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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公 告
现 陈 洪 学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5212319880121401X） 的 车 辆 桂 BH5718、 桂

BV9929、桂B77733、桂BD7266、桂BY7399与我公司挂靠经营合同已于2024年1
月21日期限届满，合同终止，相关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自2024年1月21日起，
上述车辆与我公司没有挂靠关系。

特此公告
广西林森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招租信息
我公司位于桂柳路80号莲花山庄酒店，有部

分室内场地出租，可以用做商业经营，欢迎实地考
察洽谈，详情请来电咨询。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577632636

柳州碧水莲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3月 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
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在了解到江苏苏州永联村追求共同富裕
的新进展后，习近平总书记欣然地说：“走
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你们是先行者，
要把这个路子蹚出来。要继续推进共同富
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从江南到塞北，从革命老区到开
放前沿，一个个村庄找准切口、因地制宜，
努力蹚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一个千亿村的新追求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都富裕”

——习近平

三月春风，吹开新绿。走进江苏苏州永
联村，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嫩柳掩映；
小桥流水，流淌着江南水乡的韵味。

60多岁的陈云娣和老姐妹们走进乡镇影
院，轻车熟路打开手机上的永联一点通
App，扫码、兑换。免费看电影、1分钱喝咖
啡、文体馆运动健身 100元包年……通过争
做好人好事积攒“永联分”兑换福利，已是
村民们的日常。

由长江滩涂围垦而来的永联村，曾是当
地最穷的村。穷则思变，20 世纪 80 年代，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个滩涂村从“以粮
为纲”到“以工兴村”，村办轧钢厂一步步
成长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永钢集团。
1998年、2000年永钢集团两次转制，给村集
体留下25%的股份，也给村民们种下了一棵

“摇钱树”。
2005年，从部队退役后的吴惠芳回乡担

任村党委书记，带着乡亲们继续奋斗。规划
建设交通道路，安置住房，建设现代化的农
贸市场、商业街区、医院、学校……短短几
年，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永
联小镇”建成。

不过吴惠芳很快发现，村里条件好了，
但是酗酒赌博现象、邻里矛盾纠纷不断……

“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这也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吴惠芳说，“当时就想，看来除了
让村民们钱包鼓、生活好，还得有点新追
求。”

村里一边设“文明家庭奖”鼓励先进、
激励后进，一边从小事抓起涵养文化、开阔
眼界。建设农民休闲公园、图书馆、社区服
务中心等，并免费向村民开放；邀请国内外
一流文化团体来此演出，组建多支舞龙队、
腰鼓队等群众文化队伍；成立社会文明建设联
合会，从公厕文明、祭祀文明、交通文明等入
手，点滴培养文明意识；建成数字生活馆、数
字永联课堂等，让村民跟上时代的步伐……

2023 年，永联村的工农业总收入 1616
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3.35亿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 7.3万元。与此同时，永联村连续
六届获评“全国文明村”，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也更加富足。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形态是什么样
子？”吴惠芳感慨地说，“实现物质富裕只答
了半道题，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精
神富足的答卷也答好。”

从“干沙滩”到“金沙滩”
“我们要搞共同富裕，先富带

后富，把后富的往前推一把”
——习近平

“我管理的19个棚前两天刚摘了4万多
斤辣椒，这茬辣椒能摘到 7月份，接着再种
一茬番茄，一年赚将近 30 万元应该没问
题。”刘思胜笑着说。

惊蛰刚过，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
德村的红寺堡水发浩海现代农业产业园里，
辣椒进入采摘高峰期。

这个产业园是东西部协作项目，去年改
制后，家住附近光彩村的村民刘思胜从“打
工人”升级为“农业合伙人”。

“这个‘农业合伙人’可不是白叫的，
产业园从东部调配农资，还派来了技术人
员，我要负责管理。种出的蔬果卖到东部城
市去，我再和产业园利润分成。”他说，“去
年夏天3个月时间，5个棚就挣了5万元，我
马上追加到 19个棚。”产业园里像刘思胜一
样的“农业合伙人”有39个，管理着105个
农家大棚。

