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绵起伏的山坡上， 一道道
梯田错落有致、层层叠叠，这是不
久前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土城子
乡进行土地整理的成果。 明年开
春， 这些昔日的荒沟坡地将种上
耐旱保水的扁杏林， 既恢复保护
生态的绿水青山，又创造农民增
收的“金山银山”，绿色、富裕的美
好生活， 即将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上绽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 “报告给大家吃了 ‘定心
丸’， 这才有了满山遍野的土地
整理项目。” ６２岁的土城子乡平
顶山村党支部书记杜福明说， 大
家之所以选择种扁杏， 源于当地
近年来生态退化导致的 “小旱小
灾、 大旱大灾、 年年抗灾” 的无
奈遭遇。

土城子乡位于奈曼旗南部山
区， 土地总面积３０多万亩， 其中
一半以上是不宜种大田的荒沟坡
地。 由于耕地少， 很多沟坡也种
上了玉米。 土壤瘠薄、 质地松散
的沟坡， 在原有植被遭破坏后，
水土流失严重， 抵抗水旱灾能力
大大减弱。

今年，奈曼旗遭遇严重旱灾，
土城子乡旱情尤重， 全乡１５余万
亩耕地中有１３．５万亩受灾。 “春天
种了一茬作物，刚出苗就旱死了。
７月又种一茬，打的粮食还不够本
钱。 ”５８岁的村民邱友说。

就在大田作物因旱减产绝收
时， 前几年连续推进、 面积已达
７０００亩的扁杏林却郁郁葱葱 。
２００２年 带 头 种 扁 杏 的 杜 福 明
说 ， 当时旗里开展退耕造林，栽
的杨树、榆树最后都没成功。 “无
意中发现荒沟偏坡上的扁杏树没
人管却长得挺好， 就带着大家干
上了。 ”

问及扁杏收益， 杜福明给记
者算了笔账： 杏仁加工企业收购
扁杏核每斤５元，正常年景，成年
杏林亩产杏核２００斤，收入可达千
元；今年大旱，亩均收入也在８００
元，几乎与丰年大田收入相当。

今年的旱灾让村民们见识了
扁杏耐旱的优势， 大家纷纷动起
了种扁杏的念头， 但一个现实问
题摆在眼前。 “扁杏的盛果期五
六十年， 而本轮土地承包还有１０
年到期。” 杜福明说， “大家都
担心前期投入了， 后期受益人不
是自己。”

１０月１８日， 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当天很多村民们都在家中
通过电视收看总书记作报告，当
听到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时，村民们的顾虑被
彻底打消了。

１０月下旬， 邱友就忙着将３０
多亩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明
年全栽上扁杏， 林间空地种上荞
麦或中药等矮科作物， 这样扁杏
挂果前还能有收益。 ”

村民有了信心和底气， 当地

政府也积极扶持扁杏种植。 土城
子乡的扁杏种植已纳入退耕还林
和荒山绿化项目， 通过验收的扁
杏林可获补贴资金，同时，林业部
门还调拨３００余万元资金，为村民
免费提供扁杏苗木。目前，土城子
乡已进行土地整理的荒山面积达
２万多亩。

“每一棵扁杏树都是一口‘大
水井’！ ”奈曼旗林业局局长张春
民说，扁杏树耐旱且扎根深，有利
于保持水土， 十分适合在北方地
区用于改造荒山。

目前， 土城子乡已确定了以
扁杏种植推动生态建设、 带动农
民增收的发展规划， 计划两到三
年内扁杏种植达到总面积１０万
亩、人均７．５亩的水平。 以此计算，
仅扁杏种植一项人均年收入就为
７５００元。

“我们还计划对扁杏进行深
加工，提高附加值。 此外，连片的
扁杏林恢复了生态， 也成为春季
可赏花、秋季可观叶的自然景观，
以此发展生态旅游， 又可成为新
的收入来源。”土城子乡党委副书
记于洪峰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土地政
策， 让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情结更
深、更浓了！ ”奈曼旗委书记张华
说， “平整土地、 播种希望， 未
来将会有更多的荒山荒沟恢复成
绿水青山，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金山银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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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即将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

从矿工到外卖小哥的转型之路

“雪博会”巨型雪塑露芳容———内蒙古奈曼旗闯出农村绿色发展之路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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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2岁的外卖小哥李艳
明 ， 在北京东坝的美团外卖站
点送外卖。 李艳明来自河北省邯
郸市峰峰矿区， 3年前， 他和同
村的12个矿工一起来北京打工，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送外卖，
成为村里最早一批从矿上 “转
型” 的人。

李艳明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
矿区， 从他记事起， 村里人基本
都在矿上谋生。 2014年， 受煤矿
企业去产能影响， 矿工的收入锐
减。 “矿上收入低、 养家的压力
大。” 李艳明说， 他们这12个人
回乡后， 又带动了几十个人来北
京送外卖。

从矿工到外卖小哥， 有什么
变化？ “收入比矿工好。” 李艳
明说，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 因为
不认识路， 送了约600单， 拿到
手约5000元。 送外卖按单计酬，
加上底薪还有送货距离补助、 夜
间补助、 餐饮重量补助， 总体还
算满意。

“刚出来那年， 下大暴雨摩
托车电机进水， 车坏在半道上，
碰到一个同行帮我把车弄到修车

铺 ， 当时很感动 。” 李艳明说 ，
外卖小哥之间经常互相帮忙， 车
胎扎了、 电瓶没电了， 半路上总
能遇上同行帮助。

万事开头难， 李艳明起初特
别 怕 跟 客 户 说 话 。 “一 开 始
见 人 不敢说话 ， 低着头把餐盒
递上 ， 扭头就跑 。” 李艳明说 ，
现在他意识到送外卖跟客户打交
道挺重要。

