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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乡11年，她和凤柳村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劳作
在地头、先后被认定为“陕西省首批高级职业农民”

“陕西高素质农民领军人才”“陕西省农民技术高级
技师”“铜川市回乡创业先进个人”“年度农民增收先
进典型”“铜川十大优秀青年”“全国青联委员”等
称号。
  她就是耀州区董家河凤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耀州区天茂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继宏。
提起她，人人竖起大拇指夸赞。她却腼腆地说：“我
只是一个成长在村子里的普通农民。”

从“门外汉”到“土专家”

  “2012年，我决定返乡创业，一家人为我倾尽所
有，换回了300只羊。我还把婆婆这个‘农牧技术
专家’从城市动员到咱们这个山沟沟，搞起了杂交
改良。丈夫见我辛苦忙不过来，也从杭州的老板
变成了铜川农民 ，整天开着三轮车 ，去地里割
草……”何继宏眼睛里闪着泪光说起创业的艰辛
路程。
  天道酬勤。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何继宏通过不
断学习，逐渐掌握了养羊的技术。2015年，232只羊出
栏了，接近30%的年收益率，不仅更加坚定了何继宏
的信心，也改变了乡亲们的看法和想法，于是，天茂
养殖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从刚开始的20多户，到现
在带动300多个养殖户发展肉羊三产融合共同致富。
  凭着对羊群的科学化管理，何继宏的养殖事业
逐步走上正轨，同时建成了肉羊种羊繁育、职业农民
培育双基地，何继宏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羊“土专
家”。

无私奉献彰显人间大爱

  “一枝独秀不是春，产业帮扶同致富，这就是我
这个女羊倌回乡创业的初心。”何继宏笑着说。
  2016年10月，耀州区推行产业扶贫政策帮助贫困
户脱贫，何继宏主动和区、镇政府联系，自筹资金1000
万元，打造“合作社+产业园+贫困户”的肉羊产业扶
贫模式和“肉羊产业+企业+配套服务业”的村域经济
发展扶贫模式，建立2个肉羊养殖基地、1个养殖扶贫
产业园，年出栏肉羊1万只以上，带动2个镇12个村
322户贫困户发展肉羊产业，户均年收入过万元，帮
助300多户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被评为“陕西省
产业扶贫先进典型”。
  近年来，她一直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坚持
扶贫救困，资助贫困学生，累计捐款捐物达20余万

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连续奋战在一线，同
时捐赠5万余元物资，充分发挥了高素质农民的担当
精神。
  在青春之路上，有的人因时尚而美丽，有的人因
奉献而光彩，有的人因自信而进步……而何继宏的
青春路，就是洋溢着爱心的产业路，充盈着正能量的
扶贫路，散播着信仰的奉献路。

“我的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梦想在前，任重道远，坚定的信念才是照亮前
路、鼓舞人心的灯塔。2021年，她当选为凤柳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从经营一个企业到带动一方产
业，如今，又勇敢挑起乡村振兴的重任，为当地农业
提质增效，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
  “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生活，是我返乡创业的最大
心愿。但我深深地知道，想要帮助他人，自己必须先
强大起来。我认为‘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是创业
成功的法宝，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我的脚步永远都不
会停下来。”何继宏说。
  为了更好地奉献社会、服务群众，何继宏开展了

“村企共建”系列活动，通过“党的组织共建、联结模
式共建、环境治理共建、乡风文明共建”等活动，逐步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村企结对链接工作机制，对
于落实党的政策、提高带动效能、培育良好新风、发
展生态文明，最终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组
织保证、思想引领和路径探索。
  岁月见证初心，奋斗践行使命。两年来，在何继
宏带领下的村两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
干、锐意进取，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按市场规律发展
混合经营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搭平台、引人才、促
发展，走出了一条“集体主导、企业赋能、政府推动”
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以园区配套服务、
设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乡村建设以及肉羊三产融合
发展五大产业板块，搭建起来了乡村五大振兴的四
梁八柱。
  路虽远，行将至；事虽难，做必成。在父老乡亲
期盼的目光中，何继宏笑得爽朗而自信，她说，她
将以实现五大振兴促进村民增收为下一阶段目
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
众，用青春的热血、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灿烂的
明天。

