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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在外十几年的“月光族”袁明
华，如今终于告别多年的打工生涯，安
稳地回到了家乡——贵州省麻江县杏
山街道靛冲村。去年，在党委政府帮
助下，贫困户袁明华回家乡流转土地
种了 25亩中药材和 10亩蔬菜，让他没
想到的是，当年，这几项产业就让他挣
了 3万多元。

靛冲村与相邻的青山村、小堡村，
因地势偏远、交通不便，都曾是贵州省
的深度贫困村。由于产业小、散、杂，
土地撂荒严重，发展动力不足，这三个
村一度是麻江县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
的“硬骨头”。

如何实现连片深度贫困村脱贫
“突围”？麻江县从“单兵作战”变为
“握拳出击”。2017 年 9 月，麻江县结

合这三个村地域关系、人文资源、产业
发展都相近的特点，创新组建联合党
委，整合人、财、物等资源，实行弱村

“抱团”脱贫。
抱团后，联合党委开按照“联产统

一规划”的思路，先对土地资源进行整
合。杏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欧久华
说，联合党委共整合三个村土地 3870
亩，通过以销定产、长短结合模式布局
产业。
在他看来，成立联合党委既是凝心聚
力，又是联动联产，从此打破“一亩三
分地”的思维定式，三村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爆发出“拳头之力”。

蓝莓、蔬菜、中药材、花卉、生态养
殖……多项高效、规模化的产业在三
个深度贫困村生根开花，解决了一直

以来因土地零碎、各自为战，导致产业
难聚集、难发展的困局。

靛冲村第一书记莫兴诚说，一个
村种几十亩或几百亩，三个村加起来
规模就大了。“只有量上来了，才能算
得上是产业，也更有利于走向市场。”

袁明华参与的中药材种植便是搭
乘了“统一规划、共同发力”的“顺风
车”。联合党委与中药材公司签订协
议，公司不但提供种子、化肥和技术指
导，还会保底收购。欧久华说，正是产
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才吸引一些企业
前来，为发展订单农业创造了条件。

两年多来，一个个项目推进会议
让三个村“互动”多了，情谊也更加深
厚。你追我赶、携手并进的思想深入
人心，充分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

联合党委在品尝到“大抱团”的甜
头后，还推出“十户一体”的“小抱团”
发展模式，截至目前，组建联产业发展
主体 107 个，联环境卫生主体 136 个，
联社会治安主体 57个，在三个村的覆
盖率达 100%。

截至 2019 年 8 月，三个村共发展
产业 13 个，总投资 558 万元，帮助 667
户 2624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
生率也从联合党委成立前的 24.05%降
低至现在的 2.72%。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袁
明华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描绘出自己如
今的心情。今年 40岁的他，做起了产
业，不再“穷叮当”，明年春节就要迎娶
新娘，告别“光棍”生活，实现“脱贫脱
单”双喜临门。 （新华网）

秋收时节，中国西部万亩棉田棉
桃吐絮，渐次进入成熟期。田野间，看
不到忙碌的农民，配有 GPS 定位的先
进拖拉机正在作业。不远处，农用植
保无人机正喷洒落叶剂。田埂边，一
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俯身摘下几朵棉
花，攥在手里，久久凝视轰鸣的现代化
智能农机，眼神带着欣喜和一丝惊奇。

新疆石河子市的这块棉田边，站
着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86岁的金茂芳。作为那个拓荒岁月的
杰出女性代表，金茂芳驾驶拖拉机的
形象被当作原型印在 1960年版 1元人
民币上。

来到最熟悉的农田，她仿佛回到
了 67年前。在那个住地窝子、缺吃少

穿的年代，19岁的金茂芳因为个高、劲
大、敏捷被选为拖拉机手，开渠犁地，
一年四季不休息，誓将戈壁变成农
田。她曾创下 7年完成 20年任务的纪
录，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接见。

一直想看看拖拉机眼下变成啥样
的金茂芳，终于满足了心愿。“我坐上
面看看行不？”在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的
搀扶下，60 多年前的女拖拉机手坐进
了如今最先进的拖拉机。带有GPS导
航、动力换挡技术、驾驶舱还有空调的
国产拖拉机，让她又新鲜又羡慕。

“真不可想象，我 86岁了还能‘开’
上这么厉害的拖拉机。”金茂芳摸摸
这，看看那，笑得像个孩子，“我当时开

的斯大林 80号（拖拉机），操纵杆要 12
公斤的力才能拉动，现在咱们国产拖
拉机真不简单。”

在无数建设者奉献青春的新疆土
地上，如今，大功率、高性能、复式作业
农机装备，正快速更新换代。据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机械管理局统
计，全区棉花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
80%以上。

