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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1
日电(记者李志浩)离乡隔山
岳。再一年就要退休的重庆人
赵洪顺，屯垦边疆已有 22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家乡的土地
养活不了他，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成了他第二个家。
　　如今，他正在经历兵团成
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
　　 2017 年，新疆兵团启动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短短几
年，改革释放的红利量多分足，
基层职工群众广泛收获幸福感
和获得感：
　　赵洪顺所在的第六师五家
渠市一 〇 二团梧桐镇 4 连，
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当地
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单产
长期在 300 公斤徘徊，改革
后，2020 年单产突破 400 公
斤；农业生产大幅度降本增收；
2020 年，全连 60 多户年收入
超过 20 万元，20 多户超过 50
万元。

【实践故事】
　　回顾扎根新疆的 22 年，
赵洪顺对兵团的感受有过几次
大变化。90 年代初来时，兵团
农业的发达让他惊讶：“都用机
械种地，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工
资，这些在老家哪里敢想？”
　　先进农业的背后，是几代
兵团人艰苦卓绝的耕耘；南泥
湾的屯垦奇迹，在数千里外的
戈壁荒漠延续。
　　 1999 年，赵洪顺成为兵
团第六师一 〇 二团职工，团
场将数十亩耕地交给了他。
但种什么、怎么管理、如何收
购，全由自上而下的生产指令
决定。
　　数十年间，通过专业而高
效的行政指令，兵团农业实行

“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
农资采供、统一产品收购、统一
农机作业层次和收费标准、统
一技术指导）。
　　正是“五统一”，让先进的
种植管理技术使屯垦农业从
无到有，迅速以千亩为单元实
现集约化：全国六分之一的棉
花产区、国内最大的节水农业
灌溉区相继建成，近 90% 的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领先全国。
　　但进入 21 世纪，随着祖

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兵团与市场经济脱节的问题
开始凸显。
　　高强度的行政指令限制了市场的开放。
　　兵团职工张程利记得，10 多年前，团里统一规划种植番茄。
番茄品质远高于地方，却只能交付团办企业，扣杂比例高达
12%-15%，远远高于地方的 5%。
　　曾经的优势逐渐掣肘兵团发展，职工群众被捆住手脚，干群
矛盾突出，企业不强，经济结构不优……一段时间，兵团对五湖
四海建设者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一些基层甚至面临老龄化、空心
化危机。
　　屯垦戍边事业发展遭遇瓶颈，重重困难。
　　 2017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一场关系 300 多万兵团
职工群众的变革之风劲吹天山南北，团场综合配套改革成为其
中重中之重。
　　作为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第六师五家渠市率先全面取
消“五统一”，改变大包大揽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通过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让职工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封闭的门户向市场打开。赵洪顺和同事们第一次可以自主
选择农资和农机服务。选择权带来了议价权，优惠和服务登门
而至。
　　自上而下的指令不再，连队如今所有的事务，均须大家“一
事一议”。连队“两委”（连队党支部委员会、连队管理委员会）不
再由上级任命，而是改由连队民主选举。
　　另一方面，兵团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改革各环节、各方面、
全过程，尤其在基层，有效扭转过去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情况。
　　赵洪顺感慨，改革后，干群关系焕然一新，连队“两委”服务
意识提升明显，“灌溉水不够的时候，他们会里里外外费大力气
帮我们协调，跟我们关系近多了。”
　　为更好接轨市场，兵团近 1800 家团办企业全部与团场行
政分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张程利带领职工群众，以合作社
的方式“抱团”，通过利益联结机制重新“统一”生产和销售，保持
团场农业集约化的优势。
　　谈及这次改革，天山南北基层职工群众频频称赞。赵洪顺
就要退休了，但他将继续参与合作社的经营，“我年轻时来的时
候，是觉得这边很有发展前途。这次改革，对我们有实实在在的
好处，我更不会走的。”

