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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但面临的风险丝
毫不能忽视。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
期间，各督查组针对各地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常态化
疫情防控机制，做好秋冬季防控工
作展开重点督查，推动疫情防控工
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防疫医疗队伍进一步完善

检测治疗条件得到优化

　　各督查组深入一线，实地调
研发现，各地已经建立起较为完
备的疫情防控协调联动机制，完
善相关医疗设备和配套设施，为
严防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做
好准备。
　　第十四督查组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调研了解到，新疆在自治
区本级、喀什、伊犁、兵团统筹建
设了 4 所定点医院，按“三院制
（救治医院、康复医院、备用医
院）”模式统筹管理，设置床位合
计超过 3000张。
　　第八督查组在河南省了解
到，目前，河南全省已有 365所医
疗卫生机构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具备检测资格人员 4553人、培训
储备 6436人，全省单日最大检测
能力达到 100万份。全省 2041 所
乡镇卫生院今年全部建成发热门
诊（哨点诊室）。
　　浙江省核酸检测能力已达
36 万样本/日，利用多合一混采
检测技术，将进一步实现核酸筛
查效率倍增。目前，10 个设区市
已具备 7天内完成下辖人口最多
县（市、区）全员筛查能力，88 个
县（市、区）已具备 7 天内完成下
辖人口最多乡镇（街道）全员筛查
能力。全省新冠肺炎患者可收治
床位已达 2.9 万张，占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床位数的 24.5%。
　　湖北省建立多点触发预警机
制，在发热门诊、药店、重点人群等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比如发热
门诊人数环比异常增加、药店特定
退热和止咳药品销量异常、学校师
生等特殊群体发热等健康异常等，
进一步提高处突能力。在 12月底
之前，湖北将实现市、县两级疾控
中心都具备核酸检测资质的目标。

创新方式方法

严防外部输入

　　当前，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严防外部病例输入成为秋冬季
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之一。
　　新疆探索建立了公路口岸人
员零接触货物通关模式，货运口
岸采取出入货物“甩挂运输”“集
装箱吊装”“界桥交接”等人员零
接触通关新模式，对外籍司机采
取“不下车、不接触、当日能返即
返、不返即检即隔”的监管措施，
对货运交接单证实行“三道”消毒
措施，有效切断可能存在的传播
途径。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口
岸实行 24小时通关机制，优化通
关流程、简化通关手续、降低通关
成本、减少通关时间、提升通关效
率，在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各项
措施的同时，外贸流通实现了新
发展，中欧班列通行能力和过货
量均实现正增长。

　　作为来华人员乘坐航班入境的主要地区，上海筑牢口岸防
线，守牢“国门”，动态调整重点国家（地区）、重点关注国家（地
区）名录，对进境航班全面实施登临检疫、健康卡查验、测温、流
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等工作，截至 10 月累计检疫进境航班
3.3万架次、入境人员 145万余人次。
　　物流发达的浙江省组建冷链食品“物防”工作专班，创新运
用数字化手段，将进口食品经营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供
应链“首站”，食品冷库、农贸市场、大中型商超、生鲜电商等作为
供应链“中间站”，消费者作为供应链“末站”，构建正向精密智控
体系和逆向精准追溯体系。浙江省率先上线“浙冷链”系统，通过
入浙供应链首站赋码、贴码和进出库扫码，实现全链条、精准化
监管。截至目前，“浙冷链”系统入库冷链食品相关企业逾 1.1 万
家，进口冷链食品全面覆盖，累计赋码 150万余次。

