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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阿佤山，村村寨寨美如
画，各族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越走越宽阔。

边疆人民心向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你们都是老支书，长期在边境地
区工作生活，更懂得边民富、边疆
稳的意义。”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班洪
乡、班老乡 9 个边境村的三翁、三
贵、俄松、三木嘎、尼红、赛金、岩
翁、岩团、三木水、岩板 10 名老支
书，他们中有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有人任职
长达30余年。

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万斤
靠舵人。在阿佤山巨变背后，这
些老支书和长期扎根边疆的党员
干部是带领群众守边固边、脱贫
致富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领头雁。

上世纪八十年代，岩翁就担任
班洪乡班洪村党支部书记，直到
2016年才退下来。其间，以他为代
表的党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领着
群众修路、通水、干产业，不断推动
山乡发展。

2016年，38岁的赛茸接过岩翁
的“接力棒”，担任班洪村党支部书
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谋
划如何让下班坝组的 29户建档立
卡户脱贫。

在上级党委政府支持下，赛茸
带领群众发力乡村旅游，在下班坝
组建设栈道、观景台等设施，打造
庭院微景观，开办全乡第一个蜂蜜
加工厂，农户住的、种的、养的都成
了风景，乡村发展有了旺盛的生命
力。2019年，下班坝组29户贫困户
顺利脱贫。

2019年，班洪村还成立乡村旅
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年旅游综合
收入达230万元。不久前，该村296
户农户作为入股股东，拿到了合作
社的30余万元现金分红。

“我今年分红拿了 1000多元。
村支书带好头，我们的日子比蜜
甜！”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村民
杨文新说。

近年来，沧源以党建统领经济
发展、产业建设、强边固防、民族团
结等各项工作，奏响群众生活的幸
福乐章。

在中缅边境的芒卡镇白岩村，
界务员周国文 50年如一日守边护
边，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用
坚守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
国家的无限忠诚。

在单甲乡安也村，受东航集
团委派到安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的梅艺宝以加强支部建设为发
力点，在一年内将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从 3 万元增加到 200 万
元以上。

从“沿边小康村”“美丽乡村”
到“美丽县城”建设……阿佤山旧
貌换新颜，成为“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写照。
现场聆听总书记回信后，岩翁

说：“我们很高兴，也很激动，请总
书记、党中央放心，我们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搞好民族团结，搞好边
疆建设，守好我们的国土。”

绘就阿佤山新画卷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

阿佤唱新歌……”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一首反映佤族人民在共产党领
导下获得新生、当家做主的《阿佤
人民唱新歌》，火遍大江南北。

从告别原始社会生活，到整族
摆脱贫困、实现第二次“千年跨
越”，阿佤山巨变再一次折射党心
民心聚力之伟。

“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
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
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
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正
汇聚起实干苦干的磅礴力量。

走进阿佤山，到处是洁净美丽
的村庄，到处是干部群众大干产业
的身影，到处是加速建设美丽家乡
的生动场面。

“今后我们要把产业做得兴兴
旺旺，把绿水青山保护好，把边境
线守得牢牢实实，把幸福生活过得
红红火火！”赛茸说。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下
班坝组，“班洪四大嫂”饭店分店
外墙上的标语格外醒目。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班洪饭店四位大嫂
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事迹在全国引起轰
动。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支
持下，“班洪四大嫂”饭店不仅恢
复运营，还开了多家分店，许多游
客慕名而来。

“脱贫攻坚对阿佤山最大的影

响之一，就是改变了贫困群众的思

想观念，激发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

信心与决心。沧源提前一年实现

脱贫摘帽就是例证。”沧源县县长

周平说。

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
一步，边民富方能边疆稳。

沧源将立足原生态佤族文化、

生态资源和沿边开放三大优势，实

施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绿色产业推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产业提升

等五大行动，积极探索边疆民族地

区可持续发展新路子。

沧源县佤族群众素有爱国守边

的光荣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71岁的班老乡下班老村老支书赛

金长期坚守在边境疫情防控一线。

“天气炎热、蚊虫叮咬都不算

什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把

边境的一草一木都守好，把爱党爱

国爱家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

去！”赛金说。

新征程上，边疆各族儿女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力绘就阿

佤山美丽新画卷！

国内新闻

灯塔盆地农高区（示范区）“打造生态河源主战场、乡村振兴主引擎”系列报道十四

近日，市灯塔盆地农高区管
委会主任许西湖带领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深入农高区产业项目建
设一线现场办公，听取企业负责
人情况汇报，现场解决重点产业
项目落地堵点、难点问题，强调要
坚持结果导向，以实绩论英雄，干
字当头、实字当先、严字为底，以
创业的精神面貌、实干担当的工
作作风，千方百计加快重点产业
项目落地建设，迅速掀起产业项
目建设新高度、新热潮。

