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一直牵挂着独龙江的
再跨越。

1999年，国家投资 1亿多元，
修通了独龙江简易公路。尽管每年
仍然有半年雪封山，但是千年宁静
的独龙江，已经叩响了山外世界的
大门。

2010年，云南省对独龙江乡独
龙族启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工
程，开启了云南历史上首个以民族
为单位的整体扶贫伟大壮举。独龙
江迈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有
力步伐。

巨变始于党的十八大之后。
2014年，在高黎贡山隧道贯通

前夕，即将告别半年雪封山之苦的
贡山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
记，汇报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改善情况，重点报告了多年
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
即将贯通的喜讯。收到来信后，习
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指出：“获悉高黎贡山

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十分
高兴，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
祝贺！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比较艰苦，我一直惦念着你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希望你们在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
界帮助下，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
战各种困难，顺应自然规律，科学
组织和安排生产生活，加快脱贫
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
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
梦想。”

独龙江远古传说中，独龙族有
一把天梯。后来老鼠与人类争食，
老鼠将天梯啃断，独龙族跌进了贫
困的深渊。而今，独龙族群众说：是
共产党将这个天梯立起来了！

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独龙江
第一次有了整年通畅的出山大动
脉；第一次有了纵贯南北、覆盖全
乡的电力、通信网络；第一次有了
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网点……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2015年 1月，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并亲切会见贡山县少
数民族代表时的重要讲话，极大地
鼓舞了独龙族干部群众与全国人
民一道如期脱贫、全面小康的信心
和决心。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素质提高、社会事业等精准
扶贫快马加鞭。

千年贫困，一甩身后。昔日简
陋的茅草房、木板房、篾笆房被水
电入户、卫生整洁、设施齐全的安
居房、幸福公寓取代；以前“破、
旧、脏、乱”的独龙族村寨不见了，
一座座村容整洁、产业繁荣、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的新村拔地而起；
草果、重楼、独龙蜂、独龙牛、独龙
鸡、羊肚菌等特色种养产业遍地
开花。以往只会种包谷、洋芋的独
龙族群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赚钱
产业。

第一批农产品经纪人、厨师、
司机、快递小哥、保洁员……在近
几年的精准扶贫开发中如雨后春

笋般诞生。独龙族就这样赶上了新
时代。

“以前，种什么，吃什么。现在，
想吃什么买什么，生活像花儿一样
美丽。”李文仕78岁了，还编织独龙
毯赚钱。女儿种重楼，女婿跑运输，
日子忙碌而快乐。

江建华种了4年的重楼开花结
果，今年仅一垄地，就卖了5000元。
两个儿子出外务工学技能，几年打
拼，圆了买车梦。“每天都是新的，
每天都有新变化。”

蜿蜒奔流的独龙江，不断述说
着独龙族人民一步跨千年的动人
故事。

2018年底，独龙江乡农民人均
收入达 6122元，仅草果一项，年产
值就达 743万元，独龙族实现整族
脱贫。

“这是对‘小康路上一个民族
也不能掉队’庄严承诺最生动的回
答。”一生为独龙族脱贫呕心沥血
的“老县长”高德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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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予涵废旧家具不能一丢了之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家具的更新换代速率越来越
快，在不少小区，随意丢弃废旧家
具的现象时有发生。

很多居民表示，这些废旧家具
体积较大，垃圾桶装不进去，只能一
丢了事。于是，楼道、垃圾桶旁、绿化
空地……只要是空着的地方，都可能
成为废旧家具的“停靠站”，这不但
对环境造成污染、对资源造成浪费，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市容市貌。

废旧家具为何无“家”可归？原
因在于回收成本较高。从相关采访
来看，无论是家具物资回收公司，还
是社区里的“破烂王”，都感到无利
可图；此外，废旧家具可再利用率
低，成色较差，在旧货市场也不受待

见。这样一来，废旧家具就成了废品
站不收、旧货市场不要的“鸡肋”。

事实上，废旧家具回收再利用
有积极的节约、环保等意义，应该
大力提倡。从目前情况看，废旧家
具回收的症结在于“往哪里去”以
及“运输难、运费高”的问题。这两
个问题，仅靠市场很难得到有效解
决，需要政府及时介入。首先，要制
定出台相应法规，禁止随意丢弃废
旧家具；其次，要引导企业从事家
具回收，委托市政环卫或专业企业
预约收集，或在小区设立集中回收
点，畅通废旧家具回收渠道；更重
要的是，要建设大件垃圾综合处置
中心，积极探索废旧家具的循环利
用，如此才能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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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负要做好加减法 熊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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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乘客也应按规定系好安全带 付彪