多地防疫仍存不足 督查组督促整改

　　督查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
所放松，底线意识不强等问题。
　　第三督查组反映，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和平医院新冠肺炎
核酸采样点设置在一楼综合大厅内，通风条件不佳，容易造成采
样人员与其他就医人员交叉接触，存在较大隐患。第五督查组反
映，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将快递点设置在半封闭的地下室内，每天
许多学生密集取送快递，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大。
　　督查组发现问题后，当地立即进行了整改。截至目前，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卫生健康委已按照督查组要求组织专家实地评
估，指导和平医院完成不规范设置新冠肺炎核酸采样点问题整
改工作。南京大学立即整改校内快递点人员密集问题，延长了现
场快递取件时间，对快递点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通风，立即启用其
他快递柜并加快快递服务中心建设进度。
　　除了强化防疫工作的薄弱环节，督查组还发现了一些“防疫影
响生活”的例子。例如，部分地区对健康码赋色时不按标准判定，不
同地区健康码不互认，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效率低。第十二督查组
反映，陕西省西安市不认可其他地区的健康码、不能做到“一码
通”，陕西健康码和西安一码通“两码”并存，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督查组将该问题通报后，陕西省有关单位于 10 月 13 日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将陕西健康码和西安一码通融合为“陕西省疫
情防控码”，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信息整合。10 月 15 日在陕西省
机场铁路进出口通道增加国务院一体化平台疫情码标识，外地
旅客可以使用国务院疫情防控码和各省疫情防控码，实现了全
国健康码在当地互认互通“一码通行”。
  （记者王浡、牛少杰、周颖、闫红心、齐雷杰、李志浩、赵久龙、
张骁、袁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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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大督查在行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23 日电（记者王春
雨、强勇）“亩产 1000斤妥妥的。”在黑龙江省
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农民郇金德对今年的
水稻收成十分满意。
　　郇金德种了 130 亩“稻花香”水稻，今年
黑龙江省遭遇台风“三连击”，部分水稻倒伏。
“尽管受点损失，但还是丰收年。”他笑着说。
　　郇金德的话，让 79岁的老支书张宝金松
了一口气。
　　张宝金是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元宝村是
小说《暴风骤雨》原型地，是中国共产党人最
早掀起土改的地方。当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粉碎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
其田。
　　今年 8 月以来，黑龙江省接连遭到台风
侵袭，张宝金一直忙碌在一线。在一次修理水
毁桥梁时，他不慎摔了一跤，至今也没好利
索，但全村人在他的带领下，把台风给农业造
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过去元宝村曾长期以玉米种植为主，张
宝金提出不同看法，同一块地种水稻，收入能
多出好几百元，他提倡旱田改水田。
　　有人犯嘀咕，不会种水稻咋办？村里党员
带头种，村集体还免费给农户打井、教技术、
用农机。近 10 年间，元宝村水稻已占全部耕

地面积 2/3 左右。村里还成立了稻米合作
社，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初具规模。
　　精农业，更要强工业。
　　早在 1980年，时任大队支部书记的张
宝金就认识到，要想富，必须办企业。元宝
村先后办起筷子厂、铅笔厂等，铅笔产量最

高时曾占全国 1/4，是黑龙江省最早的“亿
元村”之一。但随着产能增加，普通铅笔利
润空间越来越小，拼价格已没有优势。
　　出路还是改革。2016 年张宝金提出
铅笔产业低端改高端，提高附加值。位于
元宝村的哈尔滨元宝山制笔有限公司以

前日产铅笔 100 万支，每支利润才 2 厘，
改革后铅笔产量少了，日产 40 万支，但每
支利润达到 1毛钱。
　　因土改闻名的元宝村，目前拥有铅笔
厂、铅笔板厂、大米加工厂等众多企业。全村
600 多户，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在企业上班，
这在黑龙江农村并不多见。村民鄂文俭以前
在南方打工，村里企业多了，他回乡在铅笔
厂工作，两口子月工资加起来五六千元。
　　在“土”中谋发展，在“改”中再奋进，
改革带来山乡巨变。《暴风骤雨》中的赵玉
林因为穷得没衣服穿，被称为“赵光腚”，
土改前的元宝村也被叫为“光腚屯”。如
今，元宝村总资产达 7.3 亿元，去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 3.2 万元，半数以上村民住进了
楼房或别墅。
　　元宝人富了，他们又瞄准文化产业。继
建起“暴风骤雨”纪念馆后，村里又规划建
设土改风情一条街、旅游民宿等项目。
　　“我们将依靠土改文化发展旅游业，打
造新增长点。”张宝金说。