近年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东部先
进理念源源不断输入西部，从新兴领域延伸
到公共服务，助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提速。
截至2023年底，弘德村所在的红寺堡区仅设
施农业一项，已实现年带动农户5300余户增
收，带动务工 2.1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1.2
亿元以上。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居住着20多万来自西海固的移民
群众。在脱贫攻坚之初，红寺堡有40个贫困
村，贫困发生率33%。弘德村贫困发生率则
高达88%，人均年收入仅1800元。老刘回忆
起当年，“锅里缺粮、缸里缺水、身上没
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当年的“干沙滩”
已变成“金沙滩”。

如今，“金沙滩”上春光无限：超 10万
亩的酿酒葡萄园，枸杞、黄花菜、中药材和
肉牛、滩羊等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几乎没
有工业，到新能源、轻工纺织等现代工业不
断壮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9.8%；新民居整齐划一，水泥路四通八
达，傍晚的小广场欢声笑语，家门口就医、
上学能享受东部专家定期会诊和课程指
导……“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春光明媚，产业园里三层楼高的现代化
透明玻璃温室，矗立在连片的农业大棚中格
外显眼，未来感十足。远远看到里面工作人
员穿梭忙碌。

“这几天刚启动了生物实验室开始育
苗，以后种苗再不用从东部大老远运来，掌
握了这门技术就是留下了一支不走的技术团
队。”产业园负责人李琦说，“我们引进了
600多万元的无土栽培设备，今年 5月将投
产种植番茄，面向北上广市场。”

昔日脱贫样板，如今致富先行。1972
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到西海固考察时，曾
认为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如今，先富
带后富，共富路上的西海固正在开拓一方富
有活力的新天地。弘德村的变迁折射了全国
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发展，也是“干沙
滩”变成“金沙滩”历程的缩影。

“虽然是弱鸟，但我们也一样有先飞的
意识和行动。”刘思胜说，“今年打算加盖新
房，再学点技术、提升自己，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山海情》的续集。”

蒸蒸日上的“硒”望村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习近平

江西于都，晨曦微露。
“这片种的都是富硒大米、富硒菜籽

油、富硒蔬菜，我们村还有个别名叫‘硒’
望村。”梓山镇潭头村烈士后代孙观发指着
身后的富硒农田说。

不远处，乡村田野的油菜花竞相盛放，
现代化标准蔬菜大棚鳞次栉比，白墙黛瓦、
绿树成荫，景观亭点缀其间……

这充满希望的美丽图景来之不易。就在
几年前，作为赣南老区的红军村，当地还流
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梓山潭头，吃苦两
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禾
桶一上楼，无米下锅头。”

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潭头村一直
把发展的关键放在特色产业上，通过走“产
业富民、旅游兴村”的路子实现旧貌换新
颜。“我们村交通便利，还拥有 6000余亩富
硒土地，红色资源也很丰富，这些都是村子
发展的宝贵财富。”潭头村村委会副主任刘
锦华说。

为做大做强富硒产业，于都县引进龙头
企业深圳茂雄集团，采取“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户参与
产业发展，龙头企业不仅带来现代化的种植
技术，还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蔬菜远销粤港
澳大湾区。

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潭头村
“两委”又牵头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吸纳村
民入股合作经营，开发富硒餐饮、红色旅
游、乡村民宿、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每年
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

以文化、富硒产业等为依托发展富民产
业，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整治村容村
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

当地打出乡村振兴“组合拳”，努力让
老区成为创业致富的广阔天地，吸引越来越
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就业。

刚过完龙年春节，40岁出头的刘伟军和
妻子的服装厂正式在潭头村开业。他们在广
东打工时，积累了丰富的纺织服装管理经
验。

“我厂里现在有十多名员工，都是本地
村民，一个月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上班近
还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刘伟军说，村里近 5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到
县城只需要15分钟，基础设施不比县城差。

