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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至 2022 年，我身兼党校教师和民革党员的双重

身份，在党校教学战线和统一战线两个阵地上砥砺奋进。岁

月如歌去，十年弹指间。回望来路，当初的每一步选择，处理

的每一件工作，点点滴滴都印在心间，我也成为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践行者。

2012 年夏，我以基础理论教研部教师身份被借调到中

共辽宁丹东市委党校组教处，负责教学设计和培训管理工

作；同年，我当选为民革丹东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特殊的岗位也给了我特殊的契机，为统战工作出一份

力。一方面我着力推动统战课程进党校。除在校内重点班

次组织教师讲授统一战线理论和多党合作制度课程外，我

还根据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协商民主的新提法新要求，

开发了教学创新课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另一

方面我大力推进统战研究进党派。我将党校教师的智力优

势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实践优势有机结合，组织校内政治学

和党建等专业教师，多次到各民主党派机关和政协调研，并

结合民主党派工作实际，代表民革丹东市委会申报了全省

统战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民主党派后备队伍建设问题研

究》，在辽宁省内获得较大反响。

2015 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

发布。在这一年，我因在教学管理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民主

党派成员的特殊身份，成功竞聘兼任中共丹东市委党校统

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主持部门工作）。一手教学，一手管

理，一手实践，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我却更觉得心应手。

统战理论教研部作为丹东市社会主义学院的唯一直属

教学部门，增强其师资力量、夯实其理论基础、丰富其教学专

题、提升其授课效果，对于推动统战理论相关教学、科研和咨

询工作具有直接意义。彼时中央党校相关负责同志在丹东

挂职锻炼，我校以此为契机，组织教师到中央党校省部级班

等重点班次跟班听课。我也将统战理论教研部三位教师先

后派出进修，开阔理论视野，提升教学能力。

2017 年，因工作需要，我从教师身份转岗为参公身份，

任中共丹东市委党校组教处副处长（主持部门工作），牵头负

责全校教学管理和学员管理工作，同年当选为民革丹东市第

九届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从此，我成为辽宁省内少有的在

中共党委部门任职的民主党派市委会秘书长，也成为辽宁省

内乃至全国都少有的牵头负责党校教育培训工作的党外人

士。为此我笑言，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统一战线最鲜活的例

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2018 年《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发布，我借此东风，

与中共丹东市委统战部多次沟通，在原有的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基础上，

增开了统战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宗教界人士、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等不同学制、不同类型的培训班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学院班次规

范化多元化，充分满足统战人士理论学习需求。此外，我作为丹东市理论

宣传志愿者，坚持深入党派、深入基层，广泛宣讲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

策，先后为民革丹东市委会、民革辽阳市委会、民建丹东市委会、辽宁省委

教育工委等组织的民主党派成员培训，讲授了《民革党史介绍》《中国政党

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党外人士与中共合作共事的历史与现实》等课程，取

得了良好的宣讲效果。

十年之期，转瞬即逝。回望十年时光，有苦有甜，有盼有憾；历数曾经

种种，无怨无悔，收获满满。十年，变的是年龄，是体重，是阅历；十年，不

变的是传道授业的追求，是紧跟党走的自觉，是统战工作的坚守。十年同

心，见证硕果累累；十年同向，终立时代潮头；十年同行，不忘合作初心！

本期讲述人：
张南，男，2010 年 1 月加入民革，现

任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会委员，中共

丹东市委党校组教部部长，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共党史、统战理论等。

稻蟹共作稻蟹共作
蟹肥稻香蟹肥稻香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稻蟹

共作”立体生态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据介绍，目前该区有机水稻田养蟹已达 2 万多亩，带动农户

增收。

图为近日芦台经济开发区三分场农工在稻田内收获

河蟹。

董 军 摄影报道

乌 蒙 潮 涌
——国家反贫困试验区毕节的十年蝶变

这里曾处于中国“贫困的锅底”，近 10 年以来更是开

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贫困“国家试验”；

这里在新时代迎来新的生机，从“苦甲天下”到“林茂

粮丰”，从“苦寒封闭”到“区域枢纽”，从“去不得”到“了不

得”，脱贫之后担起新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 次就毕节试验区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提到

毕节脱贫攻坚工作，对推动实施好《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

改革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提出了明确要求。

殷殷嘱托，情系乌蒙。贵州省毕节市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开启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新征程。

“卖木材”变“卖空气”
一张林业碳票透视绿色之变

贵州毕节黔西市金碧镇万家寨社区沙嘎坡国储林示

范点，茂林密布，大树参天。

一大早，社区党支部书记文坤就带着护林员巡山。

“守好山林，就如同守好‘绿色银行’。”文坤说。

森林草木变身“绿色银行”，得益于贵州今年 2 月发

行的第一张林业碳票。沙嘎坡 800 多亩林地纳入碳票的

碳减排量测算范围，这片森林的固碳释氧功能具备了作

为资产进行交易的“身份证”，“空气”也成了“真金白银”。

申请获得该碳票的黔西市毕绿生态绿色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表示，2203 公顷国储林 2016 年至 2020 年的森林固

