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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郑旺盛的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光明的
道路：弯柳树村奔小康纪实》，正式由
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向全国出版
发行。

据悉，本书是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
版社新时代中国乡村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推荐作品，是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
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图
书。本书主人公是河南省省派驻村第一
书记宋瑞，2018年，宋瑞曾荣获“全国扶
贫攻坚贡献奖”，并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接见。

宋瑞连续四任选择坚守河南信阳
息县弯柳树村扶贫攻坚。八年的时间
里，她在弯柳树村探索与实践出了一条

“传统文化扶心志，党建为本领思想，
产业发展奔小康”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之路。

脱贫攻坚让弯柳树村旧貌换新
颜。曾经冷漠的人心变得温暖了，变得
善良了，变得知书达理了；曾经满是垃
圾的村庄，天蓝了，地绿了，水清了，花
开了，鸟来了。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
群人，农民的内生动力从未像今天这样
被激发起来，党员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从
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振奋。这片土地由
此变得生机勃勃，这些农民由此对美好
的生活信心满满。

弯柳树村脱贫奔小康的探索与实
践有力地证明：贫穷并不可怕，贫穷也
并不是不可改变。越是贫穷的地方，人
民对决战贫困、摆脱贫困命运的渴望和
向往就会更加强烈，贫穷有时更能激发
人内心潜藏的无穷的精神和力量。因
为有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为有了国

家的扶贫政策，因为有了传统文化的化
育人心，人民群众在脱贫奔小康中爆发
出了无穷的能量。

让农民真正脱贫，让农民真正幸福，
让乡村真正振兴，弯柳树村脱贫奔小康
的模式可谓是“乡村正道”，这条道路光
明而灿烂。今天，中国农民，中国农村，
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像宋瑞这样优秀
的共产党员、驻村第一书记；中国农民，
中国农村，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迫切需要更多的像弯柳树村这样充满内
生动力、生机勃勃的村庄。弯柳树村的
发展模式，无疑可以给中国广大农村的
发展提供学习实践的典范。

作家郑旺盛在该书引言中说：长篇
报告文学《光明的道路：弯柳树村奔小
康纪实》是应运而生的作品，它为中国
农民的命运而写，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而
歌。作为一个作家，我将满怀赤诚和真

情，全景式书写记录中国一个省级贫困
村——弯柳树村在党的领导下打赢脱
贫攻坚战、走上乡村振兴之路的成功探
索、跌宕历程和非凡成就，为解决好中
国“三农”问题提供一个具有示范意
义、典型意义的范例。

作家在本书的创作札记中感慨说
道：文学的精彩，奉献这个伟大的时
代！吾以吾心去感悟，吾以吾心去创
作，以满怀真诚的心去讴歌、书写这片
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文学
的力量告诉读者一个名叫宋瑞的驻村
第一书记的坚守、奉献和奋斗；告诉读
者一个克服重重困难、带领群众摆脱贫
困奔小康的弯柳树村华丽转身的传奇；
以文学的书写和力量去感染读者、感动
读者，让他们一同感受这个伟大的时代
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最激动人心的故事。

作家还激动地说：“我愿《光明的道
路：弯柳树村奔小康纪实》这部书能以
真挚的情怀、奋斗的精神、文化的力量
打动每一位读者的心，让每一位可敬的
读者从中收获一种质朴而高尚、平凡而
伟大的精神，感知共产党人所拥有的、
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感知人民群众被
激发内生动力后所焕发出的昂扬激荡
的力量和智慧。

作家郑旺盛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报
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迅
文学院第 24 届高研班学员，曾出版长
篇文学作品《庄严的承诺一一兰考脱贫
记》《大晋女杰荀灌娘》《大唐女杰花木
兰》《辛亥女杰刘青霞》《震撼日本列岛
的中国英雄》《阳光的声音》《悟通真
佛》《觉悟者佛：恒鹰传奇》《小村大道》