2023 年，潭头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50多万元，远超过 2019年的 5万元。今年
正月初十，潭头村连续第五年给村民分红。
签字、按手印、领分红、点金额，342户入
股的村民代表看着领到手的“真金白银”，
喜笑颜开。“现在我们家有务工、民宿租
金、入股分红好几份收入，算下来有20多万
元。”孙观发乐呵呵地说。

只有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才会
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在村口的“笑脸
墙”上，一张张村民动人的笑脸，是幸福生
活的最好见证。

“如今，我们正以更扎实的努力奋斗，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向着共同富裕阔步前
进。”刘锦华说，“接下来，除了继续做好富
硒蔬菜产业，积极推进富硒产品认证、商标
注册工作外，还要面向本地游客需求和粤港
澳大湾区客源市场，加大旅游推广力度，持
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记者手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然而，中国有14亿
多人口，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实现共同富
裕，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没有先例，
最重要的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

在长三角，物质丰裕的永联村人，努力
追求精神上同样富足；在西海固，从东西
部协作机制中获益脱贫后，弘德村的人们
正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在革命
老区，潭头村抓住“土特产”拓宽致富
路，广袤田野孕育新希望……三个村子、
三条路径，虽然时间上有先后、进度上有
快慢，但最终都因地制宜、补齐短板后，
孕育出全新的发展动能，蹚出一条适合自
身的发展道路。

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靠14亿多中国
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人勤春来早，只要坚
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共富的蓝图终将成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走进共富路上的特色村 八桂大地奏响
乡村振兴“协奏曲”

我国20年累计实施汽车召回超1亿辆

我国视障人士首次使用
无障碍格式文件完成结婚登记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12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
已实施 20年，截至 2023年底，我国已累计
实施汽车召回 2842次、涉及车辆达 1.03亿
辆。

实施缺陷车辆召回，目的是促进企业不
断改进产品设计、消除缺陷、提升质量，进

一步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2023年，我国共
实施汽车召回 214次、涉及车辆 672.8万辆，
分别比上年增长 4.9%和 49.9%。针对特斯拉
汽车意外加速问题，召回车辆 110.5 万辆。
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与生态环境部共同推
进机动车排放召回，全年督促生产者实施排
放召回10次，涉及车辆181.1万辆。

此外，目前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覆盖汽
车产品、消费品、食品及添加剂、保健食
品、化妆品等10余类产品。在消费品召回方
面，2023年，受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影响召回
次数为699次、涉及产品612.8万件，缺陷调
查仍是推动消费品企业实施召回的主要方
式。

南国春早，万物萌发，到处呈现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记者在广西部分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走访了解到，各地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加强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推进特色产业发展，脱贫
群众收入持续增加，一步一个脚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奏响乡村振兴
曲。

筑牢防止返贫“防火墙”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广
西天等县脱贫人口超过11万人。在进结
镇爱乐村，记者见到了因病成为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的隆恩壮一家。隆恩壮 69
岁，在家附近打零工，他爱人陈冬梅患
有腿疾，多次动手术。陈冬梅说，2023
年一次住院治疗需要 5000多元，报销后
家里仅承担一小部分。她在村里的公益
性岗位工作，家里还享受低保、产业奖
补等政策。

融安县突出底线任务，开展防返贫
帮扶提升行动，针对重点群体建立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通过“线上网络化、
线下网格化”，对所有农户进行地毯式全
覆盖排查，对符合纳入条件的农户做到
应纳尽纳。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广西组建四级网格长队伍，村级设
两类防返贫监测专员，每年组织集中大
排查和开展常态化摸排，做到有返贫致
贫风险的农户应纳尽纳、动态监测。