“土改第一村”的小康路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4 日电（记者赵宇飞）
深秋时节，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忠县境内，一望
无际的橘林随山势起伏，金色果实挂满枝头，
令人心醉。从零星种植到现代化生产，从鲜果
销售到鲜冷橙汁等深加工产业链，打造“三峡
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一只只柑橘，见证了“中国柑橘
城”忠县迈向小康的足迹。
　　忠县所处的三峡库区是世界公认的最适
宜种植柑橘地区之一。过去，由于品种单一，
且长期停留于农户自发零星种植，柑橘迟迟
未能带动当地脱贫致富。1997 年，忠县引进
美国施格兰公司，与重庆三峡建设集团合作
实施三峡柑橘产业化项目，成为忠县柑橘向
现代化生产转化的起点。
　　“柑橘品种从国外引进并自主研发，育苗
使用脱毒容器，栽植由经纬仪放线分区定
植。”忠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熊长春介绍，经
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柑橘平均亩产超过
2500公斤，比农户零星种植产量增长一倍。
　　如今，忠县柑橘种植面积已达 35.6 万
亩，并形成早中晚熟配套的品种体系，确保一
年四季均有鲜果批量上市。2008 年，中国果
品流通协会授予忠县“中国柑橘城”称号。
　　柑橘，撑起了贫困户脱贫的希望。在永丰
镇石丰村，建卡贫困户邓华国正在橘园浇水、
施肥。“我学会了为柑橘树施肥、剪枝，只要自

己肯吃苦，生活肯定越来越好。”邓华国说。
　　儿子罹患尿毒症，曾让邓华国一家陷
入贫困。去年，夫妻俩在当地政府关照下，
负责 15亩橘园的管护，一年有 4万多元的
收入，邓华国一家实现脱贫。
　　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忠县 22万
果农通过种植柑橘实现增收，其中涉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 2.6 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年均增收 2853元。
　　一条完整的柑橘深加工产业链正在当
地形成。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车间，
新鲜柑橘进入生产线，经过清洗、分级、榨
汁等程序，摇身一变，成为原汁原味的“零
添加”鲜冷橙汁，目前已在国内多个大中城
市销售，并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不只是橙汁，在生产线上，柑橘的价

值正在被不断发掘出来——— 果肉制成橙
汁、果酒、橘蓉等，皮渣则提炼出抗癌药物
原料橘皮甙，连废渣都制成了有机肥和橘
饲料。
　　如今，忠县正在建设“三峡橘乡”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涵盖了新立镇、双桂镇的 10个
村（社区），在柑橘种植业和加工业基础上，
发展文化旅游，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漫步在“三峡橘乡”，古朴的巴渝民宿
掩映在万亩橘海中，马拉松廊道、慢行步道
依山势而建。游客既可开展田园马拉松、自
行车赛等活动，也可采摘新鲜柑橘，体验橘
乡特色民宿……去年，共接待游客约 5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2.5亿元。
　　新立镇中岭社区村民雷顺清向记者算
了一笔账：“以前，我的柑橘主要卖给经销
商，年产值才 4、5 万元。建设田园综合体
后，我开的农家乐‘胖子山庄’发展采摘、餐
饮、住宿等，去年收入超过 20万元。”
　　数据显示，忠县柑橘综合产值已超过 36
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近 4成，亩产值超过
1万元，22万果农人均年增收超过 1.3万元。

重庆忠县，感受一只柑橘的“逆袭”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的楼
房和别墅（10 月 20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谢剑飞摄

   10 月 22 日，在“三峡橘乡”田园综
合体的一家农家乐内，经营农家乐的村民
雷顺清（左）在采摘新鲜柑橘给游客品尝。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本报记者张典标

