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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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8 日 星期五 己亥年正月初四 今日4 版 总第 09536 期

本报记者裘立华

浙江宁波奉化滕头村，这
个昔日的贫困村，在改革开放
之后发展成为“全球生态 500
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上
海 世 博 会 全 球 唯 一 入 选 乡
村”。2016 年年底，面对老书
记傅企平突发脑溢血的紧急
情况，以傅平均为首的滕头村
新党委班子临危受命，秉持老
书记的精神，一颗红心向党，
“一任接着一任干”，村里的各
项工作继续走在前列。

70 岁老书记病倒

在扶贫归来路上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
上，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被
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老傅书记领奖回来之后，
十分激动，又觉得责任重大，工
作更加积极了。”滕头村党委办
公室主任何军电脑中保留着傅
企平病倒前连续 20 多天奔波
在全国扶贫路上的工作日程。

2016 年 11 月 15 日，傅企
平前往四川达县，开始中组部
扶贫项目考察对接工作。第二
天，傅企平又飞到河北省保定
市阜平县店房村，参加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对口扶贫
工作。

17 日到 19 日，傅企平继
续在河北周边地区考察经济林
种植、经营情况，对当地大枣、
板栗等经济作物的深加工、市
场前景作了实地考察。19 日晚
上，傅企平结束扶贫考察工作
回到滕头村。

11 月 20 到 28 日，傅企平
回奉化后参加各种会议，并专
程到象山县探讨象山红橘子作
为扶贫主打经济作物的可能
性。

11 月 29 日，傅企平坐车
前往江西、安徽等省考察。此行
主要考察各省经济作物情况，
挑选适合扶贫地情况的经济作
物。在考察期间，傅企平白天下
田地到山林，晚上睡在汽车后
座休息，5 天时间共考察 4 个
省，汽车行驶距离 3000 多公
里，休息时间不足 30 小时。

12 月 3 日凌晨 3 点，傅企
平结束考察回到滕头村。上午

7 点半，傅企平到村办公室上班，下午三点五十分，何军发现
傅企平晕倒在办公桌旁……

新班子接力，苦干实干促发展

面对突发情况，奉化区委决定让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
任、全国劳动模范傅平均主持党委工作。

村民们说，傅平均不但党性原则强，而且有经营管理才
能。2006 年他创立滕头控股有限公司，现在总资产已达 8 亿
元。

村老年协会会长傅改央说，当时村民们人心惶惶，社会上
各种声音很多，认为领头雁倒了，滕头村也要垮了。

针对这种状况，新一届班子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在会上，
傅平均说，危难时刻，新班子成员将继续秉持老书记的奋斗精
神，一定保持常青，继续走在前列。

傅平均说，过去滕头有“三先”原则：村民做到的，党员
先做到；党员做到的，党委班子先做到；党委班子做到的，党
委书记先做到。新班子成立后，确定“新三先”原则：党员干
部在群众面前先人后己、在利益面前先公后私、在奉献面前
先人一步。

傅平均提出，村两委成员当年工资收入减半，一年后不拿
村里一分工资，以实干拿绩效，给村里赚得越多，奖励越多。

滕头村有 80 多家企业，总产值近百亿。原来村干部的工
资，多的有几十万。面对新要求，新班子没人反对。同时，村里
公车改革，从过去的 10 辆减少到 2 辆。这两项新举措每年为
村里省下几百万元开支。

同时，新班子决定，由滕头村为脱保的老人买养老保
险，承担保险资金的 65%。目前，滕头村 60 岁以上老人，每
人每月的最低收入为 3500 元。此外，滕头村下属企业和个
人纷纷捐款，成立了 1000 万的老年基金，用于老人的各项
福利。

滕头村的群众说，这一年多来，新班子成员都是跑着干
活。办公室主任何军接受采访时刚从医院挂点滴回来。他说，
阿均书记带头，每个干部都很拼。大家没有双休日，晚上加班
到 10 点。今年先后来了 4 个台风，所有班子成员都值班到凌
晨 2 点警报解除。

“以项目为战场，以实干见担当。”去年以来，在傅平均的
带领下，滕头村先后上了近 20 个项目，总投资达 10 亿元。

滕头集团副总裁袁坤说，这些项目不但效率高，而且后续
效益好。像村里投资 3 亿元的美食城，1 月就开业。别人需要
两年才行，滕头人计划用 150 天建成，计划招商 120家，结果
报名的有 700 多家。