构筑防止返贫“防火墙”，托起群众
幸福。文秀幼儿园里满是欢声笑语，山
茶油、砂糖橘等产业发展形势喜人……
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是“七一勋章”
获得者黄文秀生前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
地方。受到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染，越
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把青春投入到
乡村振兴中。

“大家都特别拼，奋力跑好乡村振
兴接力赛。”现任驻村第一书记农俊海带
动村民发展产业、促进就业，2023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0万元。

推动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眼下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木耳
采收季，许多大棚里，整齐排列的菌棒
上长满了黑亮柔软的木耳，工人们忙着
采摘、晾晒。

四荣乡是一个拥有 2万多人口的多
民族聚居乡镇。乡党委书记何海云说，
近年来，当地建立木耳标准化种植示范

基地，生产的木耳供应螺蛳粉加工厂，
还发展灵芝种植等产业，2023年仅木耳
产值就达1100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忻城县
种桑养蚕历史悠久，但过去缺乏精深加
工，以销售初级产品为主。

作为粤桂协作引进的重点项目，广
西忻城茧丝绸产业园致力打造桑蚕茧丝
绸产业集群，不断延链补链。广西同益
国丝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美伯
说：“我们在深圳经营多年，入驻这里后
除了向下游产品延伸，也积极推进源头
端的桑园品种改造，如今农户每亩桑园
收益提升至约1万元。”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广西立足
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
等，形成了粮食、蔗糖、水果、蔬菜、
渔业、优质家畜等6个千亿元产业集群。

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

在天等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龙岩社区，一个个就业帮扶车间分布
在小区周边。44岁的搬迁户马春英在一
家服装厂工作，月工资 4000 多元。她
说：“在这里工作收入不错，又离家近，
方便照顾上小学的孩子，感到很知足。”

天等县推动扶贫车间向就业帮扶车
间转型升级，2023年底就业帮扶车间增
至339家，带动2.23万人就业增收。

隆安县震东集中安置区是广西较大
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之一。脱贫户赵
金会前一晚在微信群里报名到一家农场
收甘蔗，第二天一早就和20多名工友一
起，坐上社区安排的免费送工大巴到岗。

近年来，隆安县创建“小梁送工”
就业服务站，服务站与60多家企业、基
地达成合作，每天可提供岗位超 200
个。“截至目前，已累计送工逾 12万人
次，帮助群众增收超 1580万元，还辐射
带动安置区附近乡镇的农户一起就业。”
服务站站长梁佳说。

广西通过深化粤桂劳务协作、加强
就业帮扶车间建设、强化配套产业园区
带动、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促
进搬迁劳动力外出务工、吸纳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据介绍，广西有劳动能力
的15.92万户搬迁家庭实现一户至少一人
就业，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全区
易地搬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6296
元，同比增长13.3%。

（新华社南宁3月12日电）

——广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观察

目的是促进企业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消除缺陷、提升质量，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

3月12日，新人张女士提前熟悉无
障碍版结婚誓言准备进行结婚宣誓。

当日，北京市西城区婚姻登记服务
中心宣誓厅里，新人张女士和王先生手
捧结婚誓言，共同许下携手一生、白首
不离的诺言。

宣誓台前，王先生一身西装，难掩
激动；张女士穿着红色旗袍，连酒窝里
都盛满幸福。与其他新人稍显不同，他
们面前那份记录着结婚誓言的文件上，
一个个小小凸点排列有序。在宣读誓言
时，张女士的双手始终熟练地摩挲着这
些凸点。

张女士和王先生都患有先天性视力
障碍。王先生能勉强看清大字，张女士
只能感受到微弱光感。

为了让这场特殊的婚姻登记有爱无
“碍”，在了解了新人视力情况后，北京
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合作，专门制
作了盲文版、大字版无障碍格式的结婚
登记告知单和结婚誓言，这也是我国首
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无障碍格式
文件。

2023年9月，我国首部无障碍环境
建设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施行，对无障碍社会服务进行专章规
定。此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无障
碍格式文件正是一次有益探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