成为“知心干部” 李斌

新式饮品打开市场蓝海
《人民日报》：新式饮品的崛起

不是偶然，得益于人群的迭代，也
离不开消费的升级。我国 2018 年
恩格尔系数为28.4%，全国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
实际增长 6.2%，最终消费支出对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了76.2%。购买一杯高纤、低糖、低
脂的现制饮品，已经不再是跟风
从众的“赶时髦”，而是一种自然
而然的生活方式。从消费心理的
角度来看，新式饮品不再满足于
解渴，还被赋予了不少附加值。拿
社交属性来说，一方面，“高颜值”
和高互动性的产品设计，容易令
消费者产生愉悦感，提高在社交
平台的传播意愿。另一方面，人流
量大的门店地段、高品质的装潢
空间，增加了顾客逗留的频次和
时长。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为商品
的独特性和稀有性支付溢价，为品
牌打造“活动的广告牌”，不失为一
种高明的营销手段。

遥望星空是为观照地球
《中国青年报》：人类为什么对

这些遥远到难以用普通距离单位
测量的天体产生兴趣？对未知事物
的天然好奇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
方面，人类文明正是被自己的好奇
心推动前行的。但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事实是：遥望星空，也是为了观
照我们脚下的大地。人类对自身生
存环境的忧虑，对属于我们的唯一
一个蓝色行星的担忧，都促使我们
把目光放得更远。在许许多多太空
类科幻影视片中，其母题并非无忧
无虑的探索，而是对濒临破碎的家
园的逃离。《星际穿越》如此，《流浪
地球》也如此，尽管东西方文化存
在差异，但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深切担忧都是殊途同归的。在有生
之年，我们或许不会经历这些空间
尺度的颠沛流离，但环境污染、恐
怖主义、文明冲突等各种不安定因
素，都在持续不断地给小小的地球
增添难以承受之重。

本报记者余国鹏整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
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
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
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对党
员干部来说，处理好“做事”与“做官”
的关系，需要时刻做到对名利知足、
对能力知不足、对党和人民知恩。这
既是政治责任、也是时代要求。

常怀一颗知足心。所谓知足者
常乐，就是对自身价值的准确审视
和判断。作为党员干部，只有时常反
思“入党为什么”“为官做什么”“立
身靠什么”，自觉对照党章党规讲职
责、对照先进典型讲奉献、对照人民
期盼讲担当，才能在工作中找到知
足感、提升获得感。只有懂得对权力
地位知足了，才不会为职务升迁费
尽心思；懂得对物质待遇知足了，才
不会生分外之想，从而在知足的状
态中做到清清爽爽、轻装上阵，享受
工作带来的快乐。

强大一颗知不足心。“知耻而后
勇，知不足而奋进。”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党员干部如果墨守成
规，忽视或逃避自身的知识空白、经

验盲区、能力弱项、行为积弊，就会
导致思想跟不上、行动跟不紧，甚至
可能发生负面问题、触碰法纪。要时
常对标好干部“五条标准”，从信念
上、政治上、本领上、作风上查找不
足；对标对表新时代要求的政治品
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
检视自己在工作上尽力了没有、是
否遵守纪律规定、离群众的要求还
有多远，不断在学习实践中修炼自
我、担当作为、推动工作。

保持一颗知恩心。知恩是一种
修养。要深知，成长为一名好干部，
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没有
组织的发现、培养和使用，个人的一
切想法都是空谈；离开了人民，我们
就会一事无成。懂得知恩，更要把知
恩之心转化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
三大攻坚战等重大任务的决心意
志，着力解决群众集中反映的焦点、
难点问题，以夙夜在公、廉洁奉公，
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
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通知》，为基层减负，尤其
是给整治基层文山会海情况注入
新的动力。笔者认为，要全面改善
和整治文山会海，为基层减负，就
要运用好加减法。

