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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他就回来了，在山沟
里一呆就是17年。

村里人，无论老小，都亲切地
称呼他“田老爹”。

“田老爹”名叫田家任，昆明市
五华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
心军休干部，如今已是古稀之年。

1945年，田家任出生在宣威，
新中国成立后，他上过小学，初中
辍学，在生产队当过记分员、会计。

“大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了，母亲就不敢再让我去当兵了，
但我还是积极争取参了军。”田家
任如数家珍地讲述着自己的参军
史。1964年入伍公安部队，在安宁
驻地保卫电台。在连队干过文书，
曾任指导员、组织股长、团政委、师
政委等职务。

2000年，田家任从成都军区
昆明总医院政委岗位上退休后，被
单位返聘。2002年，57岁的田家任
提前结束返聘期，从昆明市区带上
家当来到妻子的老家——安宁市
草铺街道邵九村委会大箐村民小
组居住，他的目的很单纯：照顾 80

多岁的岳父。
在村里呆了一段时间后，碰上

了干旱，村民们吃水困难。“看到那
个人背马驮的场景，我就想，在战场
上喝水困难，在和平年代也如此艰
难，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田家任说。

说干就干。田家任独自一人背
着小背篓，拄着棍子，带着砍刀，披
荆斩棘，几个月里把村子周边的山
沟摸了个遍，只为寻找一股好水源。

“一开始，村民们以为这位师级
大领导是耍花架子，后来看老人家是
来真的，就跟着他一起找起水源来。”
大箐村小组党支部书记严永春说。

“那个时候也没想太多，就是想
早一点找到水源，让乡亲们早点喝
上干净水。”田家任回忆说，最后，终
于在离村子直线距离3公里远的地
方找到了水源。他就到街道办、村
委会报告协商，协调施工力量。

正在施工紧张开展之际，田家
任突发应急性胃溃疡大出血，村民
们赶快将其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
几天，老人家放心不下引水施工工
程，悄悄出院赶回了工地。

在老政委的鼓舞和带领下，全
村老小齐上阵，经过半年多的紧张
施工，2006年 12月，约 3公里长的
输水管翻山越岭，蜿蜒接到了村小
组，那一刻，这个 30多户 130多人
的小山村沸腾了。

2007年以前，大箐村没有一条
可以通车的机耕路。村民们祖祖辈
辈都是靠人背马驮来解决春种秋
收。那年秋收前，老政委不知从哪
里协调来了挖掘机，在隆隆声中，
机耕路修建工程开工了，村民们有
的主动让出被占土地，有的背上镐
头、铁锹，一起投入战斗……没多
久，一条平坦的机耕路就从山腰村
组通到了山脚下的上百亩良田。

看着村子里的硬件设施一天比
一天好，老政委又开始琢磨起村里
的精神文明建设。他和村干部们商
量几次后，开始组织过重阳节、妇女
节，如今，这两个节日已成为村里的
大节日。每年重阳节，他用自己的退
休金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包红
包；靠在部队学得的一手修理手艺，
常常义务为村里人家安装、修理水

路电路等；自家一部小轿车跑成了
村民的“顺风车”……天长日久，田
家任成了村民眼中的主心骨、好心
人，还被安宁市、昆明市先后评为

“安宁好人”“昆明好人”。
“不愧是老革命、人民子弟兵

的好榜样，田老爹做事来真的，为
村民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村民常
信科多年来把田家任的一言一行
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就是这么一个好心人、热心人，
在家风建设上却“毫不留情”。田家任
在部队医院工作时，医院曾有政策，
职工家属有残疾者可酌情安排工
作。田家任的二儿子右腿膝盖以下
截肢，本可享受照顾政策，可老人家
怎么也不干，“我的儿子安排了，那
么多医院职工的家属怎么安排？我
怎么管理大家？那样我说话腰杆子
就不硬气了。”那一年，二儿子在大
理出车祸，田家任因为在迪庆参加
演练没能及时赶到，后因贻误最佳
治疗时机，儿子右腿膝盖以下截肢，
落下终身残疾。这件事至今让老人
家感到亏欠儿子。 本报记者 左超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征程

昆明市五华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休干部田家任情系群众办实事——

老政委的新“战场”

建设中的腾陇高速公路在金黄的稻田映衬下显得格外秀美。腾陇
高速公路是我省“能通全通”项目，起于腾冲市中和乡毛家营，止于陇川
县章凤镇南侧。主线长150.47公里，项目同时实施建设翁冷支线
12.9公里，路线全长163.37公里，概算投资220.23亿元，于2017
年6月开工建设，计划明年6月建成通车。截至9月11日，已累计完成
投资157.92亿元，占总投资的72%。 本报通讯员 邓忠开 摄