让青春在凤柳村这片热土闪光
本报记者 谢艳素

  本报讯 （记者 谢艳素）近日，铜川市
通报2022年度市级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成效考
核情况，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税务局获得考核
评价最高等次，自2019年以来连续四年获得该
成绩。
  2022年，铜川市税务局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以过硬的措施、过强的执行力，确保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
见实效。
  加强领导，夯实责任。成立了乡村振兴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了领导班子主责、承办科室
主推、帮扶干部主帮、驻村干部主干的“四位一
体”帮扶工作机制；结合实际，签订定点帮扶单
位计划书，制定包扶户个人帮扶方案，建立定
期检查和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了“1名处级领
导+1名科级干部”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包
扶机制，组织18名帮扶干部深入18户帮扶户开
展走访活动，逐户逐人逐项查漏补缺。
  配强力量，加强管理。严格落实驻村干部
相关待遇。为了确保驻村干部下得去、待得
住、干得好，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慰问和走访，了
解其工作生活、健康状况、思想动态和现实困
难，帮助其解决后顾之忧；建立驻村干部定期
汇报工作机制，每半年听取一次驻村干部工作
开展情况，了解帮扶工作动态，指导开展相关
工作。
  结合实际、积极作为。筹措资金，帮助改
造葫芦村委会办公用房，解决了葫芦村办公条
件差、村民培训无场所的问题；积极协调专项
资金，用于葫芦村窑科组巷道硬化工程，改
变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协调铜川市体育局
为葫芦村文化广场配置了篮球杆、乒乓球
台、漫步机等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开展“爱
心不停息 暖冬在行动”棉衣捐赠活动，铜川
市税务局机关干部和耀州区运管所干部职工
共为葫芦村群众捐赠棉衣300件。

铜
川
市
税
务
局
倾
情
帮
扶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日，市森防办组织
市森林消防救援队、耀州
区董家河消防队、王益区
黄堡消防队、印台区陈炉
消防队等7支队伍参加了

“集结2023”陕西省森林草
原火灾扑救跨区域实战拉
动综合演练。我市参赛的
7支队伍全部被陕西省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授予

“陕西省森林草原消防A
级专业队”称号。
   通讯员 李浩摄

  1982年初秋，我在榆林老家考上了高中，谁知刚
在米脂桃中念了两周高一，却因患黄疸肝炎被迫休
学。无奈在家打针治疗了二十多天，病情虽有好转，
但上学的事已就此耽误了。我怀着无奈的心情，在
那个寒冷的冬天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学不能继续上了，我能干点什么呢？转眼间，春
节过后，父母让我跟随三姨夫在紧邻县城的官庄村
打工。三姨夫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负责给米脂县
机械队修建家属院。当时我心里想，修建什么不重
要，每天能挣多少钱才是重要的。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打工。我骑着一辆破旧的
自行车，后座带着用蛇皮袋子装的铺盖卷。到工地
后，我的宿舍被安排在县机械队一孔旧窑洞里，与三
四个工友同睡一个土炕上。由于这孔窑洞多年没住
过人，也没条件生火，晚上我时常会被冻醒。那天晚
上，我成了一名农民工。
  县机械队是一个公家单位，修建家属院其实也
就是盖一排十几孔石窑洞。起初，为修建窑洞准备
材料，在三姨夫的带领下，我们七八个工友在一座石
山里打石头。说起打石头这个活，倒也不是很累，但
主要的是不太安全。我干的活是打炮眼，稍带做一

些杂活。每当点炮时，在这个石头山上，很难找到比
较好的躲避处，经常有工友被石头碰伤。因为我比
较瘦小，所以比较容易隐藏，一直平平安安的。
  当工友们把石头准备差不多了的时候，几个匠
人师傅把一块块大石头开成石料，然后将一块块剔
成面子石，小工们用架子车把开好的石料和面子石
拉到修建窑洞的地方。随后，有部分小工们开始挖
地基，那个时候都是人工挖的。在正式动工修建窑
洞时，我主要干的是调沙、提泥等辅助匠人的活，这
个活儿看似轻松，其实很累人的。苦累的程度超出
了我的想象，至今想起来，总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在
心头。
  由于我不会技术活，只能干些又苦又累的小工
活，譬如扛石头。劳动的艰辛我能够承受，却难以忍
受精神的折磨。比如，我经常受到一些工友的欺负。
记得那个时候，一个匠人，三十岁出头，总是专挑我
的毛病。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发生了口
角，他见我不顺从，最后撂下了一句话：“等着慢慢收
拾你。”
  事后，我怕这个匠人折磨我，私下和一个提泥的
工友进行了岗位调换。说来也巧，时隔三十多年后