【案例点评】
　　近几年，记者走访天山南北兵团各团场，眼见团场综合配
套改革给职工群众带来切实的红利和实惠。改革不仅仅为生
产力发展“解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大
幅度提升了团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许
多受访职工群众表示，这次改革可谓“及时雨”，让兵团释放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
　　作为兵团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石，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取得阶
段性成效。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强化，行政职能得到健全和
转变，财政管理体制得到改革，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团场体制机制实现了系统性、革命性重塑，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
能力明显提升。

党的创新理论实践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李坤晟

　　日前，随着 G2187 次列车缓缓驶出成
都东站，绵阳人李含强和绍兴永通印花有
限公司的 20 余名四川工友一同踏上返岗
之旅。
　　“以前，每年春运要自己抢票。现在有
了‘就业专列’，公司和政府对接，直接安排
好，解决了我们打工人的大难题。”已在浙
江绍兴务工 20 多年的李含强在电话中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感慨。
　　此时，1900 公里之外，永通印花总经
理助理毛学泽已联系好去杭州东站接站的
大巴车。为欢迎员工返岗，他特地置办了
一面 2.5 米长的横幅。
　　“公司外贸订单排到了 3 月份。与以
往员工东一个西一个自行安排行程不同，
今年我们有 20 多名川籍骨干员工搭乘

‘就业专列’一起回厂，公司生产计划能很
早就确定下来。明天公司复工，14 台印花

机至少能开 10 台。”毛学泽对记者说。
　　李含强和毛学泽口中的“就业专
列”，是绍兴市委市政府为帮助外省务工
者尽早安全返岗，保障本地企业复工复
产，开行的 3 趟专列。从 2 月 20 日至
28 日，G2187（成都东-杭州东）、G1961

（郑州东-绍兴北）、G2334（贵阳北-绍兴
北）3 趟列车，每趟车 170 个座位，可惠
及约 4000 名来自浙江省外的务工者。
　　据绍兴市就业促进和人力资源中心
主任潘晓东介绍，这是继 2020 年春节
后，绍兴市再次开通“就业专列”。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外
省员工无法及时返岗，当地企业面临无
人开工的窘境。为克服疫情不利影响，
绍兴市组织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

“就业大巴车”，开行全国首趟湖北就业
大巴和专列，接返 3.61 万名员工。
　　潘晓东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国内疫
情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地区仍有零星

散发病例。2021 年，绍兴继续开行“就
业专列”，主要为保障外贸订单充足的企
业及时开工。而相较去年，今年“就业专
列”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提高
接返效率。
　　为确定线路，绍兴市人力社保局通
过比对社保数据库参保信息，发现贵州、
四川、湖南、河南和安徽 5 省在绍兴的参
保人数最多，结合前期流动人口数据，最
终选定了这 5 个省份作为今年开行专列
的主要方向。
　　“为避免企业和员工误报，通过与铁路
部门协调，每条线路固定一个车次。”潘晓
东道。
　　为保证报名便捷和精确，绍兴市人力
社保局充分利用信息手段，提供了企业报
名系统、个人申报平台和电话报名热线 3
条路径。
　　来自贵州六盘水的喜临门家具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黄祖荣接到短信通知，他

预订的列车车票已出票。“公司发给我们一
个微信小程序，我们按照表格填好什么时
间在哪个站点上车就行。操作非常简单。”
黄祖荣说。
　　据了解，员工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和
热线电话报名，信息会先发送给其所在企
业。企业相关负责人核实填报后，系统会
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
后台，即时审核信息，确保报名无误。
　　目前，已有近 500 家绍兴当地企业，
3000 余名员工报名 2021 年的“就业专
列”。截至农历正月十五，绍兴“就业专列”
已接返员工 2283 人。
　　连续两年开行“就业专列”，绍兴人社部
门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潘晓东表示，“就
业专列”只是一个开始，人社部门将在劳务
协作等多项工作上更充分地挖掘数据价值。
　　“以后去中西部招工，我们能根据不同
县市务工人员的不同特点偏好，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潘晓东说。