碳增量超过 13 万吨。“按照近年碳汇交易平均最低单价

22.5 元/吨计算，这张碳票可实现碳交易价值约 300 万

元。”公司总经理彭骁说。

漫山林木蕴藏丰厚绿色资产，离不开毕节试验区坚

定不移聚焦生态建设。

毕节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生态比较脆弱，加上人口

众多，过去当地为谋发展过度开垦，一度陷入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的恶性循环。

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村支书文均

福说，那时山上长出来一点草就被牛羊吃掉，风

一吹黄沙漫天，雨一来泥沙俱下。

1988 年 6 月，国务院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海雀村干部群众持续

不断植树造林，华山松、马尾松茁壮成长。2016

年，贵州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海雀村森林覆盖率从最初不到 5%提升到如今

的 77%，全村已有 1.37万亩山林。

今年 4 月，贵州第一张集体林的林业碳票

落地海雀村，经核算，涉及林地 7346.5 亩，监测

期碳减排量达 34627.7 吨。“这张碳票价值 104

万 元 左 右 ，可 让 海 雀 村 229 户 群 众 户 均 增 收

4500 元左右。”文均福说。

“绿染荒山”筑牢生态屏障，“十三五”期间，

毕节完成营造林 828 万亩、石漠化治理 842 平方公里，森

林覆盖率从 52.22%提高到 60%。

“人口压力”变“人力资源”
一座“年轻城市”见证不懈奋斗

智能化机械拉布、裁剪高效运转，从事熨烫、车缝等

工序的工人操作娴熟……位于纳雍县的毕节市晶煌制衣

有限公司正赶制国际服装品牌订单。

龚佳宇今年 3 月进厂，现已成为一名熟练工。“进厂

后接受了多次培训，很快掌握了技术，工资待遇也不断提

升。”她说，比起在外务工，在“家门口”就业特别踏实。

“选择到毕节发展，看重的就是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

源。”公司副总经理庞永贵说，工厂一期用工需求 1000 人

左右，计划在毕节开设 20条生产线，年产 500万件成衣。

毕节户籍人口约 960 万，是贵州省人口第一大市。

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曾高达 19.91‰，且教育基础较为薄

弱，人均受教育年限低。长期以来，有限经济体量难以承

载巨大人口数量，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瓶颈”。

中共十八大以来，毕节着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努力

将“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

面积 1.13 平方公里的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是贵州

单体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住着 2.9万多名

从深山区搬进城的群众。

进城后，蔡成琼在街道扶贫车间从事藤编制作。“培

训了好几次，边学边做，现在比较熟练了。”她说。

毕节市通过针对性技能培训、建立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培育品牌工匠、做强职业教育等，全面促进劳动力

素质提升，不断释放“人口红利”。

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今年 1 月发布的信息，

2021 年，新生儿出生并登记户籍最多的 10 个地级以上城

市中，毕节位居全国第五。据毕节相关部门初步测算，全

市人口平均年龄 31岁，是目前全国“较年轻的地级市”。

“短期靠务工、中期靠产业、长期靠教育”，毕节市委

书记吴胜华认为，毕节是人口大市，也是充满青春活力的

城市，用好“人口红利”，就能释放无限潜力。

“贫困洼地”变“改革开放高地”
一片“试验田”凝聚发展活力

改革是摆脱贫困、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中共十八

大以来，毕节加快反贫困斗争进程，在不断解决各种实际

困难和矛盾的过程中，推出一项项有益改革。

从精准扶贫“四看法”，到积极推行“四个留下”助力

乡村振兴；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织群众抱团发展，到

积极推行林业碳票落地；从设立“十大员”就业扶贫公益

专岗，到推行“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新机

制……这片“试验田”在改革中发展，不断孕育新动能。

中共十八大以来，毕节交通区位发生巨变：2012 年，

杭瑞高速遵义至毕节段建成通车，实现高速公路“零”突

破；2013 年，飞雄机场建成通航，实现民用航空“零”突

破；2019 年，成贵高铁建成通车，实现高铁“零”突破。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做强村级产业，实现产业富

民，2017 年以来，毕节各地积极探索推进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密切村集体与农民的经济联结，在全市由党支部

领办了 7229 个集体合作社，覆盖 3000 多个村（社区），带

动 74.4万户农户 300余万人持续增收。

“支部领办合作社，全面加强了村党组织对经济建设

的领导。”毕节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家懿说，也是将农

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的

客观需要，是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前提下，推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管理机

