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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里，年味渐浓。
从东北到西南，从三湘到塞外，乡村的

年货大集上，人群熙攘，买卖兴隆。春节前，
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年货大集，从这浓郁的
人间烟火中，感受人们对新生活的新期盼，
领略年货大集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脱贫户变“采购员”：

富起来了，过个“肥”年！

1月15日上午9点多，辽宁营口的红旗大
集上人声鼎沸。

红灯笼、红春联、时令水果、新衣鞋
帽……把这个起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赶了
300多年的民俗大集装扮得喜气洋洋。

下了公交车，盖州市陈屯镇和平村村
民吴齐和李文龙戴着浅蓝色口罩向大集走
去。在入口处，扫码、测温后，两人汇入
攒动的人流。吴齐腿部有残疾，走路有些
慢，李文龙搀扶着他，两个人边逛边聊，
脸上带着笑。

43岁的吴齐手里捏着一张从日历上撕
下来的纸片，上面写着要采购的年货清
单：窗花、春联、蔬菜、糖块、排骨、给
母亲的新棉鞋、儿子的运动装……

吴齐和李文龙曾经都是贫困户，吴齐因
身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和患病的母亲、读
小学的儿子一起生活。2016年被确立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后，村里组建了帮扶互助组，对
他家进行技术和劳动帮扶，这几年，吴齐家
里种植的三亩葡萄年年丰产，村里还为他安
排了公益性岗位，全家实现了脱贫。

“今年葡萄行情好，一斤3元，我家收
了 1万多斤葡萄，加上公益岗、低保补助
等，收入差不多有4万块！”吴齐黝黑的脸
膛上布满笑容，“收入高了，今年过个
‘肥’年！”

看吴齐年货买全了，45岁的李文龙拉
着他往服装区走去。

李文龙父母常年卧床，医药费导致家
里债台高筑，为了照顾父母，他至今还没
娶妻。2 0 1 6年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同样依靠特色种植，2020年实现脱贫
摘帽。2021年，李文龙谈了个对象，准备
过了春节就订婚。

1月13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大桥瑶
族乡乔市大街上人山人海，大红的对联、
黑里透红的腊肉沿街边一字排开，糖果、
肉食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大喇叭里，喜
庆的新年音乐响得起劲。

大源村38岁的脱贫户冯海波拎着大包
小裹从人群中挤出来，鼻尖上渗出汗珠。

他今年的年货里，多了花螺、罗氏虾等海
鲜水产。

“日子越来越红火，让家里人也尝尝
海鲜！”冯海波说，他家原来住在偏远的
大冲村，只有一条沙土路，赶趟集要走好
几个小时，生活拮据，也很少办年货，过
年吃海鲜更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冯海波一家享受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下山住进了新房。冯海波在家门
口办起了农家乐，年收入3万余元，一举摘
掉了“贫困帽”。如今，冯海波喜欢上了
赶集，除了一家人的吃喝，他还要为自己
的农家乐采买菜肉，“骑摩托车走水泥
路，5分钟就到家了，我喜欢大集上的热闹
劲儿，生活越来越好，逛大集也开心。”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腊
肉、腊肠等是年货市场上的“主角”。铜鼓镇
铜鼓村56岁的脱贫户杨文辉早早从年货大
集上买了上千元的猪肉，他要自己动手制作
腊味。

在政府帮他家改造的新房里，杨文辉把
猪腿挂在火塘上，点起炉火，制作火腿。“生
活越来越好了，多做些。我的儿子儿媳在浙
江打工，快回来了，大家一起热热闹闹过个
年！”

从“小慢车”到“直播间”

多样大集托起幸福年

传统年货大集热火朝天，年货销售的新
花样、新体验则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新春感
受，也为乡亲们带来农产品销售的新通
道，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助力。

皑皑白雪覆盖群山，阳光下，两山
间，一列绿皮火车慢悠悠驶向远方。

这是从吉林通化开往辽宁丹东的4318

次列车。车厢里，暖意融融，行李架上悬
挂的红色条幅上写着六个大字“列车年货
大集”。车窗两侧的座位上，架起了一排
排红色的折叠摊位，上面摆满了特色农产
品：蜂蜜、公鸡、土鸡蛋、榛蘑……

