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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我被白鬍子老人感動了
暨南大學港澳台青年暑期走進寧夏 見證脫貧攻堅成果

2021 年在內地討論度
最高的電視劇之一《山
海情》，講述的沿海省
份福建對口幫扶欠發達
地區寧夏，最終使西海
固地區人民過上美好生

活的扶貧故事。暨南大學的港生們今次走
訪的閩寧鎮，便是這部熱播劇的主要敘事
地之一。2021年2月25日舉行的全國脫貧
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寧夏閩寧鎮榮獲
「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閩寧
鎮，作為一個純扶貧移民鎮，因移民而
建，因扶貧而興。

荒地廿載變金灘
西海固曾被聯合國列入最不適宜人類生

存的地方，位於寧夏南部地區，黃土高原
上六盤山附近，水資源嚴重匱乏。1996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部署實施東西部對口
扶貧協作，決定由福建對口幫扶寧夏。次
年4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對

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帶隊來
到寧夏考察，他提議將西海固的貧困群
眾，整體搬遷到銀川河套平原建設新家
園。閩寧兩省區負責同志商定要組織實施
閩寧對口扶貧協作，共同建設一個移民示
範區。這一年，賀蘭山腳下這片荒蕪的土
地，被賦予新的名字、新的生命力，7月，
這裏被正式命名為「閩寧村」。習近平堅
定地說：「這裏將來會是一個金沙灘」。

2001年12月，經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
府批准，閩寧鎮正式成立。近年來，閩寧

鎮大力發展畜牧養殖業，通過「政府引
導、企業帶動、群眾參與」的方式，實施
了「肉牛託管」模式，奠定了畜牧業產業
扶貧的堅實基礎。強力發展菌草產業，菌
草技術，已傳播到106個國家。

閩寧鎮一邊緊抓菌草產業不放鬆，一邊
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大力發展葡萄種植業
和以枸杞、大棗為主的庭院經濟。因為天
然的地理優勢，葡萄在這裏的長勢喜人。
當地也藉此將賀蘭山東麓打造成為聞名遐
邇的「葡萄酒之都」。

20多年裏，一個8,000人的閩寧村發展成
6.6萬人的移民示範鎮，移民戶的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搬遷最初的 500 元（人民
幣，下同）躍升到2021年的16,098元，昔
日天上無鳥、地不長草、十里無人煙、風
吹石頭跑的「乾沙灘」，變成了綠水成
蔭、良田萬頃、經濟繁榮、百姓富裕的
「金沙灘」。閩寧鎮的蝶變，是東西部扶
貧協作的壯闊縮影。

◆來源：綜合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經濟網

賀蘭山下的「山海情」

正在暨南大學廣告學就讀大二的港生陳
柳靜今年暑假過得有些特別，在內地

度過的第二個暑假，她第一次踏足祖國北
方。與其他22名暨南大學港澳台研習生，
先後走訪了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閩寧鎮原隆
村、靈武白芨灘、戈壁灘上的「東數西
算」工程項目、重走長征勝利路等，行程
非常緊湊豐富。「我現在還記得寧夏那邊
清涼的天氣，還有那裏熱情的人們。」陳
柳靜告訴記者，第一次到北方，天氣、美
食、當地人的直爽豪邁都讓她印象深刻。
在靈武白芨灘，他們一行參觀了寧夏沙漠
變綠洲、「人進沙退」的治沙奇跡。從最
初的沙拐棗、檸條、沙柳治沙到如今的
「草方格固沙」技術，在三代白芨灘人堅
持不懈的努力下，昔日「沙洲」變「綠
洲」。

讓眾多港生最為難忘的，還要數見證當
地鄉村振興的發展成果而走訪的寧夏回族
自治區的閩寧鎮原隆村。陳柳靜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他們在村裏遇見了回族老人
田爺爺。田爺爺戴着回族傳統的白帽子，
雪白的鬍子和白帽子之間，是被當地陽光
曬得通紅的臉龐。老人說起話來異常熱
情，家中也是極為乾淨整齊的。

貧困戶生活全面改善
原隆村是習近平總書記牽掛和視察過的

地方（見另稿）。村民都是2012年從西海
固地區原州區和隆德縣遷徙過來的。但自
從田爺爺一家搬到閩寧鎮後，教育、醫
療、住房都得到了保障，田爺爺的妻子因
治療腦瘤花去的14萬元人民幣醫療費也都
得到全額報銷，生活的改善與之前相比有