等多部中短篇文学作品，并多次被《人
民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刊发，其作品
先后荣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中
国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山杯世界华人长
篇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
长篇报告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
程奖等多个奖项。长篇报告文学《庄严
的承诺》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国务
院扶贫办和河南省扶贫办的高度重视，
该书被列入焦裕禄干部学院、大别山干
部学院等干部培训学校学员学习书目；
长篇报告文学《小村大道》出版后先后
多次再版重印，被河南省委组织部列为
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的必读书籍，全国
先后有将近 300 个市县的党员干部参
观团来到本书所写的弯柳树村参观学
习。 （郑 文）

“瞧，那个蓝色大长臂的家伙究竟是什么呢？”“不知道
啊，以前从来没见过。”一清早，钢筋加工厂的工人们聚集在
一起，观看这个蓝色大家伙的表演秀。它只有一只独臂，粗
简的身体构造丝毫不影响它的演出质量，只见它缓缓抬起前
臂，精确地将“手”移动到表演起点处，瞬时，它的“手”与钢
筋之间擦起了金黄的火光，几秒过后，一件焊接好的钢筋条
便呈现在工人面前。无论是从效率、质量或美观度上来评价
这件作品，蓝色大长臂的手艺都令人赞叹。这就是中交二公
局东萌公司国道G360项目的“新朋友”——掌握一流焊接技
艺的机器人。

当初，为了将这位“新朋友”请进钢筋加工厂，也是费了
一番功夫。目前，钢筋加工厂引进的卷笼机、弯曲机等钢筋
机械设备均来自于山东济宁的一所自动化设备公司。一个
半月前，钢筋加工厂负责人万一方实地考察了这台机器设备
后，它的“手艺”确实无话可说，然而引进这台机器要投入的
成本也不容小觑。老万彻夜未眠，反复考量各种利弊得失，
最终决定尽快迎接“新朋友”。然而，机器人在即将被运过琼
州海峡时遭遇台风，被迫在港口停留。老万整天提心吊胆，
生怕机器人受一点小伤，每天时时关注台风动态，和港口工
作人员 24 小时保持联络，询问通航时间。好在此次台风级
别不大，三天后，机器人终于顺利抵达钢筋加工厂。于是便
有了一大早工人们的热情围观。然而，当他们得知这个大家
伙是干什么的，以为是来抢他们饭碗时，工人们高涨的心情
瞬间凉了一半。

钢筋加工厂的电焊工人都是至少有 5 年焊接经验的老
手，他们虽然对机器人的焊接工艺示以赞扬，但也并不服气，
于是提出要和机器人来一场公平公正的比赛。为了能让“新
朋友”和工厂工人“老朋友”和谐相处，工厂举办了一场竞
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现场瞬间火光四起，谁也不甘
落后。结果证明，在质量和美观度方面，机器人的焊接技艺
确实优于人工焊接，但机器人焊接需要提前设定程序和数
值，焊接过程较为死板，而人工焊接则较为灵活，能依据不同
的情况做出及时准确的处理。

经过几天的共事，“新朋友”和焊工们已经磨合出了一套
和谐高效的工作方式。工人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
量，机器人只需一个小时便能完成。未引入机器人之前，钢
筋加工厂一天产出两片盖梁骨架片；引入机器人后，产出数
量提至四片。机器人不仅不会出现气孔等焊接缺陷，还可以
24小时无休作业。因此，机器人在钢筋加工厂主要负责一些重复率较高的工
作，焊工则需要时时监督机器人，但对于焊接技艺有更高要求的工作还是需要
人工焊接来完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这个“新朋友”和焊工们在工作上互帮互助，大大提
高了生产进度。

（夏 琰）

（上接C1版）

淮阳龙湖不仅具备显著的湿地特
征，而且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宫殿”, 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湖，其厚重的文化底蕴，
历史文献与现实遗存的惊人统一，彰显
其无与伦比的价值。龙湖湿地公园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日益显现，周边散步群众
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绿色”福祉。

