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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辖区内的洪港
镇西坑村在通山人眼里，是最偏最穷的山嘎嘎。

如今，西坑村破茧成蝶，蜕变成“全国绿化
千佳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美丽宜居
村”。

这份答卷，凝聚着湖北省人大代表朱必海
担任村支书37年付出的汗水与心血。

“‘吃商品粮’不易，乡亲们的信任更难得”

西坑村国土面积 1500 公顷，其中山林
1250公顷，耕地360亩。2008年合村并组之
前，整村不通公路、不通网电、不通网络，教育、
医疗匮乏。村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来源仅靠少
量的竹木砍伐，柴米油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1984年，朱必海父亲突然离世，家庭的重
担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其时他一个当干部
的亲戚，给他弄个“吃商品粮”的差事，可纯朴
的乡亲们却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

他是西坑村仅存的一个高中生，乡亲们热
忱地推选他为村支部书记。

“人家都巴不得往外跳，你却要呆在穷山
沟里，这是犯了哪个傻？”当朱必海把自己的选
择告诉老母时，老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是啊，西坑村确实太穷了。全村被海拔近
1500米的四面山围困，外出的路挂在山腰陡
壁，上学时孩子挤在破屋草堂。村里不通照明
电，接电话要头天预约到地势高处接。全村没
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大学生，工作队都不愿住
进来，仅有的三、四名高中生，有的外出，有的
嫁走。

“‘吃商品粮’不易，乡亲们的信任更难
得。如果有点本事的人都跳出去，西坑村就永
无出头之日！”

朱必海反过来做母亲和亲戚的工作，答应
“让必海先干一段再说。”

而这一干，就是37年，青丝成华发，山河
铸丹心。

“别人跳农门，他选守山沟，把西坑建设得

这么好，多亏了朱书记！”村民们对他们的“领
头雁”，无不心怀感激。

“只要用心、尽力，没有干不好的事！”

西坑村海拨地势高，大数村民散居半山
腰。上山易，下山难，竹木扛出西坑难上难。

交通出行，是最大的“肠梗阻”，“拦路虎”。
朱必海给自己定下的第一目标：打通出山

的路。
1985年，一条8.5公里的进村公路开始动

工。原想任务到户又到人，没想到拦路的石方
占到80%以上，峭岩险壁如猛虎盘踞，令光有
一身气力的村民束手无策。

万般无奈下，朱必海请来浙江专业修路
队。村里无钱买雷管炸药，他就带头把自家的
木材捐出去，交换爆破材料。但因修路耗资
大，所凑的竹木换来的资金，如同杯水车薪，朱
必海只好四处借贷。

修路的五年，村民在他的带领下，早出晚
归，从年头干干到年尾。连续3个大年夜，朱
必海都在银行门口蹲守求贷款，饿了啃冷馍，
渴了喝凉水，从来舍不得花村里一分钱吃顿热
饭。而家里的年饭桌上，常缺他一人，家人有
怨言，他说：“等哪天日子好了，天天都是吃年
饭！”

2015年，投资38万元修通了杨林龙口至
西坑村进村主干道，减少村民绕道3公里的路
程；同年投资20万元，新购村村通班车一台，
彻底解决了全村出行问题。2019年又将西坑
村委会至杨家山、雷洞自然湾的路段浇筑成水

泥路面。
农村要发展，产业是基础。早在1988年，

他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安吉竹产业化发展，立马
带领村组干部及党员代表考察学习。三天行
程，为节约开支，在车上睡了两夜。

回村之后他们立即行动，一家占地17亩，
投资 300万元的楠竹加工产业园在村口建
成。这个污染小、原材料、废料被充分利用的
产业园，每年为村级集体经济创收30—50万
元，解决村民劳动就业40余人，带动30余贫
困户脱贫。村民在竹厂上班，每月工资可达
5000元以上。2021年又投资180万元，将碳
厂大规模提升1000吨，年产值350万元，年创
利税60万元，壮大村级经济30万元。

朱必海说，“群众越说我干得好，我越要干
好。干不好，对不起他们当初选我当人大代表
的那份信任。”

因此，在修路兴业的过程中，朱必海一刻
没有忘记“治穷先治愚”的道理。

西坑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无大学生，高
中生也凤毛麟角，这也是当年他被推选为村支
书的一个原因。

1994年，进村的第一条公路通车后，朱必
海就着手在村里建学校。他动员群众：“积金积
玉，不如捐资建校；宽田宽地，莫若送子读书！”

建校初期，盗贼猖厥，材料常常失窃，村民
不敢夜守。朱必海带领村干部在寒风冷雨值
守。这情形被上门催收贷款的信用社领导看
见，不仅没收旧贷款，还发放了新的贷款。

3年后，一座占地10亩，投资40万元，集

“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绿化区”为一体的完
全寄宿小学落成。

朱必海说，校园冉冉升起的国旗，孩子们
朗朗书声，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和最想听到的
声音。

交通方便和办学条件改善后，终于有老师
安心留了下来。西坑村开始有一批一批的学
生上大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

学校建成了，朱必海又想起了心思：1000
多人口的西坑村，没有活动的场所，没有停车
场。

不久，村里投资110万元建成了环保文化
广场和大众舞台、3000㎡的停车场，配套停车
场公厕。 2020年将小学运动场改造为村民
健身体育中心，方便农闲时村民运动健身。

一桩桩好事如他所愿，朱必海忘记了曾经
的苦累，心底涌动无比的蜜意与豪情。

“只要用心、有情，尽力，就没有干不好的
事情！”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只有干不完的事业，没有选不上的支书！”

