新生活和新产
业，让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比起“人才下乡”的王萌萌，巩保雄则是土生土长的村干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

河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更关心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2015
年，梁家河村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公司，围绕知青文化规划的村
史馆、体验园、窑洞酒店等项目，很快吸引了八方游客。

“正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让曾经的贫困村大变样。”

巩保雄说，“文化不仅振兴了村庄，也滋养了梁家河。”在红色
文化的影响下，文化旅游公司开展“党员示范岗”，村里实施
“好媳妇”“好公婆”“文明家庭”“好人好事榜”等“学、比、拼”活
动，培养了和谐向上的新风气。

寻找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如果说“一村一品”的产业振兴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生态振兴是美丽乡村的新追求，人才振兴则给乡村建设提供
了生力军。王萌萌表示，目前农村条件相对城市依然还显薄
弱，对年轻人缺少吸引力，不仅村两委需要人才，农村产业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需要更多人才的加入。

打造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和规范的
组织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黄茆镇上
额村党支部书记郭以录对村里的荣誉如数家珍。2017 年，上
额村被评为广西“五星级党支部”，同时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郭
以录告诉记者，村里除了两委，还成立了以村民理事会、村民
监督委员会、村支部会为核心的“三会”组织，全方位提升村民
自治的主动性。“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上来了，村里各项工作开
展起来就更加顺手。”

前几年，上额村村干部带领村民参观学习规模养殖场，
帮助申请产业扶持贷款资金和补贴，帮 10 多户村民搞起规
模养殖。当地种植业以甘蔗为主，村干部带领大家把甘蔗改
良成高产品种后，每亩甘蔗从 4 . 5 吨左右增产到 7 吨以上，
每亩增收超过 1500 元。

“以党建带动产业发展，以党建带动脱贫攻坚，是我们开
展工作的一个诀窍。”郭以录说，2015 年上额村脱贫，村容村
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村里建起了广场、篮球场、排球场等。“每
天晚上，广场就成了健身娱乐的好去处，大家又唱又跳，好不
热闹！” (参与采写：阳建、郑昕、吴文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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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的脱贫工作备受关注。全国人大代
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红
光上村党支部书记马乙四夫，近年来在基层
带领乡亲们突破底子薄、基础差的先天不
足，全力探索“筑红色堡垒 促经济发展”的
党建扶贫新路径，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脱贫
攻坚同频共振、互动双赢。

马乙四夫所在的红光上村，位于循化县
城以西 30 公里处、黄河公伯峡水电站大坝
脚下。“循化是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也
是国务院重点扶持发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地
区，因耕地少，产业结构单一，2011 年被列

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他说，各级党
组织多次深入调研后认为，红光上村的扶贫
难题具有典型性，立足村情实际，村党支部
也认识到，必须团结群众，不等不靠不要，通
过自己的努力摘掉穷帽子。

背靠黄河，库区高峡平湖，风光独特，同
时，红光上村还保留着西路军被俘战士修建
的红色清真寺等一批革命遗迹。近五年，红
光上村重点发展绿色生态资源和红色精神
传承相结合的“红+绿”旅游扶贫相关产业，
不少村民加入了红色旅游、冷水鱼养殖、农
家乐、拉面经济的队伍，造血式扶贫使人均
收入达到 8000 元以上，全村于去年底脱贫

摘帽。

“怎样才能富？全靠党支部。”这是红
光上村 70 岁的村民孔长录的回答。他患
有心脏病没有劳动技能，儿子在外上学，
以往仅靠妻子打零工维持生活。过惯了
穷日子的孔长录一家，在党支部担保下
享受贴息贷款入股村集体超市定期分
红，还包片负责村庄保洁领取工资，去年
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彻底告别了贫穷和
自卑。

支部保障，组织覆盖，党员帮带，示范
引领。马乙四夫说，过去几辈人做梦都想不
到的好日子如今就在眼前，全村上下踊跃

参与村容整治义务劳动，党员干部带头落
实脱贫项目，不少年轻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红光上村的脱贫变迁是切实把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强
大动力的一个缩影。

马乙四夫表示：“物质脱贫赢得民心，
也强化了村党支部的凝聚力。红光上村将
在上级党组织带领下，继续发挥村党组织
在组织动员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中的领导
核心和扶贫一线‘攻坚队’‘先锋队’作用，加
大‘精神扶贫’力度，帮助乡亲们增强自力更
生、脱贫不返贫的信心和劲头，再进一步建
设美丽新农村。” (记者王大千)

抓党建，是他带领贫困村摘帽的“秘诀”
马乙四夫代表探索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同频共振、互动双赢

来自广西昭
平县的全国人大
代表陈坤有两重
职务：一个是昭
平镇龙潭村卫生
室医生，一个是
昭平镇马圣村村
委妇联主席。同
时 在 两 个 村 任
职，原因何在？

