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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8%
保持恢复态势

●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古奥林匹亚成功点燃

●“2021年金秋招聘月”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10月 18日召开会议，
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
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
扬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
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
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
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
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认为决议稿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题鲜明、
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
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地
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
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
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
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
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

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
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赶
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
历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
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
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
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
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

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
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
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
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秋风吹过山野，金灿灿的稻穗随风摆动，空气
中弥散着稻谷清香。有人在农田里感受收获的喜
悦，有人在浅塘中体验摸鱼捉虾的乐趣，还有人围
在农家小院里享受着最地道的山间美食……

这里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
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喜欢沿
村道漫步；听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老人脸上
流露出灿烂笑容……团结村的变化，要归功于
远处悬崖峭壁上的一条水渠——那是黄大发
和老乡们整整 36年奋斗的成果。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谷
沙，过年才有米汤喝。”地处喀斯特山区，团结村
常年缺水，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

1935年，黄大发就出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上。父母离世早，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穷就
穷在缺水上，一定要把水引来，让大家喝上干净
水、吃上白米饭。”1958年，黄大发被推选为草王
坝大队大队长。他立志要为草王坝引来水、修通
路、接通电，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数公里外的邻村水源充沛，可两村之间有高
山横亘，要引水就得开山修渠。上世纪 60年代
起，在黄大发的带领下，村民们攀岩走壁，用钢钎
撬、用铁锤砸，然而由于修渠技术落后，修修补补
10多年，水还是流不进草王坝。

“一年修不成，修两年；两年修不成，修三
年。哪怕我拼尽全力，也要干成！”1990年草王坝
村遭遇大旱，不少村民颗粒无收。黄大发心急如
焚，赶了两天山路跑到县水利局为修渠争取立
项。1992年春，黄大发带领200多名村民浩浩荡
荡奔赴工地，引水工程再次动工。

1995年，一条总长 9400米的水渠绕三重大
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悬崖全线贯通，草王坝彻
底告别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这条水渠，被村
民们亲切地称为“大发渠”。通水后，黄大发马不
停蹄实施“坡改梯”。村里的稻田种植面积从240
亩增加到 720亩，老乡们从此不再为吃饭发愁。
随后他又趁热打铁，带领村民修通4公里的通村
公路，让村里通了电、建起了学校。

“大发渠”的修通解决了村里的吃饭问题，但
受制于交通闭塞、资源匮乏，草王坝发展后劲不
足，成了省级贫困村。“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我还要继续奋斗，带富家
乡的乡亲。”2004年退休后，黄大发继续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发挥余热。

昔日的草王坝，如今已更名团结村。近年来，在黄大发的精神感召下，
村里发展起中药材、有机稻米、有机高粱、精品水果，养起了肉牛、生态猪和
蜜蜂，并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从建档立卡时 31.6%的贫困发生
率，到2019年底顺利脱贫出列，再到去年底人均纯收入达到11853元，如今
的团结村，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铺展……

带领村民们过上幸福日子，黄大发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国道
德模范”“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等称号。建党百年之际，他被中共
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前不久，仁怀至遵义高速公路大发渠特大桥主拱顺利合龙，大桥宛如
一道美丽的彩虹，与悬挂山间的大发渠交相辉映。“我的愿望都实现了，相
信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有奔头！”黄大发兴奋地说，等明年高速公路通车，
从遵义市区到团结村的时间将由原先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村里发展定
会更上一层楼。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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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100米的班竹镇地处正
安县的东北部，而上坝村则在班
竹镇的北面，海拔有1400多米。

“红籽堡上，风餐露宿。土墙
茅屋，难挡风霜。种田喂猪，犁土
开荒……”这是上世纪60年代末，
知青在上坝的茅房墙上留下的打
油诗。而今的上坝村，高山特色
农业欣欣向荣：坝区种植蔬菜，山
林间种植天麻，山地间种植烤烟。

即将进入冬季，上坝村烤烟
种植大户王昌模卖完烤烟后一直
没闲着，他准备利用冬季翻犁土
地。从 2012年起，王昌模和村里
3个种植大户分别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烤烟，每季 20多个村民在
他们的基地务工，每天按100元到
200元劳务费付给村民。