的一个夏天，我回老家探亲，在火车站碰巧遇见了这
个匠人。我走过去，向他打招呼并自我介绍，可他怎
么也想不起来我。
  后来通过别人得知，这个匠人在工地上被石头
砸断了腿，庄稼活也干不了，只好骑电动三轮车接送
客人维持生计。
  修建窑洞准备各种材料相对时间长点，真正建
造时是很快的，不到半月，一排十几孔窑洞就修建好
了。那次打工，我算了一下，从出家门到回家，估计
有两个月时间。工地完工后，我没有拿到一分钱。
临走时，三姨夫说，等到过年时肯定会结算。
  那年秋后我就去部队当兵了。直到现在，我也
不知道那次打工挣了多少钱。钱多少已经不重要
了，因为我收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它激励我走好
人生的每一步。
  因为当时农村青年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考学
上大学，二是当兵到部队发展。我自知考学无望，就
选择了当兵。正是因为我经历了那次打工的艰难，
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磨炼，我才决定一定要当兵去，
摆脱穷山沟，走向部队，走向新的人生。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打工历史时，心中充满了无
限感慨。当年，如果我不退学，继续读高中，按照我
当时的学习成绩和高考录取分数线，我是绝对考不
上大学的。毕业后，我或许没有当兵的想法，会一直
在家里帮助父母干农活。
  我庆幸当年自己经历了磨难。人一生走的路很
多，但关键的就几步。选对了柳暗花明，选错了抱憾
终身。我要感谢那次做农民工，它是我人生的一笔
宝贵财富。

我也当过农民工
刘胜平

  不负春来好时光，黄芩采收正当时。眼下，正值中药材黄
芩的采收期，在印台区王石凹街道炭庄塔村，大型农用机械在
田间忙碌地穿梭行驶，一根根黄芩破土而出，农户们手提竹笼，
繁忙而有序地捡拾、装车，采收现场热闹非凡。
  “中药材黄芩种植项目于2019年实施，总投资67.5万元，其
中衔接资金30万元，种植黄芩330余亩，经过三年的生长，目前
进入采收阶段。今年我们预计产量达500公斤/亩，预估每亩收
益3000元。在采收期，我们投工投劳300余人次，通过劳务带动
农户平均增收1000元以上。”王石凹街道炭庄塔村党支部书记
郭东庄说。
  黄芩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凉血
止血等功效，是我国四十种大宗药材品种之一，已有两千多年
的应用历史，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炭庄塔村结合自身昼夜温差
大、光照时间长，全年降水量偏少，土质疏松等地理优势，为产
出高品质、高产量的黄芩创造了有利的生长条件。
  近年来，王石凹街道立足辖区实际，依靠地域和中药材
资源优势，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为目标，不断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目
前，全街道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初步形成种植、采
收、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发展，中药材种植已经成为农民增
收的新亮点。

印台区：

风吹黄芩香 春来采收忙
通讯员 李庆华 王瑜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 赵文君）记者23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实
施。办法明确提出，规范牙膏功效管理和标签要求，规范功效
宣称范围及用语。
　　为贯彻落实《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发布《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办法明确，牙膏备案人对牙膏
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牙膏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管
理，诚信自律，保证牙膏产品质量安全。
　　办法规定牙膏实行备案管理，牙膏新原料按照风险程度进
行注册或者备案管理，并实行安全监测制度，安全监测期满未
发生安全问题的牙膏新原料，纳入国家药监局制定的已使用的
牙膏原料目录；继续沿用现有牙膏生产许可制度，对牙膏生产
颁发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减少对行业的影响。
　　此外，办法在法律责任部分还列举了依照《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规定和参照适用《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化妆品
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情形，进一步明晰了企业主体
责任。

规范功效宣称范围及用语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将于今年12月起实施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刘诗平）记者24日从水
利部了解到，为修复河流生态环境，水利部近日公布《母亲河复
苏行动河湖名单（2022—2025年）》，永定河等78条河流、白洋淀
等10个湖泊名列其中。
　　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母亲河复苏行动聚焦河道断
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水利部在组织全面排查断流河
流、萎缩干涸湖泊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河湖生态环境修复的紧
迫性和可行性，将永定河、潮白河、黑河、白洋淀、团泊洼、岱
海等88条（个）河湖纳入2022年至2025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
名单。
　　水利部要求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加
快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工作，强化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好河流生态流量、湖泊生态水位、
河道外取用水、关键断面过流状况、地下水位变化、河湖水质、
水生态变化等情况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动态掌握母亲河治理修
复情况。

我国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