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三
关注·各地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詹彦、马志异、杨晨光）一
场新雨后，山风带着潮湿
的水汽吹过大峡谷镇，山
间云雾缭绕。山崖上，漫山
遍野的连翘迎风摇曳。
　　太行山的雾气还没散
尽，陡峭的山峦中，一个肤
色黝黑、略显瘦削的山区
汉子携带邮包，穿行其间。
　　他叫赵月芳，是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山西省壶关
县大峡谷镇鹅屋邮政所的
一名普通投递员。自 1996
年退伍进入鹅屋邮政所的
26 年里，他行走 30 多万公
里，投递 80 多万封邮件。
　　群山环抱的鹅屋乡，
交通不便，曾经下山进城
全靠一条山间小路，当地
人称之为“猫走的路”。“猫
路”最宽处仅 1 米多，最
窄处不足 20 厘米。这条
长约 10 公里的山路，是
曾经当地百姓前往壶关县
桥上乡乘车点的唯一一条
路，也是赵月芳取邮件的
必经之路。
　　 1996 年，23 岁的乡
邮员赵月芳，沿着“猫路”
启程，负责全乡 18 个行
政村、172 个自然村的邮
件投递。
　　每天天刚放亮，他就要出门经由“猫路”下山，
到山下的桥上乡邮政所取回当天的报纸和信件
等，再原路返回到鹅屋邮政所分拣邮件，简单吃点
便前往鹅屋乡的各个村子进行投递。
　　全乡 18 个行政村、172 个自然村分成 4 条
路线 4 天走完，最长的一条邮路往返 60 多公里，
最短的也有 30 多公里。下雨下雪的季节，山路湿
滑，赵月芳回到家通常已是深夜。
　　邮路艰苦，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雪。赵月芳记
得，2003 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山里下了大雪，“猫
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走到最窄的路段，他失去重
心滑了下去，幸好被一棵大树挡住，他抓住树枝才
慢慢爬了上来。
　　在赵月芳上岗之前，先后有多名乡邮员因为
这条邮路村落分散、路途险峻，干了几个月就走
了，而他没有放弃。
　　赵月芳在大山深处长大，深知这里的乡亲们
离不开邮路，这是乡亲们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途径。

“我把报纸、信件、包裹送给乡亲们，他们都特别高
兴。他们热情地给我做面，给我烧水，留我吃饭，我
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赵月芳说。
　　在山区生活的百姓，不仅离县城远，村与村之
间也隔着大山。购买生活用品、购买农资、登记信
息、存钱取钱等一度都是难题。送件的路上，只要
有村民提起，赵月芳总是有求必应。
　　作为当地唯一的乡邮员，这些年来，赵月芳不
知磨破了多少双鞋、摔了多少跟头，但经他手送出
的报刊、信件、包裹，没有一份丢失或损坏。
　　 2012 年夏天，全长 67 公里的太行山大峡谷旅
游循环公路南线工程竣工通车。旅游循环公路东起
壶关县桥上乡，路经鹅屋乡，西至壶关县树掌镇，“村
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的鹅屋百姓迎来了新生活。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送件的邮车能直接开到
鹅屋邮政所，赵月芳再也不用沿着“猫路”下山了，
当地邮政部门还为赵月芳配备了新的送件工
具——— 邮政摩托车。
　　大路通了，交通方便了，2021 年，鹅屋乡和
桥上乡正式合并成大峡谷镇。壮美的山乡风光吸
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不少村民借机办起
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山里的人多了，邮件也更多了，赵月芳越发
忙碌。
　　“村民们采购东西大多都是通过网络，现在一
天的邮件比以前一个月还多。原来邮包里装的多是
信件、报刊……现在旅游公路通了，村民们在网上
购买吃的、喝的、用的，邮件的种类越来越多。”赵月
芳感慨地说。
　　 2015 年，赵月芳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他很是欣慰，这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把装得满满的邮包放上摩托车，他又要出发
了。太行山风光秀丽，赵月芳却无暇观赏。“乡亲们
都在等着，一刻也耽误不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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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拉萨 8 月 2 日电（记者陈尚才、吕
秋平）记者从 2 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西藏”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一步铸牢，生态环境持续优良，祖国西南边陲和
谐安宁。364 万多西藏儿女正携手奋进，建设团
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考察，多次对西藏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王君正介绍，西藏坚持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加快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创建，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 年
710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 2080 亿元，年
均增长 9.5% ，清洁能源、高新数字、文化
旅游等“七大产业”快速发展。这 10 年，西
藏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近 2 倍、达 到
16935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5 倍、达到 46503 元；15 年公费教育全面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 左右，
教育、医疗“组团式”援藏工作不断深化，人
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72.19 岁。
　　西藏加快推进民族团结模范区创建。这
10 年，西藏立法保障民族团结，出台实施《西
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不
断构筑民族团结工作创新和保障体系，涌现
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40 个、模范
个人 189 个，拉萨等 5 地市创建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地市。
　　这 10 年，西藏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全区 50.6% 的区域划入最严
格的保护范围，现有 1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47% 以上，地级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9% 以上，生态
环境保持良好。同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取得
新成效，624 个边境小康村全面建成，边境地
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
　　“这 10 年，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
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边防巩固、人民
安居乐业。”自治区主席严金海说，站在新征
程上，西藏将聚焦新目标任务，建设美丽幸福
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西藏：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 国 这 十 年 · 系 列 主 题 新 闻 发 布