“今年我种植的烤烟，除开各
项投入，纯收入有 20多万元。”王
昌模说。

2016 年，在上坝成立贵州

阿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重庆人刘奕认为，贵州山区最
大的优势就是土地无污染，而
上坝村是高山特色蔬菜种植最
理想的地方：坝区土地肥沃，阳
光充足。

刘奕说，五年前，由于基础设
施条件不够完善，从事绿色蔬菜
种植没有找到多少钱。但她和
丈夫没有轻言放弃，多方筹集资
金，购买大型农机具。随着上坝
坝区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目前，
该公司流转了 500多亩土地，蔬
菜种植的各环节承包给村民，村
民除每亩地收到流转费外，每季
每人每亩可实现务工纯收入 2000
多元。

走进阿绿公司的高山绿宝
花菜示范点，刘奕说，这种花菜
已试种 3年，它最大的优势是可
耐寒至零下 50C，明年 4月就能上
市销售。

中药材种植大户唐文照是
土生土长的上坝人，在上坝的山
林间编织了他的中药材种植梦。
2007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食
品加工专业的唐文照，带着妻子
回到家乡，2013年开始以野生天
麻为母本，从铜仁市德江县引进
优质天麻品种作为父本进行杂交
繁殖，2015年取得成功。目前，唐
文照种植的 200亩天麻每亩产值
达1.7万元。去年，他用50万元引
进天麻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的天
麻粉远销江浙地区。在他的带动

下，当地 200多户村民种植天麻。
现在的上坝山林间，种植的中药
材品种还有黄精、白芨、杜鹃兰
等，中药材种植成为上坝村民又
一增收渠道。

上坝村党支部书记陈旭告诉
记者，如今，上坝村农业基础设施
条件进一步完善，已种植烤烟
2000多亩、中药材500多亩。阿绿
公司在上坝的科技探索，如越冬
花菜试种、秸秆有机发酵菌肥等
项目的实施，为上坝绿色农业发
展开辟了新路。

正安县班竹镇上坝村

高山特色农业欣欣向荣
本报记者 樊明富

本报讯 （记者 郑易）“空
心菜 0.99 元/斤,螺丝椒 1.99 元/斤,
本地胡萝卜 1.99元/斤……在红花
岗区时代天街岛内价超市的“遵惠
民”平价肉菜专柜上，这些低于市场
价的蔬菜，每天都会吸引不少市民
前往购买。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充
分发挥“菜篮子”工程便民、利民、
惠民作用，今年 7月，我市结合实
际出台了《“遵惠民”平价肉菜专柜
（店）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先期在
红花岗区、汇川区、习水县开展试
点工作。截至目前，已在红花岗
区、汇川区、习水县共设立“遵惠
民”平价肉菜专柜 33对（肉柜、菜
柜各一），平均每天为周边群众提
供 2600 斤平价肉和 5000 斤平价
菜，日均惠及群众2500人次左右。

在红花岗区，该区商务局选
择了 10 家超市作为第一批试点
门店，超市的专柜每天都会挑选
4 到 5 种蔬菜，同时按照要求每
天销售两个部位的平价猪肉。

“五花肉 9.9 元/斤，前后腿肉
8.58元/斤，进价就是销售价。”据时

代天街岛内价超市行政经理杨彪
介绍，超市自 8月份推行“遵惠民”
平价肉菜专柜以来，每天拿出3到5
种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蔬果惠及市
民，每天销售在170斤左右。肉类平
均单价为 9.78元/斤，已销售 6700
斤，目前销售总额近7万元。

汇川区共设 10对“遵惠民”平
价肉菜专柜，累计销售平价肉、菜
2.4吨，销售金额 12万余元，惠及群
众7000余人。

习水县完成 10家超市的布点,
均完成了建设并正式运行。

据市商务局内贸科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遵惠民”平价肉菜专
柜将扩大到全市各县（市、区），在
年底前全市将设立 120对，惠及更
多群众。

全市“遵惠民”平价肉菜专柜
已建成33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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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稻香四溢，贵州遵
义的乡村大地一片丰收景象。在
湄潭县永兴镇金灿灿的稻田里，种
粮大户高方平和收割机手算着今
年的收成；在桐梓县官仓镇农家小
院里，村民正娴熟地给梨子打包；
在绥阳县虹桥社区辣椒基地里，70
多岁的周大娘一边摘辣椒，一边和
旁边的椒农唠着家常……此起彼
伏的欢笑声在收获的田野中回响，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正成为黔
北农民的生活写照。