许西湖一行先后到高品质茶
浓缩液及衍生茶产品生产项目和
广东华源康食药同源健康产业园
项目建设现场，调研首席服务员制
度落实情况，听取企业负责人项目
推进情况汇报，现场解决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据悉，高品质茶浓缩液及衍
生茶产品生产项目由东源县隆和
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重点发展茶叶、茶浓缩汁（可
衍生为速溶茶）等产品，总投资约

3 亿元，远期目标是年产 1 万吨高
品质茶浓缩液及衍生产品。广东
华源康食药同源健康产业园项目
由广东华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主要生产红曲酱酒及
刺梨、食用菌定向生物转化产品，
总投资约 4亿元，远期目标是年产
3000吨红曲酱酒及 1.2万吨刺梨、
食用菌定向生物转化产品。两个
项目建成后将带来超亿元的年税
收利益，增加就业岗位超 200 个，
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新增间接

效益约 50 亿元，推动灯塔盆地及
周边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全面示
范带动我市乡村振兴。

许西湖指出，今年以来，灯塔
盆地上下众志成城，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旱情影响和带来的多重
挑战，迎难而上，攻坚突破，上半年
各项开发建设情况得到了市委、市
政府的充分肯定。同时，我们要清
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
题，科学研判，积极应对，以更高标
准、更严要求，高质量高速度推进

创建国家农高区各项工作。
许西湖强调，要干字当头抓

落实。要突出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科学巧干的导向，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加大土地流转、征地拆
迁工作力度，尽快解决项目用地
问题，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动工、
早建成、早投产、早受益，加快打
造农高区产业高地。要实字当先
显担当。要严格落实首席服务员

“企业吹哨、服务报到”有关工作
要求，坚决防止调门高、落实少、

行动慢，第一时间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以项目建设落地为王，迅速
掀起产业项目建设新高度、新热
潮。要严字为底转作风。要绷紧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两根弦，把住

“不以权谋私”的底线要求，为农
高区谋发展，为群众谋幸福，以严
提神，以神聚力，营造上下同心、
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市灯塔盆地农高区管委会有
关领导韦锐辉、梁金伟、吴利民参
加调研活动。

市灯塔盆地农高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到重点产业项目现场办公强调

敢干快干实干掀起产业项目建设新热潮

扎钢筋、定模板……施工人员
忙碌有序，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机器
声、喇叭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场
面热火朝天，这就是 8月的市灯塔
盆地农高区项目建设现场，各个项
目落地、施工建设迅捷而高效，呈现
出繁忙的景象。挂图作战、压茬推
进，集中力量、集中攻坚。项目的全
力推进，离不开灯塔盆地这样一个
群体——首席服务员。

全程督办、主动跟进，依册对
表、限时办结，问题导向、无偿服务
是市灯塔盆地农高区首席服务员
制度的运行原则。根据制度规定，
在项目落地期间，首席服务员除要
协助企业办理从注册、投资立项、
用地审批、规划建设、施工许可直
至投产运营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
外，还要负责协调解决办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并向投资者提供政策

法律和政务信息咨询服务。首席
服务员制度自 6 月在市灯塔盆地
农高区全面推行以来，“企业吹哨、
服务报到”的贴心服务模式深受企
业欢迎，也为“百日大会战”活动强
化保障。市灯塔盆地农高区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曾多次赴项目现
场，对重点项目亲自研究、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落实，始终保持着高
昂的斗志和状态，确保“百日大会
战”活动交出高质量“答卷”。

据悉，市灯塔盆地农高区实
施首席服务员制度，极大增进了
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支持与合作，打通了制约项目落
地的政企之间与职能部门之间的

“壁垒”。特别是部门的主动合
作，使政府职能真正实现了无缝
隙、无死角，对项目一些超常规的
需求也能得到及时响应。

■图为粤赣高速顺天互通立交施工现场，如今的市灯塔盆地农高区处处
展示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的景象。

市灯塔盆地农高区全力推行首席服务员制度

让“首席服务”变成企业发展“加速度”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先龙率队到灯塔盆地，就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河源科技“融深”“融湾”
有关工作开展调研。

徐先龙强调，要聚焦培育生
态养殖、蓝莓、油茶、粮食、南药与
花卉苗木等超百亿农业产业集
群，大力引进农业研发企业、头部
企业、领军企业，加大农业科技研
发力度，把灯塔盆地打造成保障
粮食安全、优质农产品“融深”“融
湾”重要供应基地。

