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幸福叫春节回家过
年， 有一种执着叫过年一家团
圆。 乡音、 乡情和乡亲， 是百
姓人家最难舍的情感。 远行工
作的人已经离开家快一年了 ，
家乡有没有新变化？ 老乡们这
一年来过的好不好？ 在春节期
间， 本报记者带着探访家乡的
任务回乡过年 ， 湖南 、 山西 、
河北、 河南、 天津、 北京京郊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 家乡
生活环境、 基础设施、 过年方
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家乡每
一年、 每一点的悄然改变， 都
是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 社会
发展进步的体现。 过年， 过的
就是这一年的好日子 ； 探亲 ，
看的就是家乡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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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兴旺 文/摄

省定贫困村的攻坚战

在我的老家， 一个湖南省中西部的偏远山村，
给我打小以来留下的印象就是，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穷相同。“天高皇帝远，田少石头多。”记忆
中的老家，风景是美丽的,贫困也是让人揪心的。

我的老家名叫瓦子坪村，隶属于湖南邵东县廉
桥镇，全村660户2850人。到2015年时，村里还有贫
困户118户420人，相当于七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挣扎
在极度贫困线上，因此，瓦子坪村也被湖南省列为
省定扶贫攻坚示范村。这是一场挨家挨户入户对口
帮扶的恶仗，当地党委政府也拿出了最大的决心。

从2015年起， 邵东县安排财政局组建扶贫工
作队进驻瓦子坪村对口帮扶， 县委书记沈志定亲
自挂帅担任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 县财政局局长、
副局长均披挂上阵， 日常驻村帮扶工作则由三位
财政局干部和一位镇干部担当。

一场前所未有的“山乡巨变”就此展开，两年以
来，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
通村公路780米，同时拓宽整修了县道线，道路的问
题基本解决；水塘加固29口，灌溉保收问题有了把
握；饮水工程投资180多万元，户户用上自来水；光
伏发电60千瓦，特色种植300亩，成立农村专业合作
社两个，年增加集体收入6万元；危房改造上百户，
灰黄破烂的土砖房基本被消灭；新修的村民文化广
场4000多平方米，卫生室、图书室、会议室和广播系
统建立起来了。 基础建设的改善犹如打通了动脉，
沉寂的山村开始有了发展新动力。

对于贫困户，村里的干部介绍，每一个贫困户
都与驻村干部结对子，不脱贫就不脱钩。 在新修的
村委会墙上，所有的结对子名单都对外公示。 入户
帮扶的关键还是要一户一策， 以2017年为例： 对
种植户提供生产资料， 支持其种植中药材， 21户
为此增收； 介绍有劳动力的家庭就近进城镇打工，

30户有了稳定的打工收入； 10户人家通过养猪养
鸡改善了生计； 15户因为免除了其子女入学负担，
从而不再有后顾之忧； 利用大病医疗和新农合政
策解决了15户的医疗负担， 防止其因病返贫。

“我们对35个贫困户采取2项以上的措施帮扶，
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则采取低保兜底的办
法。” 村主任唐盛章介绍， “全村余下的未脱贫的
45户将在2018年全部脱贫。”

“历朝历代靠挑水吃的老乡们全部用上了自来
水。” 村民周大婶家里装上了热水器， 一拧开水龙
头就有热水用， 她告诉记者， “水电气的问题一
解决， 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与城里人媲美了。”

“路通了， 山货不愁没销路了； 农村合作社与
特色种植来了， 土荒的问题就少了； 水引进来了，
灌溉与生活都方便了 。” 村委委员周长明介绍 ，
“文化广场建成后， 村民文化生活丰富了。”

老家的人， 人穷却志不短， 这是最让我欣慰
的事。 据村干部介绍， 这几年来， 村里没有一户
一人冒领扶贫款项， 没有一个青壮年躺在扶贫政
策上吃饭， 也没有出现一起违法犯罪事件。

因为贫困而桎梏了祖祖辈辈的瓦子坪村， 正
迈向全面小康。 这个养育了我的古老山村， 正在
成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缩影。

我的家在河北省安新县， 在2017年4月1日以
前， 别人问我是哪里人， 我都会说保定或者白洋
淀。 因为如果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安新人， 99%的
人表示 “不知道这是哪里”。 但是现在， 再有人问
我是哪里人 ， 我都会报给他们一个响亮的名字
“雄安”。

因为成为了新区， 我的家乡有了很多的变化，
由于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家乡的这些变化，
我大多都是从新闻和家乡好友的微信朋友圈里了
解到的。 而在今年这个春节， 我亲身感受到了家
乡的新变化。

最近几年， 奶奶家的冬天特别难过， 室内温
度直线下降， 必须穿棉衣才行。 所以， 今年回老
家前收拾东西， 按照以往经验， 我将厚厚的家居
服和暖水袋都塞进了行李箱。

没想到今年奶奶家很温暖。 我是一个非常怕
冷的人， 在北京的暖气房里， 我都灌个暖水袋踩
在脚下才能入睡。 可这个春节假期， 在奶奶家居
然不需要。 因为孩子们每天晚上都喊热， 家长把
被子换成薄单子， 房间里放了一盆水增加室内湿
度， 才让孩子们舒舒服服的入睡。

最初， 我以为奶奶家变暖和是因为换了物业
公司的缘故， 后来才知道并没有那么简单。 同学
聚会的时候， 跟一位老同学聊天才知道， 他家的
小别墅， 以往冬天室内温度也不行， 在家待着要
穿羽绒服， 今年突然27度， 他都换上短袖了。

后来，我小小调查了一番，才知道，供暖季前，
雄安新区开展了“煤改”，安新县城区范围内，51个

单位或者居民小区的59台燃煤锅炉进行了替代改
造，改用天然气取暖，并且给予取暖费补贴。奶奶家
以前冬天取暖费是每平方米21元，现在补贴完是22
元，虽然贵了1块钱，但是温度明显上升了。

确实， 今年在老家的亲友们都反映， 这个冬
天， 雾霾天明显变少了， 蓝天变多了。 我想， 这
样的变化应该不仅仅是 “煤改” 带来的。 早在去
年4月宣布成立新区后， 很多污染型企业， 比如曾
经作为区域经济支柱的鞋厂、 服装厂、 羽绒厂等
就都停工了。 “千年秀林” 工程也在持续推进中。
今年春节前， 雄安三县还出台了禁放烟花爆竹的
相关规定。 以安新县为例， 主城区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 而允许燃放时间仅为农历除夕、 正月初一、
正月初五、 正月十五、 二月初二， 其他时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 如此看来， 暖气
更热了， 污染变少了， 还只是新区变化的 “初级
阶段”， 更大更好更美的变化还在后面， 我和家乡
的亲友们都在期待着。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暖气热了 蓝天多了

湖南邵东县廉桥镇：

河北安新县：

扶贫办要求村干部带着感情扶贫

老人孩子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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