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背靠苍翠的大山，面朝丰收的
果园，桐梓县官仓镇一家叫“聚仙
阁”的乡村旅馆里，4名重庆旅客
正在剥玉米，有说有笑，十分惬
意。院子一旁的长廊里，有人正在
钓鱼，微风吹过水面，碧波荡漾。

旅馆老板朱成江是本地人，
2012年开始着手建乡村旅馆。“不
少旅客在今年回家之前，就把下一
年的定金交了。”朱成江说。

“聚仙阁”只是桐梓众多乡村
旅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桐梓
县积极转变思路，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打造特色乡村旅馆，不仅让
乡村闲置的房屋重新焕发生机，
还为当地乡村带来了人气和财

气。据统计，桐梓现有乡村旅馆
1917家、乡村旅馆床位数 8万多
张。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量达 643.3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达63.79亿元。

乡村美起来，旅游旺起来。鸟
鸣声声，茶园青翠，湄潭县金花村
的“七彩部落”成热门旅游“打卡
地”。

“七彩部落”原名大清沟，是金
花村的一个村民组，距县城 10公
里，现有农户73户274人。“之前因
为交通条件差，产业也没有特色，
我们村特别贫困落后。”金花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总经理刘建顺告诉
记者。

近年来，大清沟组围绕脱贫攻
坚任务，依托资源禀赋，以茶旅融
合发展为抓手，采取统一规划打
造、统一资源整合、统一运营管理、
统一股份分红和政府兜底基础设
施建设的“四统一、一兜底”方式，
探索建立“人人是股东，户户能分
红”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
制，打造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
套、环境宜人的“七彩部落”，走出
了一条“产业兴、村寨美、村民富”
的茶旅一体化发展路子。

“这里的村民有着多重身份。
从普通农民，到后来因茶产业发展

变身为茶农，最后跟着组织发展旅
游又升级为股东，现如今，景区里
个个都是小老板，家家都是个体
户。足不出户把钱赚，不再是天方
夜谭。”刘建顺说。

社会治理优化农民生活

“联户长，小区附近的工地噪
音大影响休息，请你帮忙反映一
下”“联户长，我家孩子一个人在
家，请你帮我去看一下”……在绥
阳县蒲场镇宜安社区，联户长张
君海深受居民喜爱。每天，他都
在自己这栋楼里穿行，为居民忙
里忙外。

2008年，蒲场镇成立全县首
个“移民社区”——宜安社区。
2014年，多地生态移民搬迁至此，
社区再添“新成员”，现有 833户
4060人。

为了给搬迁群众创造一个好
的生活环境，宜安社区按照城市社
区网格管理模式，将社区分成若干
单元，建立“网格长＋网络员＋联
户长”工作机制，其中末梢的服务
员就是联户长。他们走家串户宣
传讲解政策法规，将家庭矛盾纠纷
化解于无形，增进了邻里和睦。

“联户长在社区治理中作用很
大，他们承担着政策法规宣传、抢

险救灾组织发动、治安信息收集、
邻里纠纷调解、移风易俗等工作。”
风华镇虹桥社区负责人娄伦飞介
绍，虹桥社区是绥阳县安置规模最
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3年
前，8010名易地搬迁群众陆续从
大山搬进新城，住进新房，谋了新
业，奔向小康新生活。

“村路宽敞，村子整洁，鲜花遍
布，看着舒心，住着舒服！”桐梓县
大河镇七二村村民晚饭后经常在
村里散步。“遇事找法、办事依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等
标语在七二村随处可见。

七二村党支部书记方勇介绍，
2006年以前，全村一半以上人口
受过刑事处罚，当时的七二村是许
多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2006年以来，七二村采取支
部引领、党员帮带、民主自治的方
式开始带领村民学法、尊法、守法、
用法，逐渐将法治的种子埋在村民
心中。

从以前一半以上人口有犯罪
前科到如今零违法、零犯罪、零事
故、零上访，七二村不仅彻底撕掉
了贫困、落后、犯罪的标签，更摇身
一变，成了人人知法守法的法治示
范村。

（下转三版）

火红的日子 幸福的笑脸
——贵州遵义走上“产业兴、村寨美、村民富”发展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