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激发了下属企业的战斗力。滕头村 80
多家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加。2017 年，各家企业为集体增收
1 . 2 亿元。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村民们说，现在的滕头村时时
在变样。去年 9 月，党委班子换届，各成员都考核优秀。傅平均
更是以满票当选为村党委书记。

不负嘱托有担当，全国范围内精准扶贫

新班子不光带领滕头发展，更承担起国家使命，先富帮后
富，既帮助周边村发展，又在全国范围内精准扶贫。（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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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吴剑锋、陈琰泽

解开绳索，扬起竹篙，伴随着水面被击碎
的声响，将一艘渡船撑离码头——— 这样的动
作，范先弟日复一日做了 32 年。

范先弟是福建南平浦城县曹村人。长久
以来，在地处山区的南浦溪畔，曹村与珠墩两
个村庄隔岸相望，村民们要想到对岸去，除了
绕数公里远的路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到渡
口乘坐渡船。

范先弟 21 岁接过撑渡的竹篙。在此之
前，渡工这份工作需要承担沿途数千户村民
的日常出行，向来是没人愿意做的“苦差事”。

老范不计较，二话不说揽了下来，在他眼里，
这活虽然收入微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但
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

拿起竹篙的理由很简单，要放下却不容
易。早些年交通不发达，渡口是连接村庄的必
经之路，村民每天早出晚归务农赶集，他就跟
着起早贪黑。每到节日，排队上船的人熙熙攘
攘挤在渡口，他就做好饭菜带到船上，一趟趟
来回接送，片刻也闲不下来。更忙的时候，连
被褥都被他搬上了船。村民范智英说，尽管忙
前忙后，老范却从来不收分文。

对于范先弟来说，这样的日子忙碌而又

充实。有时候，坐船的人过意不去，会多说两
句感激的话，有的看他生活拮据，还会将过时
的衣物送给他穿。范先弟记性不好，甚至连自
己的岁数都记糊涂，但这些细节他总记得一
清二楚。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初坐船上学的“小
鬼”已经走出了村庄，范先弟也从“小范”熬成
了“老范”，一根竹篙却始终被他牢牢攥在手
里。

“只要大家还从这里过，我就离不开这个
渡口。”说这话的时候，范先弟正低头从溪里
舀水，用抹布一遍遍擦拭船上的泥巴，常年风
吹日晒下，他的肤色黝黑而粗糙，皲裂的双手
刻满了褶皱和老茧，丝毫看不出只有 50 多
岁。

“把船擦干净点，回家过年的人看了也舒
服。”

往年，春节是渡口最忙碌的时候。家家户
户迎接归来的亲人，范先弟的船在溪上来来
回回，运送着晨曦中赶集的路人，也满载着暮
色里喝得微醺的客人。对于许多人而言，老范
撑着渡船，而渡船撑着他们几十年来的团圆
记忆。

来往的人在船上留下欢声笑语，范先弟
的年却常常过得很简单。只有一个女儿的他，

几年来春节都是和老伴两个人“随便过”，早
年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女儿的学业，父女
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女儿自出嫁后，已经多
年没有回家过年。

今年村里年味依旧浓厚，渡口却冷寂了
不少，一个上午过去，几乎无人问津。村支书
张春兴说，随着公路延展进了乡村，年轻人有
了更多出行选择，渡口已经很难再现昔日人
流如织的景象，“过去一天的客人抵得上现在
10 天”。范先弟似乎不太习惯这一变化，中午
回到老房子，不到五分钟他便草草扒完了饭，
一口开水下肚，又重新回到渡口——— 这是他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发的路人，花了几十年
培养出的工作习惯。

半个世纪来，范先弟将自己活成了一个
圆规，不管坐船的人多还是少，支点始终立在
曹村渡口，活动半径最远也不超过小镇。“有
一年，我看他头发长了，就说老范啊，再忙也
得去城里剪剪头发了。”浦城县地方海事处处
长叶建荣回忆说，这是他为数不多离开渡口
的时候。

今年，曹村渡口附近即将建起一座大桥，

这意味着他 32 年的摆渡生涯也将画上一个
句号。对于这一刻的到来，范先弟已经期待了
很久，“老范会老，但是桥不会老。”范先弟说，

长久以来，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在两个村庄之
间修起一座桥，为此他甚至“夸口”要捐 2000
块钱——— 这是一个贫困户能拿出的最多的积
蓄。