　　新华社南昌 8 月 2 日电（记者郭杰文）
近日，江西多地发布高温预警。天气炎热，环
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员等劳动者仍坚守岗
位。高温下“逆行”的他们，户外工作时间如何
安排？防暑降温措施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
探访。
　　 8 月 2 日清晨，南昌城区环卫工人陶苏
珍手持大扫把，仔细把散落在地面上的枯枝
落叶扫拢成一个“小山丘”。
　　“现在我们从早上 4 点半开始，到早上 7
点提前完成一遍大规模清扫。”陶苏珍说，为
应对高温天气，公司安排环卫工人避开正午
错时清扫，并按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足额发
放高温补贴。“虽然天热，也辛苦，但看到路面
干净卫生，心里很满足。”陶苏珍说。
　　记者在南昌街头走访看到，沿街多家店
铺贴出标语，表示可供环卫工人临时纳凉，并
为他们免费提供饮用水和必要帮助。
　　为保障高温季节劳动者合法权益，江西
近日下发《关于做好高温季节劳动权益保障
有关工作的通知》，加强对建筑工人、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等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关心
爱护，指导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相关劳动保护
措施，合力为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上午 10 时，在江西省新余市一处棚改
项目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卢礼军正在工棚中
切割物料。项目施工方安排错时施工，早上从
6 点半工作到 10 点半，下午 3 点之后再开
工。“如果是正午时分，搬运物料时戴着劳保
手套都觉得烫手。”他说。
　　记者了解到，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合行业工会筹资 2 万余元，购置防暑降温
用品发放给工人，并要求项目责任单位科学
合 理 安 排 工 人 工 作 时 间 ，积 极 落 实 防 暑
举措。
　　临近中午，外卖员熊伟将电动车停在南
昌城区一家连锁餐饮店门口，趁着等餐时间，
端起水杯咕噜喝下一大半。“这是淡盐水，夏
天温度高、出汗量大，必须及时补充水分，不
然容易中暑。”说话间，几滴汗水从熊伟头盔
两侧的绑带滑落。
　　记者跟随熊伟送餐途中看到，很多商家

都会请外卖员进店等候取餐，并为外卖员
提供饮用水。在外卖员休息驿站，工作人员
还为外卖员提供西瓜、柠檬茶等水果和饮
品，并准备了防暑用品。
　　熊伟说，中午 11 点到下午 1 点是送
餐高峰期，派送单量占全天派送量的近一
半，最多时手上同时有 10 单要送。“有的
小区电动车不能进，就得连走带跑送进去，
最担心遇到没有电梯的小区，需要爬楼梯
送上去。”熊伟说，自己通常多带一件工作
服，身上的衣服湿透后再换一件。
　　骄阳似火，建设者们步履不停，他们的
默默付出，让城市的运转井然有序。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局了解到，短期内
江西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专家建议，劳动者
要注意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热射病等危及
健康的情况发生。用人单位也要合理安排
员工工作时间，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
劳动者休息时间，并通过减轻劳动强度、减
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全力保障劳
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江西：高温下，合力撑起“遮阳伞”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邹大鹏、魏弘毅）一
场急雨，午后闷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
建设村来了一群驻村书记，他们一个个晒得面
庞黝黑、满身泥土气，来此商量驻村产业联盟如
何高质量撬动乡村产业振兴。
　　依安地处松嫩平原，有“中国白鹅之乡”之
称。黑龙江省教育厅驻建设村第一书记蹇木庆，
刚走访完脱贫户，撩起衣襟擦着额头的汗珠，活
脱脱一个庄稼把式。
　　“咱们驻村产业联盟要抱准县域经济大腿，
鹅产业是带动乡亲们增收的快车。”他的开场白
简单直接。今年 5 月正式成立的驻村产业联盟
由来自省、市、县的 8 名驻村第一书记自发组
成，根据各自村的产业基础，通过资源共享、产
业共建形成规模效应。
　 “有的农户担心价格坐过山车，尤其怕外地
鹅贩垄断压价。”建设村党支部书记尚国庆有些
担忧。建设村多年前吃过亏，散养奶牛成规模后

奶质不过关，加上县域乳品企业自建牧场，
村民纷纷把上万元的奶牛当肉牛含泪甩卖。
　　“咱们驻村产业联盟就是要破解这类
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难点，仅靠一村一地是
没有市场议价能力的。”黑龙江省地震局
驻依安县利民村第一书记杨文东接过话
茬儿，指了指现场几位驻村书记，大伙儿
跟着点头。去年他们经常凌晨驾车满载笨
鹅奔回城市送货、赶展会，几个村的大鹅
合作社都没少赚钱。
　　电商是哈尔滨商业大学驻依安县太
民村第一书记章刘成找的“门路”，驻村第
一书记们直接把各自村的产品，“嫁接”到
他的电商平台和品牌。太民村是依安县电
商示范村，依托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学院
技术团队支持，去年成立了村农食品有限
公司和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加工
销售豆粉、鲜食玉米等特色农产品，同时