腾陇高速建设顺利推进

为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省取得的建设成就，
2019年 6月 6日起，由云南日
报编辑部和昆明农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合办的“新时代·
新云南 云果杯”新闻摄影大
赛拉开帷幕。活动持续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大赛力求突出
新闻性，强化摄影特色，面向
广大摄影爱好者征集新闻摄
影作品。活动期间，部分优秀
作品将在《云南日报》要闻版
刊出。

一、大赛主题
“新时代·新云南 云果

杯”新闻摄影大赛
二、征集内容
1.反映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我省改革发展、社会事
业、科技创新、教育卫生、全域
旅游、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基
础设施、工业企业、人民生
活、口岸建设、互联互通、对
外交往等各领域取得的建设
成就。

2.展示我省各族人民群众
的新生活、新气象、新风尚，特
别是各族干部群众在奋斗中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作品要求
原创作品，务必保持拍照

原数据，否则作品视为无效。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 2 名，每名奖金

5000元；
二等奖 4 名，每名奖金

3000元；
三等奖 10 名，每名奖金

1000元；
优秀奖 14 名，颁发获奖

证书。
五、投稿须知
1. 参赛作品必须是围绕

大赛主题拍摄的原创作品，单
幅、组照皆可（组照作品每组

不超过4张）。
2.投稿应健康向上、符合

主题，不得含有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及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
鼓励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富
有创造力的摄影作品。

3. 所有参赛作品，体裁、
风格、流派、黑白、彩色不限，
但须以电子版原照片进行投
稿，不得对原始图的内容进
行增加或删减调整。参赛作品
电子版照片每幅不小于 5MB，
文件类型为 JPEG格式；作品
须在照片（含组照）名称中注
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作
品名称。

4.参赛作品的肖像权、名
誉权、署名权等法律责任由作
者承担，主办单位不负任何连
带责任。参赛作品如发现剽
窃、侵权或第三方提出权利主
张的，大赛主办方有权随时撤
销该作品的参赛权。

5. 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
费，投稿作品一经评选获奖，
组委会享有永久无偿使用权。

6.大赛各项条款的最终解
释权归属于大赛组委会。作品
一经投稿，即视为作者同意本
次大赛征稿细则。

六、投稿方式
邮箱通道：将相关作品发

送至云南日报编辑部邮箱:
ygbxwsy@163.com。

更多详情请关注云报客
户端和云桥网“新时代·新云
南 云果杯”新闻摄影大赛专
题查询。

七、征文时间
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

12月31日（以上传日期为准）。

云南日报编辑部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新时代·新云南 云果杯”
新闻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无偿献血咨询电话：0871-68312614 投稿邮箱：ynrbwdzg@126.com

家 乡 的 水 坝
张德华

本报讯（记者 李星佺） 9月16
日，《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州市系
列宣传片之文山篇上线。

1950年，文山县城解放；1965年，
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改为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1990年，木者村点响了炸
石造地第一炮，首创“等不是办法，干
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2016年，云桂
高铁建成通车……70年来，文山奋进
之路的每一步都走得荡气回肠。

在这片干劲十足的土地上，每一
分钟，都有2450元扶贫资金投入，4.8
米农村公路得到新建或改造，民营
经济实现增加值8.37万元。2018年，
文山州GDP达859.06亿元，比1958
年增长510倍。目前，“文山三七”正
向千亿元产值迈进；天保、都龙、田
蓬3个国家一类口岸不断助力对外
开放取得新成就；云南出海最近的
港口“富宁港”正在全力建设中。

本报讯（记者 李莎 通讯员 唐
明伟）近日，农业银行会泽县支行
发放了首笔10万元“草莓贷”，拿到
贷款后的待补镇野马村委会三组村
民阳正兵激动地说：“这种贷款方式
简便，解决了我家的资金难题。”

为满足会泽草莓种植农户的融
资需求，农行会泽县支行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调研和收集信息，采用“惠农e
贷”方式线上开办“草莓贷”业务，让
种植户便捷地获得贷款。目前，经过
筛选建立了“白名单”，首期导入“白
名单”47户，预授信总额470万元。

近年来，农行曲靖市分行持续加
大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号工程”
的推进力度，相继推出“烟农贷”“蚕
桑贷”等基于各地“特色农业产业+农
行‘惠农e贷’”业务模式的特色农户
贷款，实现了线上化、批量化、标准
化、便捷化运作，较好地破解了广大
农民融资慢、担保难等问题。

农行曲靖市分行
发放首笔“草莓贷”