这座小城的多数渡口有着相似的命运。

去年，浦城县开展 4 个撤渡建桥项目，到今年
10 月份，这 4 座大桥将全部完工，全县可以
撤销 6 个渡口。在群众出行越来越便捷的同
时，隐匿于山水间的渡工，正逐渐走入历史。

“失业”后的老范也将再就业，成为村里
的一名保洁员，收入与之前相当，这是所有村
民一致投票后的决定。“没有桥当然舍不得
走，有了桥就舍得了。”范先弟乐呵着，在这个
岗位上，他将站好最后一班岗。

新华社福州 2 月 6 日电

曹村渡口“最后的渡工”

扫描二维码，
观看微视频，走近“即
将消失的渡工”。

这是小朋友们在表演歌舞。2 月 6 日，广西融
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田边屯举办“春节联
欢晚会”。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苗寨的春晚

新华社拉萨 2 月 7 日电(记者王沁鸥、格
桑边觉)骏马嘶风，一骑绝尘。7 日上午，西藏
自治区 2019 年春节、藏历新年民族传统马术
表演在拉萨市赛马场拉开帷幕。高原骑手扬
鞭策马，以传统体育活动庆祝新年。

此次马术表演共有 60 名骑手、67 匹马
匹参与。其中，西藏自治区民族传统马术队向
现场观众奉上了马上拾哈达、马上射箭以及
马上技巧等多项精彩表演；来自拉萨、那曲等
地的 40 多名牧民携自家良驹参加了 8000 米
和 5000 米的比赛。

今年藏历新年恰与农历春节同日。藏
民族历来有在传统节庆时节赛马的习俗。
如今，赛马已演变成一项民俗体育娱乐活
动。人们相信，驭马得胜是好运的象征。

“我今年 60 岁了，从六七岁开始就在
父亲的陪伴下骑马。”来自西藏北部那曲市
的嘎日旺老人激动地说。在他的家乡，流传
着“牧人的儿子，不能不会骑马”的说法，
“现在我骑不了马了，但是看到年轻人骑
马，就想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马对于我来
说就是青春的记忆。”老人说。

今天拉萨赛马场也来了不少汉族观
众。来自上海的游客万女士是马术爱好者，
特意在节日期间来拉萨观看赛马。她说，近
距离欣赏了骑手的风姿，让她感到自己也
有了骑马的冲动，“新的一年，从国家到小
家，希望都能事事兴旺”。

上图：2 月 7 日，藏历新年初三，拉萨
北郊赛马场上演民间赛马和传统马术表
演，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新华社太原 2 月
6 日电(记者孙亮全)
北岳恒山脚下小山村
山阴山今年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春节。以往
过年，村里娱乐的声
音只有鞭炮的噼啪声
和家里炕头上麻将的
撞击声，今年出现了
第三种声音：新修的
广场上，响起了阵阵
音乐。

伴随着新出现的
声音，村民们过年时唱
起来了，扭起来了。82
岁的靖翠花说，她这辈
子第二次跳上了舞。

“山高石头多，出
门就爬坡，地无三尺
平，年年灾情多。”晋
北大同浑源县最东边
这个山村有 100 多户
人家，村民们把房子
盖在高高低低的山梁
山谷上，层层叠叠，有
八九层。这两年，别的
村都有了广场舞，山
阴山村愣是没找出一
块平地来。

“我爱跳舞，小时
候就跳过舞。”靖翠花
说，她十来岁时，上过
四年小学，那时候学
校里的条件虽然艰
苦，她和同学们也曾以跳舞为乐。读了几年
书，嫁到山阴山村后的靖翠花再没有跳过
舞，直到这个春节前，一过就是近 70 年。

山阴山是个名村，20 世纪 60 年代，
曾是远近闻名的“有粮村”。“雁北十三县，
学习山阴山。”山阴山村老村支书刘希官
说。但山阴山村的自然条件实在恶劣，直
到前几年，还是靠天收，全村 430 口人靠
着 1800 亩山地过活。村民们的精神生活
只是串门聊天和打牌。