如今的西坑村，成了青山绿水的生态明
珠，白云深处的美丽画卷。

这画卷与当初“房屋乱搭乱建，猪圈横七
竖八”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照。

2000年，朱必海揣着全村规划重建的创
意来到县里。

一个穷山沟，把村民所有私房拆了重建，
这可行吗？规划部门负责人直摇头。

朱必海没有气馁，现场讲起了当年合村并

湾的故事。
为了摆脱贫困，2008年，村里打算合村并

湾，将7个自然湾8个小组，合并成3个自然湾
3个村小组。当时，半数以上村民居住在海拨
600米以上的半山腰，为将他们搬迁下山，朱
必海风雨无阻，挨家上门做说服工作，磨破了
两双鞋。

“规划重建还难得过合村并湾！”朱必海
信心满满地告诉负责人，他来之前在村里定下

“四个必须”的规矩——
必须控制房屋胡乱占用土地面积；必须控

制随心所欲的外型设计与建筑层数；必须革除
由风水先生给房屋定位定向的陋习；必须遏制
因建房而随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朱必海的信心和理念打动了规划部门领
导，当场表态免收规划设计费，还亲赴现场指
导实施规划。

如今，规划重建的西坑新村，背靠青山，面
朝清溪；绿柳拂堤，青草映目，花团锦簇。徽式
建筑与青山碧水交相辉映，村庄安详平和，村
民笑意春风。

这几年，朱必海又瞄准了乡村旅游。目前
四面山万亩自然生态点旅游项目投资启动，樱
花林公路6公里全面拉开；大学生写生基地、
网红打卡地、避暑胜地，蓝图甫定。

30多年对故土的痴情，朱必海赢得了村
民的真心爱戴，他们信任这只“领头雁”，在10
多次换届选举中，总是满票推他为村党支部书
记第一人选。

“只有干不完的事业，没有选不上的支
书！”朱必海这句话，激励着无数基层党员干
部。

一只领头雁 蝶变西坑村
——记第十三届湖北省人大代表朱必海

○ 刘文景 胡蔓莉 朱丽平

为了泥土的芳香
人大代表风采录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
马克龙将于4月5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复信参加“艺汇丝路”访华采风活动的
阿拉伯知名艺术家代表，鼓励艺术家创作更
多体现中阿友好的艺术佳作，为增进中阿人
民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文化能够连接心灵，艺术可
以沟通世界。从开辟古代丝绸之路到共建

“一带一路”，中阿文明交流跨越千年、相互欣
赏，书写了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去年底，首
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
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关系发展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希望更多阿拉伯艺术

家来华采风，以大美之艺创作更多促进中阿
文化交流的艺术作品，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和
感悟，让更多阿拉伯朋友感受中国、了解中
国，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谱写新时代中阿文
明交流互鉴新篇章。

近期，50多位参加过“艺汇丝路”访华采
风活动的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联名致信习近平
主席，分享十余年来访华采风的收获和感悟，
希望能为促进中阿人民民心相通作出贡献。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22个阿拉伯国家的百
余名艺术家参加了“艺汇丝路”访华采风活动，
创作了487幅（件）绘画、雕塑和陶瓷艺术作品。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共中央文献
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
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的飞跃。2022年5月，党中央作出编辑
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的重大决定。《习近平
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著作选读》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开卷
篇，其他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收入
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17年
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演
讲、指示、批示、训令等71篇。第二卷收入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至2022年
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
话、谈话、演讲、指示等75篇。部分著作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生动
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
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
材。

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
续深入推进，全党正在开展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出
版发行，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
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
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在全国出版发行 习近平复信阿拉伯知名艺术家代表

应习近平邀请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华

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

清明将至，各地开展祭奠活动，缅怀先烈，寄托
哀思。

① 4月3日，杭州英才高中的学生在杭州革命
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② 4月3日，74岁的董长兰从北京来到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祭奠自己的父亲殷伦。

③ 4月3日，在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烈士陵
园，青年志愿者在擦拭英烈墓碑。

④ 4月3日，合肥市六安路小学翠微分校的少
先队员和老师代表在蜀山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据新华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负责人孙伟
3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将从加
强政策制度建设、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深化
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
平、不断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六方面发力，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孙伟说，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融合提档加速，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
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他表示，今年将从六方面发力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其中，加强政策制
度建设方面，将加快构建“1+N”数据要素基
础制度体系，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开展
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先行先试，统筹构建多层
次、多元化和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数据要素市
场体系。

同时，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强化各
领域、各行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政策改造
引领，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提升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
业、第三方服务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加快转型的
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门1日联合启动
2023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活动为期一个
月，主题为“服务民企促发展，扩大就业惠民
生”，服务对象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农民工为重点。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一活动主要是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决策
部署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动和扩大就业。
活动期间，各地将深入民营企业进行调研

走访，了解招聘用工需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提供政策落实、用工指导服务，千方百计
帮助民营企业缓解招聘用工难题。

人社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www.
job.mohrss.gov.cn）开设“2023 年民营企业
服务月”专场，通过就业在线、国家大学生就
业服务平台、工会就业服务网上平台、全联人
才在线和各省分会场链接，联动发布招聘岗
位等。

2023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三亚4月2日电 2日，记者从
正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的2023中国种子大会
暨南繁硅谷论坛上获悉，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已基本完成任务，目前
征集和收集到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12.4万份。

在本次大会举办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成果展上，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
介绍说，目前已开展了31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计2323个县（市、区、旗、生态
区）的普查征集和679个县（市、区、旗、生态
区）的调查收集。

据介绍，经初步比对，新征集和收集的
12.4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包括一大批特
色、特有或特异的种质资源。除了在科学研究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之外，有些还具有独特的地
方文化，或在食用、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功能，
在乡村振兴中具有较大的潜在利用价值。

我国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2.4万份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六方面发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