　　从前只要一下雨，卢益建心里就发慌。这
是陕西宁陕县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这位
46 岁的“看林人”——— 宁陕县林业局局长留
下的“后遗症”。
　　 18年前，卢益建担任宁陕四亩地镇的副
镇长。那年 6月 9日，宁陕遭遇百年不遇的特
大洪灾。全县近 8 万人中，5 .6 万人受灾，
4830 间房屋冲毁、倒塌，5147 人无家可归。
其中四亩地镇受灾最严重，整个集镇被吞没
冲毁。还没缓过劲来，第二年历史重演。宁陕
又遭遇暴雨，山体崩塌，泥石流推倒了 4000
多间屋子，2200人无家可归。
　　“是天灾更是人祸。”卢益建说，宁陕地处
秦岭南麓腹地，当时的青山已被“剃”光了头，
山体动了“外科手术”，山洪、塌方、泥石流频
发。很长时间里，当地人一逢雨天就心神不宁。

消失的木头与疯狂的石头

　　 1978年到 1998年，是被当地称为“木头
经济”的 20年。
　　卢益建说，那时候只要进山，就能听到漫
山遍野的锯木声。那会儿，宁陕人吃饭靠开
荒，花钱靠砍树。“陡峭的山坡上，只要能放得
下脚的地方都开垦了。”卢益建回忆。
　　新开的荒地肥力不够，种上两三年，就得
抛荒。当时宁陕不到八万人，每年毁林开荒二
三十万亩。一个山头前一年还是郁郁葱葱，第
二年就可能秃了。
　　“木头经济”时期，宁陕的 108个村，每个
村都开办了木材加工厂。当时宁陕形成了完
整的木材加工产业链，和木材行业相关的流
动人口有三到五万，很多外地人来宁陕伐木、
运木、贩木和加工。
　　在宁陕城关镇青龙垭村村民汪时明看
来，对生态破坏更严重的是椴木香菇种植。一
个人带着斧头、锯子等，进深山，就地砍伐、加

工、点种，再烘干背出山。
　　“就算是不通路的林子也能进去。”汪时
明说，当时一天一个人能砍一万斤木头。
　　卢益建回忆，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宁陕
县城和公路周边甚至见不到大树。最疯狂的
时候，一些农户要烧柴，得走上四五公里山
路，捡三四趟。原本漫山遍野的野生动物也消
失了踪迹。
　　 1998 年，国家作出天然林禁伐、限伐的
决定，“木头经济”被迫转型。宁陕人的目光从
山上的木头转向石头：宁陕的山里藏着铁矿、
钼矿、铜矿、金矿和大理石矿等资源。疯狂挖
矿的“石头经济”时代开启了。
　　“石头经济”高峰时，宁陕有 130 多家石
材厂，其中不少是原来的木材厂商转型而来
的。宁陕县国土局局长杨继军说，“木头经济”
是给山剃头，“石头经济”就是伤筋动骨，造成
的破坏程度更深，也更难以逆转，还加剧了地
质灾害隐患。2002 年和 2003 年的特大洪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007 年，《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出台，疯狂的“石头经济”也走不通了，宁
陕面临第二次转型。尴尬的是，“木头经济”和
“石头经济”消耗了这么多资源，并未让宁陕
摆脱国贫县的帽子。

从“吃山”到“养山”

　　宁陕还是把目光瞄向了山林。不一样的
是，过去的“吃山”变成了现在的“养山”。
　　汪时明现在还在种香菇。和传统在深山
砍树点种不同，他把香菇种植基地搬到了村
里的大棚里，菌棒用的是关中老苹果树枝条
和修剪的桦栎条，用旧了的菌棒还能肥田，一
点不浪费。
  汪时明做了对比，在大棚里种，一年四季
都能采，在各方帮扶下，价格稳定，销路也
不愁。他算了一笔账：一户人能管理 2万袋菌
棒，年产 4万斤，其中 5块钱一斤的一等品占