《文山一分钟》上线

文明新风荡漾会泽搬迁新区上接第一版
组建了县委书记、县长任总队长的
志愿服务总队，下设“文化惠民、科
技科普、医疗健康”等12支服务队。
24个乡（镇、街道）成立志愿服务支
队，385个村（社区）成立志愿服务
大队。全县实名注册志愿者 2.3万
人，注册志愿服务团体489个，开展
志愿服务项目 289个，志愿服务总
时长32万多小时。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选址于易
地搬迁县城安置区一期A2地块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阵地也初
步建成。中心主体工程二层共计
2500多平方米。这里同时加挂“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示范基地”“母亲学
校”“心理咨询站”“市民夜校”“四点
半课堂”“法律服务室”6块牌子。

“我们特地在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了一个易地扶贫搬迁村史馆。”会
泽县委宣传部部长潘利华说，“村史
馆分‘忆苦’‘思甜’‘感恩’三部分，

为的是让新城安置区的搬迁群众饮
水思源，永感党恩。”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进程中，
会泽县已在易地搬迁县城安置点建
成社区“妇女儿童之家”2所、爱心超
市3个。同时实施了“八个下楼就有”
工程：一是下楼就有党组织，二是下
楼就有卫生服务站，三是下楼就有学
校（幼儿园、托儿所），四是下楼就有
活动广场，五是下楼就有公交车，六
是下楼就有扶贫车间，七是下楼就有
农贸市场，八是下楼就有志愿服务。

目前，45家单位1930余名志愿
者已包保两万余名搬迁群众，为他
们开展志愿服务。

精准服务

安置新区绽放文明花
为了让搬迁群众迅速熟悉城市

生活环境，改变生活习惯，提高文明
意识，激发自强自立的信心，借新时
代文明实践建设之机，会泽县委、县
政府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十项”
活动，即党的声音，有人传；创业致
富，有人带；老弱病残，有人帮；信访
矛盾，有人解；平安家园，有人护；文
体活动，有人抓；文明风尚，有人领；
邻里纠纷，有人劝；黄赌毒邪，有人
禁；移风易俗，有人助。

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十项”活
动，志愿服务活动纷纷展开。针对搬
迁群众刚刚搬到新城，对周边环境
不熟悉的问题，志愿者引导易地扶
贫搬迁城区安置点群众到医院参
观、坐公交体验、到超市购物。

“现在我们是在门诊楼，进门左
手边是导医台，在那里可以咨询、问
诊，然后到前面窗口挂号，拿着挂号
单就可以去相应科室看病……”讲

解员唐晶晶带着200余名搬迁群众
边走边介绍，依次认识医技楼、急诊
楼、住院部，并告诉大家，出院时，在
这里结算费用，合作医疗也在这里
报销。

群众听了都很激动，一位大妈
说：“医生，今天听了你的讲解，我们
都明白怎样到医院看病了，这几天
我有点咳，正愁着来医院摸不着头
脑，现在连来医院看病都教会我们
了，太感谢了！”

在志愿者们引导下，4辆公交
车载着数百名搬迁群众体验“县城
一元”公交出行。

“这里是投币口，这里可以刷
卡，上车后往里面走，车辆启动时，
请拉好扶好……”志愿者樊则梅细
心向群众介绍，“上车时请不要乱拥
乱挤。等车靠边停稳后，依秩序上
下。严禁将鞭炮、烟花等易燃、易爆

危险品带上车，以免危及他人的生
命安全。”

“以前从来没坐过公交车，这下
学会了，进城方便多了。”来自乐业
镇的杜明本深有感触地说，“以后见
到老人我要主动让座，尊老爱幼，文
明坐车。”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搬迁群众
走进了超市。

“这种地方，以前不敢进来。”
从娜姑镇炭山村搬迁进城的彭开富
老人说，“没想到今天来了，了解了
情况，还买到了一个带座位的拐杖，
生活真是太方便了。”

各种艺术培训、文体公益活动
也搞得有声有色。

11岁的易文杰是从老厂乡安
家坪村搬迁来的，在做好作业的空
闲时间，就和弟弟来培训班上舞蹈
课。她说：“我很喜欢跳舞，之前在老

家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上舞蹈培训
班，除了做作业就是做家务，这个假
期感觉很充实、很幸福。”

傍晚，在志愿者的组织和带领
下，乡亲们在惠仁园小区的广场上
跳起了广场舞，其中有六七十岁的
老人，也有七八岁的孩子。喜欢唱山
歌的乡亲们则自发组成了一个山歌
队，歌颂搬迁后的新生活，现场气氛
热烈而欢快。

有的地方则放起了露天电影，
群众各取所需。

“今后，我们将讲好‘欣城故
事’，深入挖掘一批正能量典型，引
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会泽县委书记谭力华说，