伴随着列车员的广播，相邻车厢不少
乘客过来赶起大集。列车长金明朔介绍
说，这趟列车沿途经过的大多是山区，周
边百姓生产的农产品很难走出大山，从
2019年开始，铁路部门以“慢火车”为载
体，把“大集”搬进车厢。渐渐地，这辆
低票价的慢火车成为乡亲们致富增收的
“移动市场”。

68岁的辽宁凤城市石城镇西隈村村民
刘英明今天生意格外好，不到一个小时，
她带来的80个鹅蛋就被抢购一空。刘英明

是“列车大集”的常客，也是一名脱贫
户。原来，老伴身患重病，家里生活困
难，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刘英明养起
鸡、鸭、鹅，但产品销路是个难题：“我
们村在大山里，到城里就一趟公共汽车，
车上人挤人，以前上城里卖蛋，我就怕把
这些蛋挤坏了，就把蛋篓搂在怀里。”

“列车大集”开通后，刘英明在家门
口就能上车，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鸡蛋
差不多就卖完了，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
她还增加了蘑菇、榛子、山野菜等新花
样。“一年光赶列车大集，就能收入差不
多1万元。”老人笑着说。

在四川广元，剑阁县东宝镇双西村两
委委员邓小燕把年货大集搬到了网络上，
她通过在抖音发布地方美食制作视频，带
火了当地的大米、土鸡、腊味、牛肉等农
副产品。全国各地的“粉丝”纷纷下单，
2021年，她帮助销售当地农产品达3000万
元。

几年前，邓小燕放弃了东南沿海的高
薪工作，返乡创业。她成立农业公司，带
动以西阳村为中心的624户脱贫，帮助1 . 3

万名乡亲致富。
从2020年开始，她带领团队进入电商

直播领域，成为一名“电商新农人”，带
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
的振兴新路。邓小燕新近发布的视频里，
拍摄了许多乡亲们杀年猪、做传统美食的
视频，传递着浓浓的乡情。

“未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我
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和我一样，返乡创
业，把家乡建设得更美丽。”邓小燕说。

“一码贵州”线上年货节正在贵州各
地举行，柴火腊肉、桐梓方竹笋、阳朗辣
子鸡等地方特产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直播
秒杀、抽奖优惠等更吸引了不少人气。

毕节新农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周礼贵和员工们忙得团团转。线上年
货节让他的公司订单激增，应接不暇。从
2016年开始，周礼贵开始在毕节发展香葱
种植，借助网络销售，产品供不应求，带
动了2000多位村民就业。

“一码贵州”是贵州省在“大扶贫、
大数据、大生态”背景下打造的一站式消
费平台。截至2021年底，“一码贵州”平
台交易额累计超40亿元，与数十个脱贫县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力助推了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

网络订单也使贵州农业从“种什么卖
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小农户”
精准链接上了“大市场”。

新科技、新设备

新年货里的新希望

一排排簇新的农机具在阳光下泛着光
亮，一摞摞介绍新技术的宣传手册摆满桌
子 ，一 群 群 村 民 围 着 农 业技术员 问个不
停……年货大集上，不仅传统的年货受到欢
迎，新农具、新科技同样受到农民们的关注
和追捧。这里面，正蕴含着农民们对来年新
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一场瑞雪过后，贵州茶产业第一县湄潭
处处银装素裹。在许多年货大集上，杀青机、
摊凉机等制茶设备正在展销。

“咱们县有标准化茶园60万亩，但大部
分制茶机具都是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采
购的，并不完全符合本地茶农需求，所以我
们自主研发了适用于本地茶品种加工工艺
的机具。”贵州绿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金涛介绍说。

经过前期了解，龙凤村村民王万军刚把
自家茶叶加工厂进行了升级：“新增了4台理
条机，还有传送茶叶的震动槽。改造之后，整
个产能大概能提高30％。”

王万军盘算了一下，添置这些设备大概
需要9万元，他还能申请到1万元的茶叶机械
补贴。“这是个朝阳产业，只要把质量做好，
不愁销路！”王万军说。

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集市上人来人
往，热闹非凡。“文化惠民暖人心”和科技文
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在这里举行，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里，不少村民在听县里的科技专家
讲授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以前种田靠天吃饭时候多，前几年就听说
这个节水灌溉技术好，收成高，今天听了专家讲
课，我打算明年也试一试。”村民王占胜说。