大数据赋能，精准高效接返打工人
浙江绍兴以信息化作支撑提升“就业专列”效能

闽北山区：“保姆校长”喜迎留守“寄宿娃”

　　新华社福州 3 月 1 日电(记者邓倩
倩、赵雪彤)3 月 1 日，春季开学第一天。
清晨六点半，位于闽北山区的政和县西津
畲族小学苏醒了。校长庄桂淦与妻子梁纯
爱敦促孩子们快起床，帮着低年级的孩子

穿好衣服。守过 47 个春秋，每次开学，仍
是庄桂淦心中最有仪式感的日子。
　　“孩子们都回来了，不仅校园热闹起来了，
假期以来我空落落的心也终于被填满了。”春
回大地，孩子们如期返校，庄桂淦很开心。

　　这是福建南平山区唯一一所村级寄
宿制小学。当地外出务工者多，在读的
160 多个学生中过半数是留守儿童，有
83 个寄宿生，70 多个来自单亲家庭。
年过六旬的庄桂淦是校长，也是既管学

习又管生活的保姆大家长。
　　庄校长说，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因外
出打工，没法管他们，因此学校的责任不
仅是教书，更要教他们做人。
　　政和县法院的法官 1 日走进校园，
给高年级同学带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
相关知识。“对这些留守儿童来说，法制教
育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学会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也懂得以后的人生要走正途。”庄
桂淦语重心长地说。
　　不少孩子都说，相比家里，自己更乐意
来学校。10 岁的叶恩汇是全托的寄宿生，
她说：“虽然我也会想家里人，但是周末梁奶
奶会给我煮水饺、汤圆，家人也常来看我。”
　　孩子口中的“梁奶奶”便是庄校长的
妻子梁纯爱。家长们愿意送孩子来这所
小学就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庄校
长夫妇，能给孩子们家一般的关怀。
　　多年前，庄桂淦和同为教师的妻子梁
纯爱收留了几个全托的留守儿童。消息
传出，远近的困难家庭不断地把孩子送
来，从 10 多个到 80 多个，算下来，这些
年大概有 2000 名留守儿童从这里毕业。
　　今年又多了几个新转学来的外来务
工者子女。学校床位供不应求，于是庄
桂淦设置了一个特殊“门槛”：谁家更困
难，就先接纳谁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比较特殊，他们很敏感，所
以要尽可能呵护他们完成学业。”庄桂淦说，

“将来，他们会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图片：3 月 1 日，西津畲族小学校长
庄桂淦在新学期开学仪式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从“龙鳌之争”到“龙鳌共舞”
温州鳌江流域两县一市竞合巨变的故事

本报记者谢云挺

　　“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
变的大趋势。”———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
尔·赫拉利
　　浙江与福建相邻的温州鳌江流域，是
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平阳县辖区域，改革开放
后，发展分化成平阳、苍南、龙港三个县级行
政区，它们在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开枝散叶。
　　现如今，又逐渐走向区域一体化融合
发展之路，一个温州副中心的现代都市圈
正在崛起。

“龙鳌之争”到“龙鳌共舞”

　　 1981 年，人多底子薄的平阳县，获批
分县发展，新设苍南县，两县划江而治。
　　苍南建县后，敢为人先。当时，首创

“挂户经营”、首创农民包机、首创股份合作
制企业章程等不少在全国影响广泛的事
件，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鳌江入海口南岸崛
起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当地干部群众说，分县之前，鳌江北岸
的平阳县鳌江镇是整个流域的经济中心，
有“小上海”之称，苍南龙港镇的崛起迅速
成为平阳鳌江镇的竞争对手。
　　建桥故事反映了两岸的认识变化。
　　龙港建镇之初，曾多次向北岸鳌江镇
提议，在两岸建城区联合架设一座市政桥，
以结束群众往来长期依靠渡船之苦，但是，