若雲泥。「田爺爺是個很樂觀開朗的老人
家，但其實他過去的生活很不容易。」陳
柳靜說，研習營在村中看到的是乾淨整潔
的街道，和道路旁整齊劃一的房子。「可
田爺爺卻告訴我們，以前住的地方山路崎
嶇，孩子們要想上學，要步行 20 多公
里。」「因為缺乏水源，生活在黃土高原
的他們僅能種植小麥，物資匱乏。」研習
營的另一個香港學生薛宇君也很難忘與田
爺爺促膝聊天的場景，以至於走訪結束後
她還將田爺爺一家的故事詳細地記錄了下
來。薛宇君說：「田爺爺同村村民遷移後
都會獲批新的土地和房子，新的居住地環
境要好過之前，現時村民會將土地租借給

當地商人種植葡萄獲得收入之外，再進入
葡萄加工企業工作獲得一份工資，以此融
入當地的產業發展。」

農婦脫盲 落落大方
「老爺爺跟我們說過去的苦日子時，眼睛
是帶着淚光的。談到現在的生活，老爺爺
会一連幾句『好得很』，這種樸實讓我很動
容。」陳柳靜說，她通過親身走訪才知道
國家為了扶貧下了多大力氣，也為無數家
庭帶來改變和希望。「經歷這個暑假，對祖
國認識上有了不一樣變化。我希望自己學
好專業知識，為國家發展也出一份力。」
薛宇君感慨地表示，這次走訪讓她真實

知道「鄉村振興」四字的含義。行程中，
薛宇君還特別難忘閩寧車間的走訪，這完
全刷新了她對農村婦女的印象。「車間的
婦女們不論是介紹產品，還是和訪客們拉
家常、聊鄉土風情，都表現得落落大方。
侃侃而談間，完全看不出曾是一位來自大
山深處、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薛宇君
表示，看到她們利用工廠流水線的運作方
式，分揀商品、打包分裝，再加上直播賣
貨，使商品外銷出去，通過巨大的市場需
求帶動當地產業發展，直觀感受到基層政
府在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戰略所付出的努
力和收穫的成效。「這對我來說是難忘的
體驗。」

◆◆港澳台學生到回族的田爺爺港澳台學生到回族的田爺爺（（中間白衣老人中間白衣老人））家中探訪家中探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經濟欠發達的西北地區，給很多港人

留下的固有印象可能仍是乾旱缺水，土地

貧瘠，百姓「面朝黃土背朝天」。但一群

來自香港的學生所見，可能會使此固有印象得到改觀。這群港生無懼酷暑

天氣，在暑假期間深入走訪祖國內地城市，足跡遠至寧夏，深入了解祖國

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實踐和成果。今年暑假參加了「塞上行·兩岸

情——暨南大學台港澳青年寧夏暑期研習營」的香港學生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電話訪問分享此行感受。對於第一次到訪西北地區的香港學生陳柳靜

而言，她不僅親眼看到了「沙漠變綠洲」的奇跡，也看到了西北農村發展

中更加細膩的一面，白鬍子回族老爺爺回憶過去貧苦生活時泛淚的雙眼，

和提到新生活時連連重複的「好得很」，都讓港生們記憶猶新。「作為港

生，希望未來能為建設祖國、讓社會變得更好出一份力。」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7月31日
上午「2022雲南茶馬古道紀實攝影展」在
台北開幕，集中展出自2017年以來，台灣
大學生走進滇藏線，和當地大學生一起重
走茶馬古道拍攝的攝影作品，在台灣大學
生們的鏡頭裏，有優美的自然風光，有當
地百姓的生活日常，也有民族特色和人文
風情，記錄的是古道的新變化。
台灣大學生劉子君說，「一路上就像一

頁頁歷史和地理課本呈現在眼前，我們到

當地少數民族家裏觀賞手工技藝，也被寺
廟裏莊嚴肅穆的氛圍所感染。我很慶幸自
己能看到大陸壯麗河山及文化風情，這也
是我選擇來大陸交換、學習的原因。」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學生郭芳任表示，在

活動中認識了很多當地朋友，學員們也感
受到彼此溫暖的友誼。
曾連續兩年參加攝影營的台灣青年黃登

昌依然記得，雲南德欽縣的雨崩村曾將騾
子作為進出村的主要交通工具，「騎騾子

大概要花三個多小時，後面還要徒步。現
在可以坐越野車前往了」。
主辦方中華競爭力交流協會理事長蔡佳

麟表示，希望茶馬古道紀實攝影營讓兩岸
年輕人可以攜手觀察與記錄一個地區的變
化。
滇藏線茶馬古道是古代西南地區的重要

商道。多年來已有百餘位兩岸大學生走過
該線路，用相機記錄沿途風光和歷史人文
的同時結下了深厚友誼。

台影展記錄雲南茶馬古道變遷

◆寧夏閩寧鎮航拍圖。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月1日出版
的第15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
講話》。
文章強調，人民軍隊的歷史輝煌，是鮮血生

