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电视剧《山海情》热播，
宁夏闽宁镇走进全国观众视
野。感人剧情的背后，是 20多
年来宁夏干部群众和福建援宁
群体携手在荒滩上艰苦创业、开
拓家园的不懈奋斗。春节期间，
记者走访闽宁镇，移民们谈起近
些年的生活变迁，他们借剧中的
台词感叹道：“未来真的来了！”

“山汉”翻身了
今年春节，刚退休的福宁村

老支书谢兴昌比往年还忙，他天
天在闽宁镇镇史馆给游客义务
讲解。“都是看了电视剧来的，我
自豪得很，讲多少遍都愿意！”

谢兴昌是《山海情》中马得
福的原型之一，20多年前他还
在西海固山沟里饱受贫困折
磨。1996年，福建和宁夏确立
对口帮扶关系，次年两省区共建
的闽宁村奠基成立，谢兴昌是首
批搬迁户。

当年闽宁村还是片荒滩，他
们从平地盖房起家。搬来的第
一个除夕，没有电，谢兴昌一家
7口在土坯房里，点着蜡烛吃洋
芋面。“把孩子哄睡着，我和老伴

儿坐在荒滩上数不远处驶过的
火车，想起白天孩子闹着要吃
糖，我没钱，难过得直想流泪。”

从深山跑出来的西海固人
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

“不能遇到困难就退回去”。第
二天，他和妻子打起精神，筛土
整地，准备开春种枸杞。不久后
通了黄河水，种玉米、种葡萄，连
年丰收回馈了庄稼人，吸引了更
多人扎根。

经过一代代移民“拓荒”，起
初只有 8000多人的闽宁村已变
为 6.6万人安居乐业的闽宁镇。
如今走村串巷，村民家中沙发、
冰箱、液晶电视等成为“标配”，
不少人家门口还停着小轿车。

今年除夕，谢兴昌一家儿孙
团聚格外热闹，他做了一大桌
菜，还给孙子买了许多糖。“来闽
宁镇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我们山
里汉翻身了。”

海风继续吹
和谢兴昌一样忙碌的还有

一朵朵小蘑菇。“年前双孢菇订
单就满了，现在 11间菇房都采
摘一空。”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龙说。
这座现代化的双孢菇栽培

工厂，由福建和宁夏 2018年共
同出资建成，通过智能化控温栽
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出
菇，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木兰村村民马勇这几日忙
着清理菇床料堆，准备育新菇。
他和妻子都在工厂打工，两人工
资相加每月有 8000多元。“以前
一直在外地跑，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挣钱，也能照顾孩子了。”

一朵小蘑菇更见证了持续
20多年的“山海情”。1998年，
来自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带
着技术团队，手把手教闽宁村村
民种双孢菇，这是移民接触到的
第一个产业。

如今，蘑菇产业升级，葡萄
种植、光伏产业、肉牛养殖等产
业多点开花，曾经一无所有的戈
壁滩生机勃勃，全镇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 500元跃
升到去年底的1.49万元，增长了
29倍。

“闽宁协作”仍在薪火相

传。第十一批福建援宁干部李
辉钦在闽宁镇挂职副镇长，他开
通抖音账号，经常在田间地头、
工厂牛棚里直播，一口“塑料”普
通话很受欢迎。去年工作到期，
他主动申请延期 1年，因为“心
有不甘，许多工作才刚开始”。

“冲天”在这里
老一辈移民挣脱了贫困，新

一代移民正成长为振兴闽宁镇
的澎湃力量。

园艺村 32岁的沙金龙已是
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他研
发的“北客黄油”在短短 2年内，
占据了宁夏烘焙油脂市场不小
份额。

这位宁夏大学的研究生在
一家乳企干到中级工程师，月薪
两三万元。“临近 30岁时，我对
未来有了更高的期望。”2018年
他回到闽宁镇，召集起几个小伙
伴一起创业。

沙金龙语速很快，厚厚眼镜
片背后的眼神却很专注：“回来
也是想激励村里其他人，那个曾
经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小男孩还
可以创业。我可以，他们也可

以。”
春风化雨育山花。2月

22日，闽宁镇中心小学开学
了，副校长张军望着崭新的教
学楼感慨万分：“当年我们的
教室只有北边挡风的窗户有
玻璃，冬天学生轮流带柴火烧
炉子，黑板也是墨汁刷成的。”

如今的闽宁镇中心小学
在福建援助下建成高清录播
室，这里的孩子通过电子屏
幕，就能与 2000多公里外的
福州市钱塘小学的师生同步
上课。一根网线打通无限开
阔的世界，张军说：“我相信他
们将是不同的一代。”

《山海情》中白校长带孩
子们参加合唱比赛，他们因口
音把“春天在哪里”唱成了“冲
天在哪里”，但这未经训练的
稚嫩歌声却迸发出一种野蛮
生长的力量，打动了许多人，
那正是西海固人掐不灭的精
气神。