四分之一，3 块钱一斤的二等品占一半，1 块
钱一斤的三等品也占四分之一，扣除每袋 3
块钱的成本，一年可挣 6万多块钱。
　　汪时明在村子里成立合作社，建了 138
个大棚，带动 221 户就业，其中 150 户贫困
户，人均增收 8000元。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宁陕养蜂人身上。
　　传统上，宁陕人用棒棒桶养蜂，所谓的棒
棒桶就是把粗壮的原木截成约 1 米长的小
段，对半劈开，凿空拼成桶状蜂箱。宁陕县梨
子园养蜂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周世红说，老
办法是懒人养法，一年到头不怎么管。一桶一
年只能产 10 来斤蜜，而且取蜜得杀蜂，用浓
烟把蜜蜂熏走熏死。“当时是各家养、自己吃，
没想着挣钱。”在周世红看来，“老办法不可能
把养蜂产业做成规模。”脱贫攻坚战打响之
后，宁陕引进中国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等养蜂专家指导蜂农，新型标准化蜂箱取代
了传统的棒棒桶。
　　宁陕筒车湾镇海棠园村的刘大华是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新养法没让他失望。当年，
刘大华的蜂产了更多蜜、卖了更多钱，还扩了
蜂箱，观望质疑的人渐渐少了，纷纷要求加入
他成立的养蜂合作社。如今，合作社社员辐射
3个镇 6个村，有 20个蜂场、3000多箱蜜蜂。
　　刘大华算了一笔账。新法养蜂，一箱产
30斤蜜，每斤按 40元收购，一户人可以管 30
-80箱，按普遍的 50箱计算，就是 6万块钱。
　　蜂蜜和香菇都是宁陕生态经济的一部
分。“宁陕正在打造‘林下中草药、空中养蜂、
山上建果园’的立体产业，把一亩地当三四亩
来使。”宁陕县委副书记陈永乐介绍，药材、食
用菌、蜜蜂、水果玉米、旅游等产业都是宁陕
“杂而精”的生态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和传统
相比，都有了新种法、新养法和新搞法。
　　宁陕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海拔差
异大，地貌多样，山地、林地、旱地、湿地、坡地
都有。再加上人均林地多、土地碎片化的特

点，共同决定了宁陕生态经济只能走杂、多
且精的道路。“就像老虎捡蚂蚱墩儿，碎拾
掇。”陈永乐总结。
　　目前，宁陕全县发展板栗、核桃等干果
37.4 万亩，年生产食用菌 1200 万袋，种植
天麻、猪苓等中药材 3.4 万亩、魔芋 2.7 万
亩，养殖中蜂 3.2万箱、梅花鹿和林麝 1000
余只，吸收带动 6080户贫困户。

“逢雨心慌”的后遗症治好了

　　“碎拾掇能吃饱的关键在于销售。”宁
陕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龚磊说，不
少特色种养殖，农民刚开始还质疑，县政府
推的产业，要是铺开了，能卖得出去吗？
　　周世红、刘大华当初也发愁好蜜如何
走出大山。一筹莫展之际，帮扶宁陕的碧桂
园宁陕扶贫团队送来一纸订单，解了燃眉
之急。龚磊说，通过消费扶贫平台，碧桂园
已经把宁陕蜂蜜、核桃油、香菇、木耳等 11
种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碧桂园的订
单甚至能占到一些合作社营业额的 40%。
　　这是宁陕电商帮扶的一个缩影。如今，
宁陕在全县 11个镇已建成 11个电商服务
站、28 个村级电商服务点、35 个乡村物流
快递收发点，3 条物流运输专线，打通了山
货出山最后的门槛。2019 年，宁陕实现电
子商务综合交易额 1.8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 4
月，宁陕如期脱贫摘帽。如今，卢益建再回
宁陕老家，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重现身
影。卢益建告诉记者，宁陕森林覆盖率已达
到 90.2%，恢复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的水
平，但森林蓄积量恢复还得再等个十年。
　　据统计，近十年来，宁陕没有出现过因
生态环境破坏引发地质灾害、导致房屋损
毁或人员伤亡的情况。再加上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技术的应用，卢益建悬着的心渐渐
放下了，后遗症也彻底治好了。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民”
陕西宁陕县的生态脱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