在辽宁营口的红旗大集上，鲅鱼圈区农
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被赶集的村民们围住。

“我家蔬菜大棚里用啥设备除草经济实惠？”
“我家打算建个冷库，有啥优惠政策？”

鲅鱼圈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存瑞耐
心地为村民们解答：“大伙可以看看这款新
研发的园田管理机，非常适合农用大棚里使
用，能除草，还能旋耕，价格也便宜，还可以
享受30%的农机补贴……”

大集上，突然传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
一队身着红衣的舞龙队伍高擎着彩龙扭了
起来。人们围成一个圆圈，纷纷拿出手机，定
格这精彩的瞬间，不少人喝起彩来。

锣鼓声越来越响，龙越舞越欢，乡村的
年味，越发浓郁。（参与采写：向定杰、丁非
白、洪可润、柳王敏、高健钧）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侯雪静）中央农办副主
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18日表示，2021年脱贫人口
就业规模达到3145万人，比上年增加126万人，工资性收入显
著提升，占比达到67 . 9%，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
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确保年度全国脱贫人口就业规模高
于3000万人，力争比2021年有所增加。

刘焕鑫是在18日召开的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视
频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刘焕鑫表示，要
深化省际间劳务协作，中西部省份要多措并举促进脱贫劳动
力跨省务工规模稳中有升，东部省份要把跨省务工脱贫劳动
力稳岗就业作为2022年东西部协作协议重要内容，落实好帮
扶责任。要探索市县间劳务协作，促进脱贫劳动力省内县外
务工规模稳中有增。要通过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开发乡村公
益岗位扩大就业、助力帮扶车间发展吸纳就业、推广以工代
赈方式拓展就业、支持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方式，促进脱贫
劳动力县内务工规模稳中有增。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张千千 吴雨）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18日表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 . 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
2 . 61亿个，交易金额875 . 65亿元。

邹澜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人
民银行已经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上海、海南、长沙、
西安、青岛、大连等地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开展数字人
民币试点，基本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
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
术设计及系统稳定性、产品易用性和场景适用性，增进了社
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念的理解。

邹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稳妥推进数字人民
币研发试点，进一步深化数字人民币在零售交易、生活缴费、
政务服务等场景试点使用，把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落脚到
服务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上去，让更多的企业、个人感受到
数字人民币的价值，充分激发产业各方的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李典 王沁鸥）《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19

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集包括体育、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七个单
册，由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体育大
学共同编制，反映了自2015年北京
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筹办工作在
促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冰雪产业
发展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进步、奥
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广、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主办城市高质量发
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
遗产成果。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冰雪
运动进校园、二氧化碳制冷技术等
科技创新成果，以及三赛区奥林匹
克公园、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
设立等议题，均在报告中出现。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副部
长王仁华介绍，创造丰厚的冬奥遗
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
期、积极的收益，符合国际奥委会的
改革精神，也是成功办奥的重要标
志之一。目前，北京冬奥会诸多筹办
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使广大人
民群众提前受益。

“奥运遗产工作没有成型的国
际规则可循，往届也没有系统的工
作方法和模式可借鉴。国情、文化不
同，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模式也不
尽相同。”王仁华说，北京冬奥会是

《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后第一届
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
产的奥运会，北京冬奥组委积极探
索创新，将遗产理念和遗产实践贯
穿筹办工作始终。

据了解，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指导下，北京冬奥组委与
多方密切协作，2018年 1 1月组建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协
调工作委员会；2019年发布实施遗
产战略计划；2021年6月发布《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
（2020）》；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制定的
《遗产评估体系（KPI）》和《场馆遗产
计划通用模板》已被国际奥委会推
介至东京和巴黎等其他奥运会组委
会。北京冬奥遗产工作在很多方面
为未来奥运会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成为奥林匹克遗产领域的先行者。

据悉，此次发布的是赛前遗产
报告。北京冬奥会期间还将发布《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
例报告集（2022）》，后续还将陆续发
布赛后遗产报告，评估和宣传北京
冬奥会的长期影响力和收益。

1月19日，民俗艺人在江苏省淮
安市盱眙县第一山历史文化街区表
演。
当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举