闽宁镇的春天，真的来
了。

（新华社记者 马丽娟）

山海携手迎春来
——来自闽宁镇的脱贫答卷

豫北新乡 群星闪耀
新乡日报社融媒记者 刘军旗

中原腹地，豫北新乡，浸
透太行风骨，饱含黄河胸襟，
乃国之粮仓，更盛产精神食粮。

全国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
史来贺，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
榜样、改革先锋吴金印，首届

“中国十大女杰”刘志华，全国劳
动模范买世蕊，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裴春亮，全国道德模范范海
涛，全国劳动模范邓志军……

在新中国成立 70多年岁月
里，河南新乡市先后涌现了 10
多个全国先进、100多个省级先
进、1000多个市级先进，其中 5
位被党中央号召学习。

61年党龄的吴金印，今年
79岁，是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党
委书记。数不清的荣誉，任何一
项都足以骄傲一辈子。但他从
不示人，总觉得跟史来贺、郑永
和比起来，差好大一截呢。

史来贺 22岁在新乡市新乡
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当村党支部
书记时，“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
庄”。他抓农业、搞工业、建新
村，把一生交给这片土地，曾 9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刘庄
早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
范。

新乡市原辉县县委书记郑
永和，竭尽毕生精力治山、治水、
治穷，退休后不待在省城，偏偏
钻到太行深山区，成立老干部服
务队，为百姓的果树治虫，引渠
灌溉、修路架桥。新闻前辈穆青

“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难忘三
书记”，其中之一说的就是郑永
和。

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干

了 50年的吴金印，时时刻刻以
史来贺、郑永和为师。“走一路响
一路，干一路富一路。”在吴金印
的带领下，唐庄镇已拥有 40多
家工业企业，年产值超百亿元，
人均收入 2万多元，建成了通用
机场、全国独一份的乡镇干部学
院，引进克隆技术，成功培育新
型楸树，一块只有 14亩大的地
方，一年能卖2500多万元。

“看看富裕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都是三产占大头。看哪个地
方的三产收入多，哪个地方最富
有，咱就向哪儿学。”吴金印仍不
满足，还在谋划着兴学校、办医
院。

还有与焦裕禄同志同时期
的县级领导申六兴，“一生向焦
书记学习”，忠诚一辈子、奋斗一
辈子、奉献一辈子，自己不舍得
吃穿，捐款总不吝啬。今年 4月
在生命走向最后之际，他把所有
积蓄作为党费上交，彻底“清空”
了一切。

70后的裴春亮是听着先进
典型的故事长大的。在外打拼
多年后，他响应新乡市委号召，
回到了家乡辉县市裴寨村。看
到乡亲们住着四面漏风的毛坯
房，他拿出个人积蓄，为每户村
民盖起了二层洋楼。世代缺水，
就修水库。紧接着，兴办企业，
家家分红。口袋富起来，脑袋不
能瘪。裴寨村建初心广场、盖习
书堂、办“裴寨广播站”，7名党员
每天傍晚坚持为群众读新闻、讲
党史。

白手起家的邓志军，8年前
响应号召，坚守诚与爱，打造了
一个有信仰有爱的社区——诚
城社区。诚城社区常住人口达

17万，为河南之最。作为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邓志军把
党支部建在15个小区，在138个
楼栋成立党小组，实行党建工作
网格化，做到“业主住在哪儿，党
组织就建到哪儿”。今天的诚城
社区，已成为全国文明和谐社区
的一面旗帜。

40年来，买世蕊用爱和责
任，传递着党的温暖，成为 200
多位荣军和孤寡老人的“女儿”、
500多名贫困儿童的“妈妈”。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
村庄到一座城市，从群体现象到
群体效应再到群体文化，新乡先
进群体精神不仅滋养着 8200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成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如何让先进不掉队、后进赶
先进？新乡市委形成了一套先
进典型调研评价办法，及时推出
教育培训、培养锻炼、跟踪管理、
岗位吸引、备用结合“五项机
制”，真正让典型健康成长。

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确定的全国
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河南
省委组织部“三学院三基地”
之一，成为河南、全国党员干
部淬炼初心的课堂。5年来，已
有 10多万人在这里接受党性再
教育。

典型引领，榜样带动，高
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新乡市成
为国务院批复的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2020年蝉联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整体工
作成功迈进河南省第一方阵，
经济综合竞争力跃居全省第 3
位，乡村振兴工作走在时代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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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典型是党的优质资源和
宝贵财富，是教育党员干部的鲜
活教材，是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和旗帜。

新乡先进群体一代接一代传
承，传承的是精神，是信心，更是
力量。近 5 年来，来自全国各省
市区的10多万人，在新乡先进群
体教育基地接受了别开生面的党
性再教育，不仅完成了各自的人
生升华，更找到了破解工作困惑
的答案。

新乡的实践昭示我们，党员
干部既干事又干净，基层党组织
有威信有力量，有更多先进人物
走在前、作示范，群众就更有信心
跟党走，就能汇聚起奋进新时代
的磅礴力量，向着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刘军旗）

典型引路跟党走
短评：

上图：2020年新乡市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
称号。
新乡日报记者 李宝忠 摄

下图：1960年新乡卫
河鸟瞰图。 李西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