合理运用加法。基层工作中，
之所以会出现无数的大小会、大红
头、小红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
件和会议的内容未能得到完全表
述和传达。要合理利用加法，对文
件和会议要表述的内容进行加强，
完整表述，全面提升会议和文件的
质量，加强表达力和传达力。

理性运用减法。整治文山会
海，并不是“一刀切”取消所有文件
和会议。对于必要的文件和规定召
开的会议，还是要安排落实好，而

对于没必要的会议、文件，能省则
省。在行文过程中，对重复啰嗦、大
而空、形式套路等，要进行删减，
确保文件主要内容和精神的准确
传达；会议中，对一些形式主义的
做法要坚决取缔，让会议开得更有
实效。

综合运用加减法。要把加减法
综合运用起来，在质量上增加、在
数量上减少。对文件和会议进行分
类，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相应举
措：指导性、业务性的文件、会议，
要开门见山，把重点放在业务知识
上；精神性、传达性的文件、会议，
也要结合实际直截了当地传达要
点，切忌整篇整段地照搬照抄；对
于文件和会议安排的工作，要注重
加强落实情况和业务指导，减少不
必要的形式督查和“数字”工程。

近日，北京双井桥下发生了一
起出租车与闯红灯车辆发生碰撞
的交通事故，一名车上乘客疑因未
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有
记者体验发现，不止是北京，不少
地方出租车行业里，“安全带问题”
长期不被重视，不少出租车的后排
安全带不能正常使用；出租司机也
普遍不会提醒乘客系安全带，甚至
还有司机私自拆除后排安全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明文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
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这里面并没有规定“前排”与

“后排”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机动

车行驶时，司乘人员没有系安全带
都是违法行为，都应受到处罚。

目前，公众大都认可前排需系
安全带，但对后排系安全带的规定
却不以为然。发生交通事故时，后
排乘客因未系安全带所造成的伤
害，并不亚于前排乘客。另有研究
表明，如果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
在车祸中会撞到系了安全带的前
排乘客，让前排乘客死亡风险提高
数倍。

法律要求后排系安全带、交警
查处是否系安全带，其目的都是为
了保障乘客的安全。然而，由于警
力资源、技术原因等限制，交警很

难有效监管后排不系安全带的问
题；交管部门尽管要求出租司机运
营时必须系安全带，并主动提醒乘
客，但因执行不力，最终不了了之；
多家出租车、网约车公司也承认在
这方面存在监管空白；多名老“的
哥”坦言，劝说乘客系安全带容易
引起反感甚至投诉，为避免麻烦也
就不再劝了。

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安全带就
是生命带。给出租车、网约车后排

“系上”安全带，需要多管齐下。首
先，交管部门应展开专项整治，组
织有关企业整改，健全管理规范；
其次，企业应定期对旗下出租车、

网约车进行检查，督促司机完善后
排安全带配置与使用管理，并采取
有力手段，实时进行监管，落实惩
戒措施；同时，交警应加强有关“安
全带”的法规和科普宣传，严厉查
处后排不系安全带的行为。

近年来，上海、广州、深圳等城
市都对出租车安全带问题提出了
具体要求，深圳市今年新修订的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罚条例》也对“后排不系安
全带”制定了明确罚则。从罚司机
到罚乘客，这一变化也警示我们，
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请系好安
全带，并形成良好习惯。

又是一年春好处，独龙峡谷涛声急。
山间密林，沟涧河谷，一个个项目工

地，一片片草果地中，一垄垄田间，处处
是忙碌的身影。

“脱贫只是第一步，美好的日子在后
头。”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畔的
乡亲们在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后，
钻林地，进田间，斗志昂扬，再掀生产发
展新热潮。

之前被称为“俅人”“俅扒”，新中国成
立后才有自己的名字“独龙族”，从与世隔
绝、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又实现了整族脱贫，书写了中
国扶贫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高黎贡山高，独龙江水长，党的恩
情比山高来比水长。”今天，独龙族群众
用独龙语唱着《感恩歌》，牢记总书记嘱
托，辛勤劳作，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
生活。

一步跨千年 奋进奔小康
本报记者 李寿华

“脱贫只是第一步，好日子还
在后头。”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独龙江乡亲们的回信，再一次
激发了独龙族人民创造更加美好
生活的热情。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吹响与
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战役的新号角。