“要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
强搬迁群众发展能力、提升县城安
置点社会治理水平，帮助搬迁群众
尽快融入新环境，努力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快融入、能脱贫的目标，蹚
出一条以精神文明建设助推脱贫攻
坚的新路子。”

“绿波摇漾景色新，疑在桃
源故里行。”这句诗描写的是盐
津县牛寨乡牛寨村烂田坝村民
小组“山水花园”景区。这里曾经
是一片荒芜的“烂田坝”，如今经
过当地政府和群众一年多的努
力，变成了让人流连忘返的“山
水花园”。

“谁也没想到，以前令人厌
恶的臭水塘，会变成今天栈道
环绕、波光粼粼的湖面；昔日杂
草丛生的山间小坝子，会变成
今天奇花异草众多、乡愁味十
足的‘山水花园’。”眼前的美
景，让牛寨村党总支书记陈晓
雷思绪万千。

陈晓雷说，“山水花园”项
目开始规划的时候，村民们想
不通，都觉得把土地拿去栽树

了，村民生活怎么保障？但很
快大家就接受了这个项目:土
地流转了，土地租金是稳定收
入，在“山水花园”里务工，每
人每天七八十元，一年可以挣
1.5 万元左右，比种庄稼的收
益高许多。

牛寨乡乡长李庭婷介绍，
“山水花园”主要围绕“建好一
个园、三生促三变、盘活山水
间”来建设。整个园区规划面积
5000亩，其中 2000亩花卉苗木
展示区已经建成，另外 3000亩
稀有林木种植及基础配套设施
还在建设中。牛寨乡致力于将
这 5000 亩土地用活、用好，高
标准建成一个农文旅兼容的示
范园、多功能融合的农业园。

“三生”即让村民土地入股地生

钱，劳力入股力生钱，资金入股
钱生钱；“三变”即产区变景区，
田园变公园，产品变礼品。整个
花园的打造坚持不挖人工山、
不造人工景，而是最大程度利
用本地的生态山、生态水，将产
业和景观配套起来，做到田、
地、园、林、山、水完美结合，把
土地真正盘活起来，让周围的
村民在享受家园美好风光的
同时，获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

“每逢周末，前来‘山水花园’
休闲旅游的人特别多，农家乐家
家爆满。今年“五一”小长假，我
开的农家乐赚了 1万多元。”牛
寨村村民、“山水农家”老板王青
凤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 谢毅

盐津牛寨乡：从“烂田坝”到“山水花园”

每次回老家，看到公路两旁一
条条笔直的水泥排灌沟，我总会想
起家乡的那座水坝，心里生出许多
感慨。

30年前，我的家乡是一个仅有
500多户人家的村子，距村子2公里
的地方有一座低矮的小水坝。父母
常说，解放前这里没有水坝，而是一
户杨姓地主家的水田，山脚有一股
长年不断的潭水流出。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了治水，在这
里筑起了一座小水坝，取名倮黑
坝。那时坝身很矮，蓄水不多，灌溉
面积只有千余亩。坝埂两侧长满了
一蓬蓬十分茂密的苦刺，排放水闸
处则是木头做成的圆筑子。每到雨
季，四面八方的水流汇集而入，小
水坝容纳不下，只好顺着那条低矮
的排灌沟咆哮而下，导致家乡年年
遭受水灾，田里的谷子常常被水冲
走或者被泡得出芽。年复一年，乡
亲们望水生畏。

为了筑好这座小水坝，1976年
后的 10年里，全乡各族群众上阵
修坝，吃住都在坝上。起初，生产
队以工分计算，划出地段挑土拉
土填方，每挑一挑土，生产会计就

发一粒包谷籽，作为晚上填写工分
的依据。那时我刚上初中，由于
家里弟妹多、劳动力少，我常常
利用周末加入到施工队伍里。整
整花了十年，小水坝终于变成了
大水坝。

如今，这座水坝已经是州辖小
型水库之一，并改名为干龙潭水
库。坝长 1200米、高 50米，坝顶宽 4
米，容水 127.3万立方米，整个坝身
水面迎坡全部用一块块 30到 40公
分厚的青石板镶砌而成，坝顶用整
齐的栏边石围成一堵 100公分高
的石墙，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坝的
一端安装了防洪机械闸，排放水闸
用的是手摇机械，整个坝身气势雄
伟，像一条横跨的巨龙。坝下面还
配套建设了两条 5000余米长的引
水沟，为家乡人民抗旱保苗、为地
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条
笔直的防洪大沟，灌溉着全乡 3个
自然村近万亩的田地，且连年保水
栽秧。

靠着这座水坝，30多年来，家
乡 1500多户人家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田野上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幸
福生活，过去连年发洪灾的日子早
已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