帮各村销售地产笨鹅、笨鸡等养殖产品，销售
额达 200 多万元。
　　太民村一家养鹅合作社里，淡黄色的鹅
苗挤成一片。太民村党支部书记任延辉说，村
里有大型养鹅合作社 3 个，驻村产业联盟既
帮着对接鹅制品加工企业，也拓展电商销售
渠道，破解了产和销的问题。
　　 70 岁的太民村农民刘琴，握着自家院
里一人多高的玉米秆告诉记者，驻村产业联
盟给的订单价格是 6 毛多一穗，这个鲜食玉
米比普通玉米能多赚一倍。“过去每个驻村书
记是‘单打独斗’，盯着自己村里的一亩三分
地，生产的产品少、加工企业吃不饱，特色产
业很难强起来。”齐齐哈尔市教育局驻依安县
文合村第一书记田继红说，驻村产业联盟是
大家一起进行市场调研、规避风险、利润共
享，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蹇木庆是驻村产业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他说，选准一个适合的乡村产业既要有“强
人”带领，也要有市场“打磨”，更要把“天线”
和“地气”连在一起。刚驻村，他就开写“驻村
生活”公众号，无论是如何深度开发“原字
号”、多为农民“造饭碗”，还是如何为基层农
村减压减负，这些记录和思考引发了驻村书
记们的共鸣，驻村产业联盟由此成立。
　　近年来，依安县形成了种、繁、养、加、销

“鹅产业”全产业链，万只以上的养鹅大户 39
户，鹅年饲养量达到 300 万只，屠宰加工能力
1000 万只，带动全县农民增收 6000 万元。
　　夜晚，记者借宿在村里，正好赶上电路改
造，村里停电，场院里点上了一盏应急灯。蹇
木庆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驻
村产业联盟就像这盏灯，要在关键时刻发光。
联盟中有的驻村书记已快到任期，虽人将走，
但心却留在了村里，关于乡村振兴的“答卷”
还在继续。

驻村第一书记“联盟”巧解乡村振兴密码

  ▲拼版照片：上图为 2022 年 7 月 13 日，赵月
芳骑行在送件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下图为 2011 年 11 月 2 日，赵月芳行走在“猫
路”上。         新华社发（范敏达摄）

爱 心 驿 站 送 清 凉
  ▲近日，在湖州市爱山街道家园志愿广场，志愿者为一名保洁员提供茶饮。为应对连续高
温天气，浙江省湖州市在核心商圈设立 10 余个爱心驿站，供户外工作者和群众避暑纳凉，并在
驿站提供多项便民服务，为炎热夏季带来清凉。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上接 1版）自主设计研发的刀片电池通过
安全性要求苛刻的针刺测试，今年上半年产值
34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 68% ，下半年订单已
排满。这是疫情影响下，投产刚满 1 年的贵阳
弗迪电池有限公司的成绩单。
　　“智能化工厂功不可没。”公司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公司生产线上配料、涂布、辊压、叠
片等关键工序，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通过“千企改造”“万企融合”“企业上云”等
专项行动，贵州累计推动 2.3 万余户企业上云用
云，超 8000 户实体企业与大数据进行了深度融
合，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
正成为贵州后发赶超的新动能。
　　 2021 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9 万亿元，
较 2011 年增加近 2.5 倍，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均较 2011 年增加 1 倍以上。

  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2 月在贵州考察调研
时强调，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
竞争优势。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
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渔船变游船，打鱼变治污，江水变清了，路
子变宽了。”60 岁的尤荣利是毕节市黔西市新
仁苗族乡化屋村村民，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
家以打鱼为生。近年来，地处乌江上游的化屋村
全面取缔网箱养殖，尤荣利和家人成立黔西市
画廊航务有限公司经营游船，找到了新出路。
　　尤荣利的转变是近年来乌江治理的一个缩
影。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省
第一大河。由于工业企业经营粗放、网箱养殖超
载、两岸污水处理滞后等原因，乌江曾一度成为

“污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整治沿岸磷化工污染，
全面禁渔，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2021 年，乌江
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流域水质总体为“优”。
　　 10 年来，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之
一，贵州开展了生态空间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水生态
补偿等探索，相继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等近 50 部法规。2021 年，贵州森林覆盖率达
62.12%，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98% 以
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
　　在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30 多年间村民接
续奋斗，植出万亩林海，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5%
增至 77%。今年 4 月，海雀村获得贵州省首张集
体林碳票，涉及林地面积 7346.5 亩。按近几年碳
汇交易较低的平均单价 30 元/吨计算，这张碳票
预计可实现碳交易价值约 104 万元。10 年来，贵
州既用真金白银植“绿”，也用切实有效的制度创
新护“绿”，可分享的“绿色红利”不断积累，群众
获得感不断增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贵州坚持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打造西部大开发综
合改革示范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
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