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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视 点

沧 海 桑 田 一 指 间
——6 个村庄的 70 年巨变

70 年，白驹过隙。
70 年，沧海桑田。
1949 至 2019 的 70 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多

少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各地农村采访，为您带

来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
忧喜和坚定执着。

用青春犁开亘古荒原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
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
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天津庄的 84 岁老
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
起往事。

1955 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
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
年 9 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
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
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
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
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
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
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 年，杜俊
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 3000 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 多年后，
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
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
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 GPS 导航的大型农机，还

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
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
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
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 1600 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
4300 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400
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
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

“国家队”。

“苦人树”下，大寨人的改革进行时

在村里，不出正月这年就没过完。不过，
“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
声。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
雪未融，阳光灿烂。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
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
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 岁
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 18 岁时就当上了
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
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
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
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
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 215 户、526 口人的太行山小村
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
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

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
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
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 50 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
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
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
的历史变化。

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甘肃省定西市
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就是一个曾以大寨为
楷模的西北小山村。

“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
岁岁人发愁。”这曾是 73 岁的老人刘玉秀眼中
的家乡。

山穷水穷人更穷。“ 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
食。”她说。

这地里只剩个穷字了？人们不相信。大坪
村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山顶种树戴帽子、山腰兴
修梯田系带子、山底打坝蓄水穿鞋子”的办法，
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善脆弱的生
态环境。

从 1983 年至 2000 年，大坪村人从来没停止
过种草种树筑坝。2000 年，大坪村终于解决了
温饱问题。

大坪村人改写了贫穷的历史，成功实践了
“水窖+梯田+科技=稳定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
模式。

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过时。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
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
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
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正月十五刚过，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
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就忙碌起来。他正
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
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
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
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
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
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
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
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
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同样发生巨变的村庄又何其多！在云南省通
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此时已经是
农忙时节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着，微耕
机嗡嗡作响。农户们忙着种植芹菜、收割白菜。

一棵菜称重后乘以棵数就是菜商收菜的重
量——这就是他们在地头算重量的办法。能做
到这一点，要求蔬菜大小基本一致。这可不是
件容易的事，要对种植间距、水肥施用量等精准
控制才能做到。

“大树社区任何一个农户出去，都可以当蔬
菜种植培训的老师。”社区党总支书记赵思旺自
信满满地说。

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传统，在这里和现代
农业科技完美结合。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

冬眠中苏醒。
87 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

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
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
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
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1950 年，他家 4 口人分了 10 亩地，告别了祖
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
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
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
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
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
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
开始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
前好了。”

1978 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
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
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
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
包工，30 户农民有 28 户签字同意，1979 年的早
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
纷纷效仿。到 1979 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
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
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
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 3500 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 3000
元以上。（记者董峻、张文静、王建、魏飚、邵琨、
杨静、周楠）（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雪龙”号船员在进行地质绞车钢缆保养（2 月 28 日摄）。

过赤道前印度洋上的晚霞（3 月 3 日摄）。“雪龙”号船上开会部署防海盗行窃（3 月 1 日摄）。

人民法院改革新“五年计划”出炉
哪些举措与你我密切相关？

新华社记者 罗沙 杨维汉

作为人民法院下一步改革的“计划书”和
“线路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
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
五改革纲要）27 日公布。纲要中提出的 10 个
方面 65 项改革举措，都有哪些与你我密切相
关？

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
地可办”，让群众打官司更省时省力

跨域立案、跨域诉讼，曾是不少当事人的
烦心事。五五改革纲要提出，加快推进跨域立
案改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
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完善
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服务
相结合的便民立案机制，实现诉讼服务“就近
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院案件数量不断攀
升。如何让人民群众解决矛盾纠纷不再劳心
费力？纲要明确提出，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诉
讼服务制度体系。

在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纲要提出健全
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集约化诉
讼服务机制；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诉讼服务工
作；普遍推行“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
革，健全相应信息系统，促进纠纷及时快速解
决。

“人案矛盾的存在，影响到审判质效和司
法公信。”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胡仕浩表示，要调
整“有纠纷必须找法院”的诉讼理念，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司法作为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才能更有力。
纲要对此提出，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

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
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建设。推动建立统一的在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在线咨询、
在线评估、在线分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

构建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不
让公平正义打“白条”

赢了官司却遭遇执行难，等于公平正义打
了“白条”。时至今日，人民法院“用两到三年
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破
解执行难，如何确保治标又治本？

“五五改革纲要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执行制度，构建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长效制度体系。”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说。

纲要提出，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源头治
理机制。强化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性、可执行
性，进一步完善执行转破产机制，研究推动建
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健全司法救
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合机制。

在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方面，纲要提出不断
扩大网络查控范围，依法充分适用罚款、拘留、
限制出境等强制执行措施，加大对抗拒执行、
阻碍执行、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反
规避执行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的犯罪行为。