外卖小哥风里来雨里去，遇
到恶劣天气连车带人摔倒， 是常
有的事。 “人摔了、餐盒也撒了，
只能给客户打电话解释， 跟商家
联系重新做一份再送。 ” 李艳明
说自己比较幸运，一般对方都能
理解，没遇过特别刁难的人。

“有一次下雪天给一位老人
送餐， 我双手递上餐盒时正好碰
上了客户的手， 老人说你的手怎
么那么凉， 顺手就要把怀里的一
个暖宝送给我。 我推辞了， 但是
老人一定要送给我。” 李艳明说，
这种温暖的感觉他一直记着。

李艳明感到， 这三年来外卖
行业的变化挺大， 不仅客户更能
理解外卖小哥 ， 连装备也升级

了。 头盔、 服装分冬夏款， 还有
蓝牙耳机。

“别人上班我们休息， 别人
休息我们上班 。” 李艳明介绍 ，
外卖一天24小时分三班倒。 一个
人一天下来至少要跑150公里 ，
摩托车电池每天带两块轮换， 一
般两年就要换一辆新车。

在北京很多大型商城， 几乎
每家餐厅都有外卖小哥来回穿
梭、 取餐的身影。 李艳明说， 每
天看餐厅配餐， 也看懂了点经营
的门道， 他的一个同乡上个月辞
职开了一家快餐馆。 未来， 他也
想攒点本钱开一家餐厅， 卖快餐
盒饭。 “快餐出餐快， 这样小哥
们等餐的时间短， 路上奔跑的时
间更宽裕。” 他说。

“家里两个孩子， 一家人全
靠我一个人工资养着。” 公司每
月安排放一天假， 但李艳明自己
不想休息， 除了农忙时节回老家
秋收， 一年最多回家一次。 每天
空闲时， 李艳明喜欢跟媳妇用微
信视频聊天 ， 媳妇总是叮嘱他
说： “挣不挣钱， 注意安全， 平
安就好。” 据新华社

12月14日， 第30届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大型主雪塑
《雪颂冬奥》 经过近百名雕刻师10余天的精心雕琢， 其主体部分基本
完工， 35米高的滑雪少女展露芳容。 主塑总长度近300米， 用雪量达6
万立方米。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记者14日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随着北方采
暖季的到来， 供暖价格成为价格
监管阶段性热点 。 从目前情况
看， 市场价格秩序基本稳定。

今年多个省份加快推进 “煤
改气” “煤改电” 政策。 从全国
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受理情况看，
共受理供暖价格问题2603件， 同
比小幅下降1.1%。 其中， 与天然
气相关的65件。 对天然气供暖价
格最为关注的依次是北京 、 河
北、 山西、 山东、 陕西等地。

按照关注度排名， 群众反映
的问题主要包括： 收取初装费、
建设费、 接口费、 安装费等配套
费用是否合理； 咨询天然气供暖
收费标准， 反映由于配套费用叠
加 ， 导致实际收费高于文件标
准； 改天然气供暖后， 取暖成本
增加 ， 如有市民反映 ， 煤改气
后， 小区供暖费用由19元/平方
米上涨至30元/平方米。

此外， 在其他供暖价格投诉
举报中， 反映最多的同样是收取
配套费用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

供暖价格成近期价格举报热点

新华社电 河南近日出台新
规定， 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其中要求， 因生产性事故
导致重伤的农民工要 “先抢救、
后结账”，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不
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抢救或治疗。

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落实长
期是农民工面临的难题， 因为费
用问题影响救治的情况并不鲜
见。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最近出台意见， 全面推行工伤

医疗费用实时结算， 确保农民工
发生工伤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治，
减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医疗费垫
付压力。

同时， 引导农民工参加工伤
保险。 特别是针对危险系数较高
的各类建筑施工项目， 要求在办
理相关手续、进场施工前，必须提
交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证明。
如果没有参保证明， 将被一律视
为工程安全施工措施不到位。

河 南

农民工工伤可“先抢救、后结账”

新华社电 四川省政府日前
印发通知， 决定在全省开展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要 求 全 面 检 查 摸 清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情况 ， 集中解决拖欠问
题， 确保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拿到
钱回家。

此次整治将对全省各类用人
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覆
盖， 重点突出在建工程建设项目
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 同
时， 行动还将对总承包企业直接
或受委托直接发放农民工工资、
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情况，
以及各地欠薪案件查处、 依法打
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

此次整治行动持续时间为
2017年12月10日至2018年2月14
日， 将分为组织宣传、 检查整治
和督查问责三个阶段 。 通知要
求， 各地要在保证全覆盖的基础

上， 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
型加工制造、 餐饮服务等行业为
重点， 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
排查力度， 做到辖区内的企业和
项目一个不漏。

通知还要求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这类项目
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的， 由本级
政府在2017年底前限时清偿， 在
问题解决前不得安排新项目开
工。 对其他工程项目欠薪问题，
要责令企业在2018年春节前限期
解决， 逾期不改的， 要依法从重
处罚。

同时，对符合《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情形的失信企业，要依规列入“黑
名单”，落实联合惩戒机制，在政
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
生产许可、 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
依规予以限制，使失信企业“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

四 川

确保农民工拿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