制等方面的创新。

毕节如今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全国各类力量的支持和

帮扶。其中，近 5 年来，全国统一战线在毕节试验区实施

帮扶项目 1400 余个，涉及资金超 5.4 亿元，培训各类人才

10.5 万余人次。在曾经贫困的大方县，其基层医疗条件

的改善和能力提升，离不开农工党中央协力在此深入实

施的“同心助医工程”。

2022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推动毕节高质量

发展规划》。未来，毕节将不断融入黔中经济圈、川滇黔

区域等，真正成为百姓富、生态美、活力强的示范区。

（李自良 王 丽 骆 飞 李 凡）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新貌。 杨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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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会同多部

门组织开展的 2022 年第二季度“杭州好人”选树结果出

炉，浙江民革党员、余杭区农业生态与植物保护服务站

农技推广研究员汪爱娟入选。

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生在浙江余杭黄湖的汪爱

娟来说，成长就是一次次的春播和秋收。在一茬茬作物

的收获间，她度过了自己的年少时期。在农村成长的经

历，也让她深深体会到农事的艰辛，只是当时她并不知

道，她的职业生涯将要围绕着这片给予她生命能量的沃

土展开。

1986 年从杭州农业学校农学专业毕业后，汪爱娟被

分配到余杭区农业局良渚测报站工作。当时测报病虫

害采用的是毒瓶诱虫法，每天傍晚天黑之前要将毒瓶放

到田间，次日早上再收回。虽是初次接触农作物病虫测

报，但身为农家孩子的汪爱娟并没有被这些体力、毅力

上的考验吓退，她积极请教前辈和同事，并默默立下初

心——要为农民兄弟们保护好庄稼，将“誓与虫害作斗

争”为己任。

从 19 岁初入职场，到如今人到中年，她一步步从技

术员、助理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农艺师，做到如今的推

广研究员。她工作的这些年，践行着“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的老话，通过勤做笔记勤总结，逐步掌握了农作物病

虫害的多种测报方法。

接到各地农药经销商、种植大户以及农技人员的

咨询电话，对汪爱娟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她平均每

年到现场提供技术指导达 100 次以上，为农民兄弟的

作物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多亏了汪老师，保我们

年年大丰收。”老百姓给予她很高的评价，称她是“田园

卫士”。

有一年，余杭超山一位农户有近 5 亩水稻的叶子被

疑似螺蛳的害虫吃掉了。这位农户心急火燎地跑到当

地的农药经销店去咨询，但无奈经销店老板也不了解，

于是就将样本带到植保站。汪爱娟拿到样本后仔细研

判，当即开了“处方”，为农户挽回了损失。

作为一名植保专家，汪爱娟也非常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调查与分析相结合、摸索与请教相结合。为

解决植保技术“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她的全面主持下，

余杭区植保总站于 2007 年在瓶窑镇试点植保统防统

治工作，试点成功后，在全区加以推广。她提出并实施

的“良药推广补助”政策，为兄弟县市相关部门提供了

决策参考。

在这些年的植保工作中，汪爱娟不断引进和摸索防

治病虫害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模式。结合工作实践，其

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编或参编书

籍 9 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4 个，制定省、市、区级标准 4

个，获得部、省、市、区科研成果奖 17 项次。其主持的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与推广》项目获得 2014 年

度浙江省农业丰收一等奖，她成为余杭区首个获此殊荣

的项目主持人。

作为余杭区技能带头人，汪爱娟积极发挥技术帮带

作用，每年由她主讲或主持的植保技术培训近 10 期，年

均培训人数近千人次。在担任省级农业劳模创新工作

室负责人后，汪爱娟正在更大的平台上参与植保技能的

传授。每次授课，为了提高授课质量，她牺牲休息时间

认真准备课件，用文字、照片、视频相结合的方法为农民

和技术人员讲解。她不仅将自己多年的植保工作经验

和技术传授给生态植保站的年轻同志，还主动帮带镇街

农技人员和植保合作社人员。

“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技术人员，常年游走在田

间地头，能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农民兄弟的钱包鼓起

来，我就很有成就感。”汪爱娟说。

（哲宣 闵宣）

助力共富的“田园卫士”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病防治取得历史性成效，实现重点地方病控

制消除阶段性目标、防病扶贫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全国重点地方病监测

实现全覆盖、各类地方病实验室检测和医疗检诊能力提升……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一级巡视员熊煌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地方病

防治工作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

类指导、分省推进、综合施策、目标管理的地方病防治工作策略，创造了发展中

国家有效控制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2799 个碘缺乏病县、

379 个大骨节病病区县、330 个克山病病区县、171 个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

县、12 个燃煤污染型砷中毒病区县、122 个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县或高砷区县全

部达到控制或消除标准。

专家提示，我国地方病防治工作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地方病防治措施必须

长期巩固、维持，才能发挥防病作用，包括坚持科学补碘防治碘缺乏病、持续防

范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加快推进寄生虫病控制和消除进程、阻断氟的过量摄

入等。

（顾天成 董瑞丰）

我 国 实 现 重 点 地 方 病
控 制 消 除 阶 段 性 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