这几年，扶贫政策来到了村里，山阴山
决定拔穷根。2018 年，村民们在山上种了
2600 亩黄芪，户均十来亩。脱贫攻坚中，浑
源县把黄芪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现在黄
芪成了浑源县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 30 万
亩，人均近一亩。黄芪成为全县脱贫致富的
好帮手。

靖翠花和 76 岁的老伴刘明去年种了
10 亩黄芪，5 年后，每亩地能产 800 斤黄
芪。“每斤十四五元钱，一亩地一年就挣 1
万多元。”

村民们脱贫致富有了产业支撑，村里
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2018 年，镇政府
把村里废弃的旧学校重新修缮，把学校里
的土院子平整后进行了水泥硬化。山阴山
村终于有了个 120 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刚
修好，村主任的老婆刘春莲拿上乡镇文化
站给配的音响，顾不上大冬天，就在广场上
跳起来了，没几天就凑了二三十人。

山阴山村要变成“金银山”了，村民的
活法也有了变化。这个春节，以往窝在家
里扯闲天、打麻将的山阴山村民下了炕
头，走出家门，随着村里的第三种声音，舞
动起来了。

听

过
年
的
第
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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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新华社银川 2 月 7 日电(记者赵倩、马丽
娟)春节原本是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最为放松
休闲的时候，但在周沟村开小卖部的马武却
闲不下来。“每天早上 7 点开张，晚上 12 点关
门，比平时忙 10 倍。”他说。

马武的小卖部地处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六
盘山镇，距六盘山周沟滑雪场不到百米，春节
期间正是滑雪的高峰期，来自周边市县的车
辆挤爆了村里的停车场，他的生意格外火爆。

“春节前两天光微信扫二维码进账 9000
多元，现金 15000 元。春节前刚进的货，原本
以为肯定够，但你看现在货架已经空了。”马
武说，这两天人手严重不足，媳妇儿和父母都
过来帮忙，他还要去固原再进一批货。

不管是忙着小卖部生意，还是在雪场造
雪、租赁雪具，或者是在村里摆摊售卖小吃零
食，这个春节，周沟村的不少村民都因为“雪”

忙碌起来。
几年前，周沟村还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没搬迁前，老周沟村在深山里，曾是这里最
烂、最穷、最脏的村。村民住的是土坯房，下

雨没路走，生活吃水靠水窖，娃娃上学也

困难。”周沟村村支书吴廷勇回忆说。
2011 年，随着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启

动，周沟村成为泾源县县域内首批生态移
民重点村，包括马武在内的 90 户村民终于
搬下山，住到了紧邻高速公路和国道的“区
域中心”位置。然而，搬迁伊始，因村里的年
轻人长期在外务工，留下妇女老人，依旧靠
种地为生，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

“村民就种上半亩洋芋，1 亩胡麻，靠
天吃饭，收成没有保障，也就混个肚子饱，
根本谈不上发展。”吴廷勇说。

泾源县地处“高原绿岛”六盘山脚下和
泾河源头，丰富的山水资源和夏季凉爽的
气候使这个小县城被评为“全国百佳深呼
吸小城”，也入选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
县。依托积攒起来的旅游人气和周沟村便
捷的交通条件，2015 年固原市政府和景区
企业在村里建设了滑雪场，希望以此带动
当地冬季旅游的发展。

“游客每年都在增长，去年共接待 3 . 5
万人次，特别是节假日人格外多，今年春节
前两天每天接待游客 2000 人次，初三到初

五高峰期每天能有 3000 人次。”六盘山周
沟滑雪场营销经理周博说。

每年的“一场雪”不仅为周沟村带来人
气，为村民带来财气，也让村集体经济不再
“空壳”。吴廷勇告诉记者，景区企业与村民
签订了劳务合同，雇用 30 余名村民在滑雪
场工作，每个雪季参与经营的村民平均能
挣七八千元，还有一些村民自发摆摊卖零
食和土特产，也有不错的收入。而且由于滑
雪场的建设改建了村道，周沟村每年还能
有 4 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冰雪旅游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的同
时，也让他们的思想活了起来，认识到环绕
着自己的这座山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深
藏巨大旅游潜力的“金山银山”。“我今年要
把小卖部升级为一个综合性商超，拓宽经
营领域。村里的发展形势变了，我们也不能
守着老思维不变。”马武说。

“下一步计划把周沟村打造成为四季
皆宜的乡村旅游点，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
回家创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吴廷勇说。

周沟为啥“不猫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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