一批智能化、信息化机械装备正
运用到新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金茂
芳眼前的拖拉机也迎来一旁植保无人
机机群的“挑战”。充好电、加满药的
无人机，空地起飞，低空飞行，严格按
程序逐行喷洒，之后自动返航降落。
旁边的飞手只用一部手机即可完成操

控。
20多岁的飞手指着手机屏幕给金

茂芳细细讲解植保无人机作业原理，
老人听得津津有味，目光随着无人机
飘向远方。

今年年底，新疆植保无人机有望
突破 5000架，累计作业面积将达 4000
万亩次。近年来，新疆在农机购置补
贴、新型农机技术推广等方面出台一
系列政策，为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再
创有利条件。

金茂芳还会看到，越来越“智慧”、
越来越“绿色”的农机，将继续改变中
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改变千千万万农
民的生活。

（新华网）

瑶族汉子廖振毅和母亲坐在新住房的门
前，看人来人往，母子俩有说有笑的脸上，洋
溢着满满的幸福。“这两年，我一家生活发生
了大变化，这在以前想都想不到。”他说。

廖振毅家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
乡可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一家 5口住在
一套 90平方米的新住房里，明亮的房间，崭新
的物件，整洁的家居，让他这个新家看起来简
朴又舒适。

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
区，境内石山巍巍，全县面积 4000 多平方公
里，石山面积占 89%，素有“石山王国”之称，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十三五”期间，全县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达 10511户 46747人。

搬到这里之前，廖振毅家离这 20多公里，
交通不便，全屯人住的都是泥土房，上一层存
放粮食杂物，中间一层住人，下面一层养猪鸡
鸭牛羊。
2016 年以来，都安瑶族自治县按照“精准规
划、精准搬迁、精准帮扶、稳定脱贫”的思路，
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截至 2019年 8月 20日，全县 20个安置新
区计划建设的 11110套（栋）安置房已完成主
体建设且全部达到搬迁入住条件，有 18个完
成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搬迁入住（含交钥匙）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558人。

2017 年 8 月 29 日，乡亲们一起搬到三只
羊乡可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新区建成
联排式安置房 210 栋，距离高速公路出口仅
2.5公里，安置贫困人口 210户 1069人。

廖振毅的住房是一栋一层半小楼，厨房
有燃气、自来水，客厅有电视、沙发，卧室有新
买的床铺、衣柜。“以前，我家住的是泥土房，
一阵风刮来，灰尘泥土纷纷掉落。”廖振毅在
新住房里比划着说，以前每次遇到狂风暴雨，
一家人晚上都无法睡个安稳觉，害怕整座房子被风雨吹倒。现在，
一家老小不再担心晚上风雨刮倒房子了。

可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住户的新住房，几乎都是廖振毅家
这样的布局摆设。记者进门时，同样来自龙牙屯的余万合正在厨房
里用燃气做饭，他说，搬迁前都是烧柴火做饭，每当生火，泥房里烟
尘缭绕，不方便也不卫生。

离余万合家不远处的新区广场上，7岁的余筱蝶和几个小朋友
在展览的老照片上寻找搬迁前自己的老房子。记者上前一看，这些
老照片上的村屯，和廖振毅搬迁前的龙牙屯几乎一模一样，山石嶙
峋，泥房连片，有些住房已经破败不堪。看到记者带着相机，几个蹦
蹦跳跳的小朋友，争相拉着记者到他们新住房门口帮他们照相。

这是都安瑶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生活的一个缩
影。全县 20个安置新区，有的紧靠大路，交通便利；有的傍着河水，
环境优美；有的临近县城，就业路广。已经搬出大山的人们，正在

“瓦房变楼房”的新家园，过着美好新生活。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都安瑶族自治县在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通过“贷牛
（羊）还牛（羊）”全产业链扶贫模式、“扶贫车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
转移就业等措施，促进搬迁群众持续增收。

廖振毅所住的新区也建有“扶贫车间”，但他在新区开办一家小
商店。“政府帮我办好各种证件执照，扶持我一台冰箱，出钱帮我购
进第一批价值 3000元左右的货物。”廖振毅说，在政府引导扶持下，
他这个从没做过生意的大山人，开始做起了买卖。

记者到访时，廖振毅正在商店里摆放各种货物，不时有乡亲前
来购买东西。“以前，我连怎么进货都不懂，现在能和外面各个商家
讨价还价谈生意了。”

忙完商店里的事，48岁的廖振毅拍拍手，挨着 87岁的母亲坐在
新住房的家门口拉家常，幸福的笑脸在秋日的阳光里尽情绽放。“现
在，我这个商店两个月的生意收入，就相当于搬迁前在老家种一年
玉米的收获。”廖振毅说。