由龙湖湿地辐射的绿色森林城市
带，是以淮阳城西高速路口梅园为主的
绿色系。将绿色作为发展本底，以乡村
种植为同步开展，以高标准生态绿道串
联城市、社区，打造美丽城镇林景观和绿
廊，绿色环保城乡一体化，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淮阳区全面启动农村清洁家园田园
水源建设，实现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常态
化，加快垃圾分类回收设施建设，建立覆
盖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加快推进
生态区建设，实施一湖九河综合治理工
程，全面完成水污染防治和城区水系建
设，构建存储过程完整的生态水系，加强
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
建设，加快形成路网水网农田林网交相
辉映的森林景观。

2019年，全区完成乡镇造林绿化3.5
万亩，森林抚育 1.4万亩，计划植树 100
万株。完成城区绿化 9970亩，重点任务
为省级县级公路两侧廊道造林0.9万亩，
农田林网0.2万亩，发展优质林果和成片
造林 0.48万亩；建设森林特色乡镇 3个，
完善乡村绿化美化 18个；发展花卉苗木
基地 0.2万亩。力争到 2021年，全区森
林面积达到 30万亩以上，林木覆盖率达
到 25%以上，林业产值达到 25 亿元以
上。

2020年，龙湖赏荷旅游月招商引资
推介会上，龙湖风景区景点景观改造提
升工程项目总投资2.3亿元，包含精品荷
花苑提升工程、龙湖山庄水上花园、葫芦
岛提升工程、太昊陵广场改建项目。增
建游船码头、同心长廊、亲水栈道、标本
木屋、垂钓台、休息广场、观景台等景点

基础设施，提升整体景观质量。
天蓝水清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重

要内容。由于生态环境良好，非常宜居
和休闲养生，全区百岁以上老人大大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是中国长寿之乡。

以“德润淮阳”成风化人，传承优秀
文化，“魂”脉精神涵养城市

一座城充满魅力，不只是因为风光
秀丽，富有独特文化魅力，而是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因为这一座城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的追求；因为志愿精神的大爱情怀；因为
遇难时一句贴心话；因为失败时一个鼓
励眼神；因为一个简单的搀扶……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志愿行动，令淮阳身边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孝善文明之风在淮阳蔚然成风，城
乡精神文明建设焕然一新。淮阳历史上
英模人物辈出。民间流传“紫荆复生”
（反映婆媳团结）、“买臣修妻”（反映仁义
诚信）、“范丹借粮”（反映父母恩重）、“鲁
台望乡”（筑台望乡在外思念乡亲）等故
事，展现出“孝道、廉政、诚信”为核心的
文明画卷。新时期，涌现出一批先进道
德英模人物，全国道德模范王梅荣、王
宽，河南省模范马春荣、时兴荣等典型人
物。

近年来，淮阳区注重深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思想精髓，利用
选树典型平台，大张旗鼓地表彰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示范
带动作用，以深化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
外延，达到依托传统文化，助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良好效果。

城乡结合，统筹谋划。开展道德模
范进社区巡讲、社区志愿实践活动、诚信
经营商户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不断深

化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校园等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先进典型凝聚
更多的正能量，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开展农村村居巡察治理，打击一批影响
乡村振兴发展的黑恶势力。同时，表彰
一批孝顺媳妇、好儿子、致富带头人等学
习榜样。2013年至今连续 7年，在财政
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拿出 50万元购置奖
品，仅2019年表彰各类先进典型162名，
孝善敬老之星5000余人。

近日，在京务工创业人员党支部荣
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
号；“出彩河南人”最美教师评选淮阳中
学彭群浩是周口市唯一获奖者；驻村扶
贫干部齐文涛在扶贫路上见义勇为扑救
火灾……奉献爱心、与人为善的淮阳人
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城市文明的体现，
一股正能量的新风正悄然融入淮阳广袤
大地。

谈到城市新风尚，正在滨河公园晨
练的退休教师刘军赞赏有加：“现在淮阳
城乡形成了一股文明健康的生活新风
气，家庭比孝顺、邻里比和睦、人人讲文
明。”