“改革内容既涉及研究推动完善执行法律
制度体系，又涉及不断健全执行工作运行机

制。”李少平同时表示，强制执行法的研究论证
工作也已启动。

推动关乎社会公共利益案件，交由
较高层级法院审理

根据这份纲要，我国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将
迎来调整优化，案件管辖制度也将出现重大变
化。

——健全完善案件移送管辖和提级审理
机制，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关
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
理。

——推动完善民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
度。

——推动完善民事、行政再审申请程序和
标准，构建规范公正透明的审判监督制度。

——科学界定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
案件的范围和标准，推动形成有利于打破诉讼

“主客场”现象的新型诉讼格局。
……

“无论是完善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
管辖制度，还是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与各级人民法院审级职能都有重要关联。”李
少平介绍，我国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
将进一步完善。

他表示，将优化四级法院审级职能放在改
革重要位置，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
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
院审理，充分发挥审级制度诉讼分流、职能分
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盘活带动组织体
系、内设机构改革再优化、再升级。

构建更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
阳光司法制度体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司法公开方面，
五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不少举措引人注目。

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推动实现全国法
院依托统一平台自动、同步向案件当事人和诉
讼代理人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庭审活动公开——进一步健全庭审公开
的范围、流程和保障机制。以有典型意义、社
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为重点，充分运用网络直
播、视频录播、图文直播等形式，实现庭审公开
常态化。

裁判文书公开——加大裁判文书全面公
开力度，严格不上网核准机制，杜绝选择性上
网。升级中国裁判文书网，着力提升用户体
验。

执行信息——推动实现执行案件流程信
息、被执行人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网
络 司 法 拍 卖 信 息 等 在 同 一 平 台 集 中 统 一 公
开。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机
制，推动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
戒格局。

“深化司法公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
院改革成效最显著的举措之一。”李少平表示，
纲要在建设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更加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确保这项改革
行稳致远，正面延伸效应不断扩大。（新华社北
京 2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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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紫 禁 城 将
满 600 岁。故宫人将如
何庆祝它的“大寿”？这
个 大 家 一 直 关 注 的 问
题，在故宫博物院 4 日举
行 的 发 布 会 上 有 了 答
案。

“ 我 们 想 用 一 种 特
殊的方式为它庆生。”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向
记者透露说，从今年下
半年开始，故宫博物院
将推出最好的展览，在
最优质舒适的参观环境
中向公众展出——从书
画器物、宫廷文化、文人
雅士、节庆风俗、世界文
明、考古发现等方面，展
现 600 岁的紫禁城和 95
岁的故宫博物院的深沉
魅力。

2019 年 3 月，“龙凤
呈祥——故宫博物院藏
龙凤题材文物展”；2019
年 4 月 ，“ 宫 廷 御 医 药
展”；2019 年 7 月，“良渚
玉 文 化 展 ”；2019 年 11
月的“故宫文房特展”和

“ 洪武、永乐、宣德瓷器
大 展”；2020 年 5 月，南
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
宴 图》亮 相 ；2020 年 9
月，“《清明上河图》与历
代风俗画”展；2020 年 12
月 ，“ 康 、雍 、乾 瓷 器 大
展”……

通过这份内容丰富
的日程表，我们可以预
见 ，这 一 系 列 持 续 到
2020 年底的展览，将使
紫 禁 城 绽 放 出 炫 目 光
彩，也会让一直喜爱故
宫的观众们大饱眼福。

近 年 来 ，故 宫 博 物
院通过不断创新的展览
和 品 种 丰 富 的 文 创 产
品 ，拉 近 与 公 众 的 距
离。2018 年，故宫接待
观众数量首次突破 1700
万。

故宫博物院对观众
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几个新的趋势——

年轻观众成为参观“ 主力”。2018 年的观众
中，30 岁以下观众占 40%，30-40 岁观众占 24%。
这些数据证明，故宫博物院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目光。

观众参观时长增加。“以前，很多观众跟着导
游，半个小时就从午门走到了神武门，没有看展览
就直接出去了。”单霁翔说，现在分布在各处的展
览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观众，大家看展览越来
越细致，在故宫博物院流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淡季参观人数大大增长，实现“旺季不挤、淡
季不淡”。2018 年，故宫博物院实行每日限流 8 万
人措施的天数达到 76 天。刚刚过去的 1、2 月，本
是参观淡季，但由于“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
年”展的举办，参观人数同比增加 50%以上，尤其
是来参观的北京市民大幅增长。

观众参观的区域不再集中于“中轴线”附近，
更多新开放区域得到了观众青睐。钟表馆、珍宝
馆等常设专馆参观人数不断增长，2018 年的参观
人数达 524 万人次，比 2013 年翻了一番。

观众们的肯定，无疑是对默默付出努力的故
宫人最好的回报。

“紫禁城建成 600 年来临之际，故宫博物院将
以更深切的情感、更多元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
为观众带来最好的文化体验和博物馆之旅。”单霁
翔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考察成果丰硕“雪龙”号穿越赤道返回北半球
北京时间 3 月 4 日凌晨 3 时 28 分，“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载着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队员，由东经 107

度 01 分穿越赤道，返回北半球。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