廖振毅说，住房从茅草房到泥土房，再到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楼
房，交通从步行翻山越岭，到现在家门口车来车往，老母亲见证了时
代的变迁，亲身感受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给大山贫困群众带来的
实惠。每天，老人家一有空就坐在家门口，和一起搬到这里来的乡
亲拉家常，畅谈新家园、新变化、新生活。 （新华社）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
根据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
兴业提供制度保障，是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
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 10月 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作为我国优化
营商环境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是各地区、各部门优化营商环境实
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充分反映了
社会各界的诉求和心声，充分凝聚了全
社会的广泛共识，是一项史无前例、开
创性的工作。

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市场
主体需求，以深化“放管服”为主要抓
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出了诸
多富有成效的改革举措，打出一整套有
力有效的组合拳，各地区、各部门在实
践中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的营商环境明显
改善。

“但是，我国营商环境还存在很多
突出的短板和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地再
发力、再加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副局长
张要波表示，优化营商环境非常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强化法治保障，把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张要波表示，当前我国在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政策文件、改革
举措和经验做法，但从根本上还缺少一
部专门优化营商环境的法规，《条例》的
出台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在我国营商
环境建设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标志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

进入新阶段。
同时，张要波表示，制定《条例》这

样一部专门行政法规，一方面可以把近
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经验做法，变
成全社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
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
力的保障和支撑；另一方面，《条例》的
出台也向外界展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以及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通过法治化手段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最大限度激发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
造活力，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对
于稳增长、促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宁吉
喆指出，《条例》针对我国营商环境中的
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水
平，从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作出相应规
定，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系统集
成、高效协同，有利于加快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用实践夯实良法基础

作为我国营商环境领域的首部法
规，《条例》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

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
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
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既全面系
统又突出重点，既有原则规定又有具体
要求，为各地区、各部门在实践中探索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留出了
空间。

据悉，《条例》涵盖了市场主体保
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
治保障等营商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对
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涉及的各个领域进
行了制度化规范，同时聚焦市场主体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对标国际一流
标准，推广国内最佳实践，明确了一揽
子制度性解决方案，推动各级政府深化
改革、转变职能。

宁吉喆表示，《条例》围绕建立健全
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进行了制度
设计，“比如，明确国家依法保障各类市
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对待内
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
体，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
系。同时，对压减企业开办时间、简化
企业注销流程等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作
了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便于操作，有

助于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条例》出台之前，辽宁、吉林、黑龙

江、陕西、河北等地已先行先试出台了
一些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性法规。对
此，张要波表示，《条例》的制定既不能
脱离现行经验做法，也不能简单地把现
行做法直接转化成法言法语，而是要从
制度层面去巩固提升，以确保《条例》足
够的含金量和制度价值。

据介绍，《条例》起草过程中，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司法部广泛征求了 60
个中央有关部门、37个地方政府、11个
研究机构、37家行业协会商会和 5个民
主党派中央共计 150个单位的意见，还
召开了 17场专题会，听取了 150家内外
资企业、50个城市分管市领导、50位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美国驻华商会、
欧盟驻华商会等机构的意见，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17063条，为良法善治奠
定了坚实基础。

补短板更要抓落实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下一
步，重点要抓好《条例》的贯彻实施。”宁
吉喆表示，《条例》以立法形式彰显了党
中央、国务院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
心，是对各类市场主体作出的庄严承
诺，要以《条例》出台为新起点，努力实
现 5个“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再推
动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进一步清
理规范各类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

“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二是进一步推进公正监管。在市

场监管领域推进跨部门“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
监管等执法方式，对违法者依法严惩、
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共享经济、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实
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三是进一步做到简政便民。持续

减少和规范证明事项，精简公用企事业
单位索要的证明材料，2020年 6月底前
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效解
决烦扰群众的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
明、重复证明问题。加快整合政务信息
系统，构建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力
争到 2022 年前，全国所有政务服务事
项全面实现“一网通办”，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四是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投资兴
业的信心。落实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证照分离”、简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等措施，今年底前在全国将企业开办
时间压至 5个工作日以内、办理用电业
务平均时间压至 45个工作日以内。同
时，抓好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小微企

业金融债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相关
政策落实，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降低融资成本。

五是进一步完善制度法规。《条例》
涉及面广，与现行的上千部法规文件密
切相关，有必要加快配套制度“立改
废”，对符合改革方向的创新性做法和
具体程序、条件仅作原则性规定的，需
要加快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对不符合

《条例》精神的法规文件要进行必要修
改完善，确保相关法规文件与《条例》保
持一致。

“我们要以《条例》出台为契机，找
短板、补弱项、抓落实，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
境。”宁吉喆说。

(经济日报）

优化营商环境首部综合性行政法规出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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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麻江贫困村“抱团”脱贫记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和智能农机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