“我是一名
村医，家住马圣
村。龙潭村那边
一 个 村 医 都 没
有，如果我不去，
那里的老百姓有
点小病小痛，都
找不到医生看病
了。”陈坤说。

陈坤的丈夫
也是一名村医，
每天早上，夫妻
俩 从 马 圣 村 出
发，一个前往 25
公里以外的裕礼
村 ，一个前往 9
公里以外的龙潭
村。陈坤说，这种
跨村行医的方式
在贫困地区普遍
存在，有些村医
一人跑几个村。

从 事 村 医
工作近 20 年的
陈 坤 说 ，近 年
来，国家不断加
大 投 入 力 度 和
政策支持，农村
卫 生 服 务 条 件
逐步改善，乡村
医 生 队 伍 建 设
持续加强，但与
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和新医改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乡村医生作为农村居民健康的守护
人，是落实新医改任务的不可替代的力
量。”陈坤带着许多乡村医生的心愿来到全
国两会，她建议通过机制创新逐步推行乡
村卫生人员一体化管理，转变乡村医生身
份，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提高
村医养老保障水平，解除扎根基层的后顾
之忧。

在乡村行医，难免会遇到一些群众不
理解、不配合的事情。比如提倡妇女到医
院接受产检、分娩等，有些孕产妇或家里
的老人不同意，还认为村医从中牟利。陈
坤带着委屈，坚持对群众宣讲政策，并关
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陈坤说，为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
纷，一方面应打击医疗领域的腐败、违法现
象，加大对医务工作者的监督，防止玩忽职
守、以医谋私、损害国家和病人利益的行
为。另一方面，应继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使医疗纠纷有法可依，让基层医疗工作者
在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下为人民群众提供
健康服务。 (记者卢羡婷、吴嘉林)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既
是
妇
联
主
席
又
是
村
医

这
位
代
表
身
兼
两
职
﹃
肩
挑
﹄两
村

李潞代表：坚守医生职责，关注农民健康

▲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李潞
在手术前进行准备工作(2 月 28 日摄)。

▲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李潞
(前)和同事查看病例资料(2 月 28 日摄)。

▲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李潞
(左三)与同事交流(2 月 28 日摄)。

全国人大代表李潞是沈阳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从医 30 多
年以来，她刻苦钻研医术，坚守医生职责，
守护着病人的健康。

这次来北京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李潞带来了关于构建农村心血
管疾病防治体系的建议。她认为，防治心
血管病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课题，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发生
改变，农村心血管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医疗单位要重点针
对农村基层地区心血管病的诊疗需求，
加大对农村心血管病预防项目扶持力
度，不断提高农村基层综合诊疗水平和
医疗服务能力。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影报道

▲李潞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辽宁代表团会议上发言(3 月 7 日摄)。

▲李潞在驻地阅读会议简报(3 月
12 日摄)。

▲李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3 月 13 日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者高敬、王
建)“我们比大熊猫还珍贵！”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渤海靺鞨绣第四代传承人、来自
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孙艳玲说。

她口中的“我们”指的就是像她一样的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在孙艳玲看来，这些传承人
不仅数量少，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承担着文化
传承的重任，就是我们的“文化国宝”，一定要
大力保护和支持，做好非遗事业，让古老的技
艺焕发生机。

据她介绍，渤海靺鞨绣已经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跟其他刺绣的针法、丝线都有不同。

“从视觉效果上看，南方刺绣小家碧玉，像是
中国画，渤海靺鞨绣看上去更像是油画。”

从小学习刺绣的孙艳玲成为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后，她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仅仅带着
几个徒弟的“小绣娘”，她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孙艳玲成立了刺绣企业，与当地 1300 多
名绣娘进行生产合作，累计培训了两万多人
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非遗事业能改善老百
姓的生活，非常伟大。”她说。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这项古老的技艺，她
在牡丹江开了一家民间博物馆。几年来，博
物馆的展品从几百件增加到数万件，从一天

接待几个游客到现在每天几百上千人来
这里参观。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成了宣传渤
海靺鞨绣、传播当地历史文化的“大讲
堂”。同时，孙艳玲和同事们还积极推动非
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们很受鼓
舞。”孙艳玲说，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做了大量工作，对传承人进行“抢
救式”保护等，取得显著成果。但目前仍有
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社会的关注
了解还不够，还有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

轻保护”倾向，对非遗传承形成制约。
孙艳玲建议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执行的检查力度，出台非遗项目具体管
理细则，改变一些地方项目申报成功后就
万事大吉的观念，切实让每一个非遗项目
得到有效保护。

“有的传承人没有经营经验，需要政府
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把非遗项目的经营做起
来。”她提出，对于一些不能像刺绣这种发展
成实业的非遗项目，当地政府可以充分利用
节假日等机会，让古老技艺有展演的空间，
让更多人认识了解我们灿烂的文化。

她说，她和她的伙伴“比大熊猫还珍贵”
渤海靺鞨绣传承人孙艳玲代表：让古老技艺活起来，让非遗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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