徐先龙强调，要加快创建
国家农高区。布局建设一批高
水平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引育
一批国际一流研发机构、孵化

载体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加
快补齐创建国家农高区的短板
弱项。要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
化。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和服务
资源，推动河源良好的农业产
业基础和粤港澳大湾区雄厚的
科教优势资源紧密结合，促进

“双区“农业科技成果在农高区
内落地和转化。要加大农业领
域关键技术攻关。围绕新品种
繁育、生物技术、生态养殖、冷
链物流、智能农业装备等开展
技术创新，为高品质农产品生
产提供技术支撑，为河源科技

“融深”“融湾”注入强大动力。
市灯塔盆地农高区管委会主

任许西湖参加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灯塔盆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策划：范建国李成东
■组稿：本报记者刘昕特约记者欧阳健
■供图：市灯塔盆地农高区

奋力绘就阿佤山美丽新画卷

○新华社深圳 8月 22日电
“‘十四五’规划纲要不仅是国家未
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
动纲领，更为我们香港青年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和实现创业就业梦想，
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谈到

“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深圳创业的
香港青年刁怡峰感受颇深。

与大多数香港青年不同，26
岁的刁怡峰瞄准了内地“三农”领
域的机遇。他创立的文化品牌传
播公司致力于在广东农村一线，通
过做强包装设计、品牌重塑及电
商、短视频、直播引流等，发掘特色
优质农产品，赋能“三农”发展。

“现在国家已实现全面脱
贫，并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阶段，‘三农’领域的机遇很
多，我们香港青年也可以大有作
为。”刁怡峰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东省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农产
品滞销，当地农户和政府部门都
很着急。刁怡峰的创业团队对接
当地政府，以打造爆款产品为目
标，走进橘园、茶园、番薯地，制作
短视频推广当地农产品。

在一个短视频中，一个切开
的橘子被用力一捏，慢镜头下，晶
莹剔透的橘汁四溅。这个没有一
句台词、不到10秒钟的短视频在
各大平台迅速传播。“仅凭这个短
视频，当天就卖了 4 万斤橘子。
第二天，橘子全部卖完，供不应
求。”刁怡峰成就感满满地说。

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与
国家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
的发展也给香港青年创业就业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自“十一五”规划纲要将香港
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其后
每次五年规划纲要中，香港所占
篇幅都明显增加。“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了诸多关于“高质量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目标，并
提及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便利港澳青年到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
记者采访发现，“十四五”

规划纲要受到在深港青的广泛
关注，他们也从中看到多元发
展出路。

24 岁的香港青年叶婧怡与
合伙人成立了深圳市牡蛎文化
有限公司，并于今年正式入驻
深圳北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
心，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文化活
动及场馆的策划、落地，以及青
年文化品牌的零售。

在深圳北站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中心，叶婧怡不仅能享受到房
租和物业管理费两年全免，还可
获得入驻补贴、优秀人才生活补
贴等各项补贴。“规划纲要提到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而这正是
我们想做的，我们希望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发掘和
发展中国文化产品，并推向海内
外市场。”叶婧怡说。

香港青年邓家豪的创业项
目专注于教育领域，致力于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学生及青年在粤
港澳大湾区内升学进修提供方
便与支持。他表示，积极了解国
家大计，全力于自己所处领域为
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是所有
中国青年的责任。

“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宪法和
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
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我想
促进深港教育一体化与两地文化
交流正是我们团队未来在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的使命。”邓家豪说。

香港青年李恩辉从事会计行
业超过 15年，由于工作关系，一
直在内地不同城市奔走。“规划纲
要指出要深化并扩大内地与港澳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我们看到内
地市场对专业服务有庞大需求，
这是我们香港会计界的一个重大
发展机遇。我也鼓励香港年轻会
计师，面对粤港澳大湾区机遇不
应自我设限，应更积极融入其
中。”他说。

湾区创业空间大

在深港青谈
“十四五”规划

今年暑假，在桂黔交界的
乌英苗寨，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
成的青年志愿者团队，带着当地
小学生一起管护树苗、学习非遗
文化、为博物馆收集旧农具等，
度过别样而充实的暑假。

乌英苗寨跨越贵州广西两

省区，地处偏远山区，曾是脱贫
攻坚“硬骨头”。2020 年，乌英
苗寨实现整体脱贫。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给苗寨带来巨大变
化，学生们的暑假生活也更加
丰富多彩。

新华社 发

脱贫后的
暑假生活

■8月21日，高中生吴良缘（左）和弟弟在锯竹子，准备做竹篱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