行“非遗展演过大年”文旅活动开幕
仪式。据介绍，盱眙县利用当地非遗
文化资源，以“福虎送吉祥 非遗过
大年”为主题，非遗民俗项目为载
体，组织舞龙舞狮、花船腰鼓、剪纸
展等100多场次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喜迎新春佳节的来临。本次活
动将持续至2月18日。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翻过“贫困山” 走进“幸福年”
——— 年货大集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新华社记者 曹智 孙仁斌 何晨阳

我国2022年确保脱贫人口

就业规模高于3000万人

2021年末我国数字人民币

试点场景超800万个

北京冬奥会发布遗产报告集

多项筹办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
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记者 萧海川 闫祥岭）2917人

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3803人主动交代问题、查处省管
干部57人、“天网2021”行动追回外逃人员54人……记者19日
从山东省纪委监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山东坚
持从严执纪、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升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综合效能。

山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范晓丽表示，在做好
靶向削减存量、零容忍遏制增量的同时，山东还做深做细日
常监督工作。2021年，山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

“一把手”437人，并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5 . 03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针对民生领域“微腐败”，山东省纪检监察
机关去年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 . 4万个。为开展
化解重复举报专项行动，山东省纪委监委创新设立信访举报
受理分办中心，筛选交办100件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举报和
100件多年、多层、多头的重复举报，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范晓丽表示，山东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认
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2021年为657名干部进行容错纠错，
还为1452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并对1 . 9万
名受处理（处分）干部进行回访。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田晓航 李恒）国家卫生
健康委18日发布《宫颈癌筛查工作方案》和《乳腺癌筛查工作
方案》，提出为适龄妇女提供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服务。筛查
服务对象范围由以往的农村适龄妇女扩大为城乡适龄（35至
64周岁）妇女，筛查服务优先保障农村妇女、城镇低保妇女。

宫颈癌、乳腺癌是影响我国妇女健康的重大疾病，开展
人群筛查是促进宫颈癌、乳腺癌早诊早治的有效措施。2019

年，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农村妇女“两癌”（宫颈癌、
乳腺癌）检查项目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近年来，各
地政府不断加大对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投入力度，
越来越多妇女从中受益。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消除宫颈癌三级预防目标。
新形势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对2019年版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项目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了修改完善，组织制定了前述两项筛
查工作方案。除了扩大筛查服务对象范围外，方案还完善了
筛查服务内容，更新了宫颈癌筛查流程，提出做好筛查和后
续诊断衔接，以及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宫
颈癌和乳腺癌的基层防治能力。

根据方案，宫颈癌筛查主要流程包括妇科检查、宫颈癌
初筛、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等，乳腺癌筛查主要流程
包括乳腺体检和乳腺彩超检查、乳腺X线检查等。筛查工作内
容还包括筛查异常或可疑病例随访管理、社会宣传和健康教
育等服务，为此，方案附上了宫颈癌和乳腺癌防治健康教育
核心知识。

方案突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旨在促
进疾病早诊早治，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根据方案，到2025年
底，我国要实现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50%以上、乳腺
癌筛查率不断提高等具体目标。

我国“两癌”筛查对象

扩大至城乡适龄妇女

新华社南京1月19日电（记者 王
恒志）2022一开年，苏州银力篮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就给自己的会员们吃了一
颗“定心丸”——— 银力篮成为参与苏州
市体育领域预付资金信托管理系统试
运行的首批三家企业之一。公司负责
人周君表示，加入平台接受监管，既给
消费者吃了定心丸，也有助于提升企
业形象，是双赢的选择。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是苏州市预
付式消费资金管理平台的子系统，提
供了政府端、商户端、消费者端和金融
机构端功能，具备全流程一体化的服
务能力。通过该系统实现预付的消费
资金独立于收付双方，消费者的预付
资金汇入信托管理账户，再根据相关
约定，按时分配给商户。一旦商户出现
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况，被监管的剩余
资金将原路返回给消费者。

近年来，尤其是近两年受疫情影
响，体育领域预付卡消费纠纷持续高
发，不少健身、培训企业关门倒闭，甚
至卷款跑路，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也沉重打击了行业信誉度。江苏省

自2021年4月1日开始施行《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将
体育领域预付卡管理纳入监管范围。苏州市此次试运行体育领域
预付资金信托管理系统，共有三家企业自愿参与。下一步将根据试
运行情况，结合配套政策及用户反馈，进一步完善相关系统后正式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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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从严执纪

近3000人主动投案

江苏盱眙：

非遗展演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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