命鑄就的，永遠值得我們銘記。人民軍隊的歷
史經驗，是艱辛探索得來的，永遠需要我們弘
揚。人民軍隊的歷史發展，是忠誠擔當推動
的，永遠激勵我們向前。中華民族走出苦難、
中國人民實現解放，有賴於一支英雄的人民軍
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人民實現更
加美好生活，必須加快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
界一流軍隊。

有民心所向能無往而不勝
文章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一聲槍

響，拉開了我們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
幕。自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
就英勇投身為中國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為中華
民族謀獨立、謀復興的歷史洪流，同中國人民和
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90年來，人民
軍隊歷經硝煙戰火，一路披荊斬棘，付出巨大犧
牲，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為黨和人民建立
了偉大的歷史功勳。
文章指出，在長期實踐中，人民軍隊在黨的旗

幟下前進，形成了一整套建軍治軍原則，發展了
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培育了特有的光榮傳統和
優良作風。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彰顯了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力量，彰顯了理想信念的偉
大力量，彰顯了改革創新的偉大力量，彰顯了戰
鬥精神的偉大力量，彰顯了革命紀律的偉大力
量，彰顯了軍民團結的偉大力量。歷史告訴我
們，黨指揮槍是保持人民軍隊本質和宗旨的根本

保障，這是我們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顛撲
不破的真理；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軍隊勇往直前
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與時俱進，是人民軍隊
不斷發展的康莊大道；戰爭不僅是物質的較量，
更是精神的比拚；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有
了民心所向、民意所歸、民力所聚，人民軍隊就
能無往而不勝、無敵於天下。

永遠跟黨走 推進強軍事業
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建設一

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這
一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與時俱進創新軍事
戰略指導，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人民軍
隊實現了政治生態重塑、組織形態重塑、力量體
系重塑、作風形象重塑，人民軍隊重整行裝再出
發，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了堅實步伐。推
進強軍事業，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

領導，確保人民軍隊永遠跟黨走；必須堅持和發
展黨的軍事指導理論，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軍事
理論和當代中國軍事實踐發展新境界；必須始終
聚焦備戰打仗，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
必勝的精兵勁旅；必須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
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水平；必須深入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構建
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必須堅持全
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做人民信
賴、人民擁護、人民熱愛的子弟兵。
文章指出，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

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軍隊
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軍隊將一
如既往開展國際軍事交流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
安全挑戰，積極履行同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責任
和義務，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貢獻力
量。

《求是》發表習近平文章：人民軍隊的歷史輝煌是鮮血生命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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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國家金
融與發展實驗室近日發布最新
季度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的居
民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出現
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某些
跡象，即儘管融資成本下降，
但主動融資的意願都不強，其
中最值得警惕的是民營經濟的
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實體經
濟各部門要努力擴大消費與投
資需求，防止「躺平」出現資
產負債表衰退。

上半年居民債務增8.1%見新低
二季度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中國是否已出現「資產負
債表衰退」引發市場關注。國
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最新發布
的二季度宏觀槓桿率報告中提
到，今年上半年，居民債務增
速僅為8.1%，見歷史新低，消
費貸款和住房貸款的增速都是
近十餘年來的最低值，非金融
企業部門債務增速僅為9.3%，
處在歷史較低水平，並且主要
由短期票據融資拉動，企業主
動加槓桿的意願仍然有限，民
營經濟主動增加投資和融資的
意願更低。
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

最早是日本學者辜朝明用來解釋
20 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衰
退。當經濟泡沫破裂時，資產價
格會下降，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資
產端大幅縮水，而負債卻是剛性
的，導致資不抵債。企業為了彌
補資產負債表的創傷，會抑制借

貸行為，從追求利潤最大化轉為
積極償還債務，力求負債最小
化。一旦進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
周期，貨幣當局採用降低利率的
刺激政策也不會提升企業的投資
意願。

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最值得警惕的是民營經濟

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報
告指出，工業企業投資增速低
迷，下行最為嚴重的是民營企
業，國有企業反而逆勢增長。
要防範企業資產負債表衰退，
重點是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
首先要改變目前房地產、平台
經濟等還處在政策預期不穩定
的現狀，推動各類資本良性發
展、共同發展。其次，可根據
「十四五」規劃102項重大工
程、國家重大戰略等明確的重
點建設任務，選擇具備一定收
益水平、條件相對成熟的項
目，採取PPP（政府和社會資本
合作）等多種方式吸引民間資
本參與。最後，仍需通過存量
改革，打破壟斷以及產業准入
限制，給民營經濟更大的發展
空間。
對於居民部門穩槓桿，報告

建議，政府首先要保持房地產
的基本穩定，並在住房保障方
面承擔更多責任。對於部分居
民資產負債表惡化甚至出現斷
供、信貸的問題，要抓緊做好
應對預案，關鍵在於保市場主
體，保就業，防止居民收入下
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