淮阳区注重打造亮点，奏响了典型
标杆结集号，推动城市整体水平提升品
位。主题鲜明的宣传标语、图文并茂的
公益广告、温馨有爱的文明提示，精心打
造的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道德模范园、
消防安全一条街和志愿服务一条街。

如今，信步城区街头，车辆有序通
行，社区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文明新
风扑面而至，有礼谦让的暖心画面时时
展现眼前，给人以温暖，文明之风正融入
城市血脉。淮阳已逐步形成知荣辱、讲
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提高
了公民道德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城市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
养，激发着广大干群干事创业、脱贫攻坚
的激情和干劲。

“我们要将淮阳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当下各种精神文明创建，将从古到今的
好故事好典型，充分融入到各乡村光荣
榜、文化墙，广泛宣传充分发挥榜样示范
引领作用。将本土传统文化的‘精神宝
库’，根植淮阳大地富饶的沃土。善良勤
奋的淮阳区人民以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文明乡风融进水美、人美、生态美的和
谐，铸造乡村振兴的灵性神韵。”周口市
政协副主席、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说。

以“文惠民生”荟出风采，坚定文化
自信，唱响美好生活主旋律

“裁剪、刺绣、挖补、吊絮、穿珠等多
道工序……”在淮阳六艺阁香包传授示
范基地，手艺人倪莉将针工细密制作香
包的过程耐心地教授给慕名而来的建档
立卡户学员们。

“我是大连乡人，学习香包制作技艺
不仅可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还可以学
到一门技术，靠自己的双手缝制幸福生
活。”李云学员开心地说。

近年来，淮阳区扎实推进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淮阳文化”向“文
化淮阳”转变，文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
著提升。以文惠民、以文化城，增加城市
精气神，提高人们生活幸福指数。

淮阳是极具民俗特色的“伏羲文化”
和“根亲文化”泥泥狗、布老虎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地；芦苇画、剪纸、香包等传统
手工艺生动地体现了地域特色和风情，
传承者们对传统手工艺的继承和发扬更
凸显了淮阳传统文化的魅力。

淮阳区围绕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充
分发挥文化扶贫的思想引领作用，以扶

贫先扶智、扶贫更扶志的文化载体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汇聚起文化扶贫的强大
动力，增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增
强老百姓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促进农
村精神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着重以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
利性为理念，丰富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
给，发挥乡村大舞台、送戏下乡、乡村文
艺巡演等文化惠民工程的积极作用，以
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多角度提高农
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开展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活动。

“寻找村宝·家乡因你而精彩”2020
年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荟宝”活
动，在全区467个乡镇村有序开展，90个
试点村选出的19名“村宝”最终“荟宝”，
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城关镇从庄村
落下帷幕。以“寻找村宝”为活动载体，
志愿文艺展演 108场；图书馆开展“亲子
共学·高效阅读”和“手拉手·阅读齐步
走”活动；文化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参加爱
心教育·幸福家庭读书会第 205期，充分
体现“书香淮阳”阅读氛围。

“唱响村歌、同绘村画、擂动村戏、共
享村晚”等系列活动，主角是乡村文艺爱
好者们，演唱的是乡村间发生的鲜活内
容，不但展现了乡村文化志愿者的舞台
魅力，还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起
到了挖掘传承乡村优秀文化的作用。

通过戏曲、唢呐、小品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和扶贫成果。通过文艺演出的形
式，着力让理论“活”起来，让群众头脑