鳌江镇怕“肥水流入外人田”，任凭龙港要
求再三，就是不同意。
　　不想几年之后，龙港声名大噪、实力大
增，情况反过来了。鳌江镇开始主动提出建
桥，而以前有很大热情的龙港镇则成了“消
极派”，背后原因也是忧心自己的蛋糕被抢
去。于是双方僵持，建桥事情又被耽搁。
　　直到温州市政府介入，这座命名为“瓯
南大桥”的两岸沟通之桥，在 2007 年终于
建成通车。
　　建成这座大桥，让两岸认识区域合作
发展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双活之路。

三地竞合 互补共兴

　　如今，鳌江入海口两岸，高楼矗立，车
水马龙，一派繁华气象，4 座大桥已把两岸
城区连成了一片。
　　 2019 年 9 月，因改革而生的龙港镇，经
国务院批准，实现了“镇改市”的蝶变，成为
全国第一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
　　“重任在肩”的龙港市，设市一年多来，
全面实施民营企业“龙腾计划”，打造印刷
包装、新型材料、绿色纺织三大百亿级产业
集群，着力培育新能源装备、医药卫生材
料、通用机械等三大重点新兴产业。“龙港
要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全领域改革”，龙
港市委书记郑建忠说，以政府数字化转型
撬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努力创建全国
首个全域整体智治示范城市。
　　龙港建市了，鳌江怎么办？这是鳌江

镇，也是平阳县面临的最大的现实课题。
　　平阳县委常委、鳌江镇委书记何占
宇说，平阳县的目标定位是把鳌江镇建
设成温州南部副中心的核心区。“龙鳌同
根同源，应该共同构建城市核心区。”为了
推进建设城市核心区，平阳县在鳌江镇加
快城市能级提升。最近，世界 500 强企
业正威国际集团投资 120 亿元建设正威
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以及对标
上海浦东城市品位，总投资 150 余亿元
占地近 2000 亩的“中国金茂·古鳌头”产
城融合项目，在鳌江沿岸新区开工建设。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龙
港从苍南分出后，苍南县喊出“为新苍南
的再次崛起拼尽全力”的口号。苍南县
委书记陈永光表示，苍南重整行装再出
发，在中央、省市发展大局中找准新苍南
站位，强攻坚、勇争先、开新局，高质量推
进“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
　　坐拥商贸优势的苍南县，近年来的
发展重点落在交通区位、新能源和生态
旅游业领域，以县城灵溪镇为中心的现
代商贸城市正在崛起。如今，龙港分设，
灵溪镇更以苍南“排头兵”姿态，与龙港
开展竞争与合作，带动辐射周边乡镇。

新增长极正崛起

　　在温州到福州 400 多公里沿海经
济带上，鳌江流域正好处在中间位置。
在鳌江流域建立形成中心城市，将为整

个浙南闽北地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鳌江流域两
县一市，总人口 230 万人，以鳌江之畔
龙港市与鳌江镇地域为中心，放眼流域
两岸腹地区域，南面的苍南县以县城灵
溪镇为核心形成了现代化商贸新城，北
面的平阳县城昆阳镇与鳌江镇已全面进
入昆鳌联体发展阶段。彼此各具优势又
相互联动，形成全流域一体化融合态势。
　　 2019 年底，《温州都市区建设行动
方案》正式发布，龙港、苍南和平阳一起，
都被纳入温州南部副中心范围，要求推
动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推进副中
心向心发展。这对打造高水平温州都市
区南部副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5 月，龙港与苍南两地签
订了《苍南与龙港两地协同发展框架协
议》，围绕发展规划协同、设施项目协同、
产业体系协同、环境提升协同、民生工作
协同、公共事业协同，建立区域协同发展
体制机制。目前，龙港与平阳也在研究
制订推进两地协同发展方案。
　　据了解，2020 年，鳌江流域的 GDP
已逾 1200 亿元，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极。温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邵为平说，
当前，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高质量建设温州都市区南部副中心，
为温州打造千万人口大市提供重要动能。
　　鳌江流域原属一体，现是三家，未来
发展是否会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在
这片热土上群众有理由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