春雨绵绵，高德荣和乡亲们
冒雨抢收羊肚菌。

“教育、产业、素质是独龙族
防止返贫，实现长远致富发展的
三个核心。”高德荣连续多日赶赴

6 个村委会，入林地，进田间，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与群
众一起商量今后致富产业发展大
计。

巴坡村委会主任王世荣忙着
带领群众维修山间草果生产道
路，修建草果烘干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独
龙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3%，是
独龙江乡的宝贵资源，生态旅游
业，独龙江大有可为。”孔当村致
富带头人和晓永，拆旧房盖新屋，
为独龙江开发旅游业所需的农家

乐、特色客栈做准备。
23岁的迪政当村委会主任木

春龙和村民自发开展羊肚菌技能
学习。“去年，草果价格波动大，给
我们敲了警钟。只靠一个产业，群
众增收无保障。今年，我们要争取
多种50亩羊肚菌。”

“他们观念新，善学习，行动
快。是新时代独龙江的追梦人。”
高德荣欣慰地说，独龙江最喜人
的变化是传统生产方式正在被
打破，群众思想观念在改变。“清
理内务、环境美化、素质提升已

成为常态。学技能、学网络买卖、
办农家乐、科学种植、养殖的越
来越多了。”

口袋鼓了，日子好了，独龙族
人民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想得更
长远。唱着歌儿，砥砺前行，奔向
新希望！

“老乡长，县里来传授草果提
质增效技术，一起去。”

“好咧，好咧，马上走！”
背上背篓，拿起小砍刀，肯国

清疾步上山。身后，是一群脚步铿
锵有力的独龙族小伙子。

独龙江，祖国西南边陲“秘
境”。美到让人窒息，也苦到让人
流泪。

“行路靠砍刀开路、攀藤附葛
而行，过江靠溜索、竹筏。总是吃不
饱，穿不暖，冬天还光脚四处找吃
的。新中国成立前，饿死人的事时
有发生。冬季，隔壁邻居茅草房早
晨不冒烟火，大家就赶紧进屋查
看。不是病了，就是饿了起不来
了。”在翠竹为栏、鲜花绕屋的孔当
村肯迪小组，现年72岁的独龙江乡
原乡长肯国清喝一口清茶，向记者
诉说着独龙江忧伤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帮我
们办学校，开荒种地，修人马驿道，
运粮进山，吃的东西比以前多了，
再也没有饿死人了。”肯国清说。

“土锅、雨布、砍刀、背篓，一样
也不能少。来回 11 天，雪地里埋
锅做饭，晚上住树下、栖洞穴。”
龙元村党总支书记江建华回忆起
年轻时去贡山县城背粮的情景，
感慨万千。“背着 60斤包谷，一天
爬一座山。过溜索时特别害怕，担
心掉下去回不了家。”江建华说，这
行路难只是其一，封闭恶劣的环
境，还带来了住房难、上学难、看病

难……
“现在的好日子，老辈人是做

梦也想不到的。共产党好啊！习近
平总书记伟大！”肯国清在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后，竖起了大
拇指。这位亲眼见证了独龙江历史
性沧桑巨变的老人，发自肺腑感谢
共产党的恩情，感谢习近平总书记
的关怀。

每当有客人来访，迪政当村独
龙族文面女李文仕都会带他们到
自己刻意保留的木板房看看。“以
前的生活比苦荞还苦，现在日子比
蜂蜜还甜。”我要让子孙后代记住，

是共产党让我们搬进新房，过上好
日子。

20世纪 90年代，独龙江乡年
人均收入只有 916元，处于整乡整
族深度贫困状态。雪山冰冷，沟壑
阻隔，外面世界的“叩门声”，独龙
族群众仍然听不到。村民生活除
了救济粮，还得上山挖野菜、下河
捞鱼才能维持。大雪封山，一瓶啤
酒卖到 10元。吃上一顿有盐巴的
肉，仍然是大多数独龙族群众奢侈
的梦想。

“什么都缺。买点盐巴要到乡
上，也要走3天。”李文仕说。

独龙人民心向党，同心奋进奔小康

重立“天梯”，摆脱千年贫困

“秘境”之地，往事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