“动”起来。充分发挥文化志愿服务队机
动灵活的自身优势，使其全力服务于淮
阳中心工作，乡村整体文化环境焕发出
内在活力。

加大基层文化设施及配套建设。建
成群众文化艺术中心，并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区乡村文化
基础设施及服务网络建设，建设 18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功能室，建成公共文化综
合服务平台，整合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基
层读者 24小时可登录查阅两馆及文化
站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充分挖掘各乡镇村特色历史文化资
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戏曲歌舞、体育
比赛等活动，实现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推进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太昊
陵、弦歌台等旅游景点线路融合建设，打
造基层特色文化品牌。2019年底，全区
700支民间艺术表演队，近 3000人发挥
文化志愿服务精神，活跃在乡间地头、村
室户院，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由“送文
化”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转变，打
造一支“永远不离开”的文化志愿服务队
伍，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太昊陵庙会、荷花节、菊花展……
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随着文化淮
阳建设深入推进，说起身边越来越丰富
的文化活动、越来越便捷的文化服务，老
百姓收获满满的获得感。

以中原独特文化为底色，秀美绿地
水系作引擎，文旅融合注活力，城乡居民
享红利，古城淮阳吸引力日显。今年，央
视播出的《中国影像方志》、《记住乡愁》
第六季、自然遗产日《文物赋彩，全面小
康》等节目，淮阳多次上榜高颜值网红城
市名单，成为游客观光谒祖的重要打卡
地。

“欢快唢呐奏乡音，五中全会悦人
心。脱贫致富奔小康，乡村振兴富乡
亲……”11月20日，曹河乡程楼村文化广
场乡村大舞台，欢快的唢呐声吹响《在希
望的田野》，吸引着村民驻足观赏。“这种
活动好，通俗易懂接地气，我们看得热闹，
也看得懂！”村民孙迅杰听得津津有味，

“文化志愿服务队经常来俺村宣传党的好
政策，传播致富经，让穷脑袋瓜开了窍。”

本报讯（□ 姚 琼 记者 汪宏胜）
日前，江苏昆山农商银行的区块链网
络赋强公证项目荣获 2020年苏州金融
青年“金点子”创新大赛项目一等奖和
最佳组织奖。据介绍，区块链网络赋
强公证项目是昆山农商银行与昆山公
证处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充分发挥

“国家公信力+技术信任力”双重增信
作用，构建新型信任基石，有效防范化
解商业银行不良信贷金融风险，以公
证服务技术革新助力实现法治营商环
境“全新一跃”。

区块链网络赋强公证项目充分融
合运用了金融、科技与法律，借助当前

较为先进的区块链技术，实现了银行
与公证处的无缝实时对接，功能优势
明显。

降低交易成本。该项目通过在线
赋予借款合同等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
力，不但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充分
发挥公证预防纠纷的作用，而且能一
劳永逸地解决小额借贷业务产生不良
后果的举证难、诉讼难、执行难的各种
痛点，显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全流
程在线自助办理，相关文件数据由公
证处进行固化、加密，防止电子数据被
篡改，完成电子数据的存证，为当事人
提供即时、有效的公证保全服务，形成

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与过去出现争议
再保全证据相比，提前实时固化、保存
全部数据以备用，更加安全、可信。

打通“最后一公里”。该项目对
于经催告未能回收的债权，银行借助
公证处与法院建立的网上立案通道，
实现快速、批量执行立案，通过法院网
络执行对被执行人的线上查询、冻结、
扣划。仍未能回收的债权，法院依法
将被执行人列入限制高消费或失信人
员名单，通过信用惩戒迫使其尽快履
行还款义务。便捷、经济、快速地实现
债权，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催收成本高、
执行难的问题。

“双信合一”机制。运用基于区块链
技术+公证机构的“双信合一”机制，该
项目覆盖数据存证业务的需求：区块链
技术保护个人隐私，时间戳保证信息时
效性；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是安全性
和可扩展性保障；公证机构的接入解决
了国家公信力背书和存证司法有效的问
题。用“双信合一”机制赋能智能公证、
数据存证，发生裂变效应。

区块链网络赋强公证项目属于江
苏首创，随着赋强公证模式的逐步推
广，能够促进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
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为民营经济源
源不断注入活水。

著名作家郑旺盛长篇报告文学《光明的道路》出版发行

昆山农商银行“区块链网络赋强公证项目”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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