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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学思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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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安康市市场主
体总量突破 26 万户， 非公经济占比由 55.5%增
长到 60%，连续八年稳居全省第一。 ”之所以取
得这样的好成绩， 正是安康市政府持续不断用
系统思维助推安康市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招商引资初见规模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创造性地建立了

‘144520’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安康开放发展高
级顾问制度、 开放招商联席会议制度……招商
足迹遍布 17 省份 32 个城市，与 20 多家商协会
建立合作机制，成功组建安商总会，发展会员企
业 1700 家。 累计引进招商项目 2389 个，到位资
金 3909.3 亿元、利用外资 2.95 亿美元。 ”招商引
资是民营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能否吸
引知名企业落户安康， 能否有效利用各种资金
推动安康经济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安
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引进外来企业之后， 营商环境建设就成了

民营企业能否在安康市长远发展的一项最重要
指标，安康市已经打出了“营商环境最安康”的
金字招牌。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安康开
放发展水平与经济外向度大幅提升， 成功入选
‘中国营商环境十佳城市’。 ”“深化‘放管服’改
革， 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 加快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不断优化各类公用事业涉企服务，
实现行政审批更大范围‘一网通办’、更高质量
‘帮办代办’、更快速度‘秒批秒办’。 深化政府诚
信建设，加强企业信用管理，恪守责任意识和契
约精神。 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安商总会桥

梁纽带作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问题投诉反映、
受理转办、跟踪反馈、绩效评价工作机制。 加快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做优政务 ‘一张网’‘一朵
云’和大数据中心平台，提升信息共享开发和应
用水平。 ”这些举措的推出都标志着安康市下大
力气改善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决心。

三、资金难题有望破解
民营企业要发展，资金问题是重中之重。 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紧盯中央扩大财政支出规
模、提高地方转移支付、增加政府专项债券等政
策，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发挥投资撬动作用，有
效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 认真落实新的组合式
减税降费措施， 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政策进行延期，适当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
围。 协调金融机构继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
业企业给予融资支持，防止出现行业性限贷、抽
贷、断贷，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促进融
资成本稳中有降。 严控涉企收费， 严禁强制摊
派，规范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服务收费，深
入开展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行动。 ”“积极
探索‘生态贷’‘信用贷’‘安康贷’等金融产品创
新，定期组织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着力破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突出问题。 ”可以看出，安康市
正在多方位、 多渠道解决困扰很多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政策扶持精准到位
政府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在

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方面，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大力支持本地民营企业发展， 努力创造宽松
环境， 取消非必要限制条件， 提高规范化管理水
平，简化市场准入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依法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

为，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对于很
多企业来说， 政府制定的政策就是企业能否存活
下去的生命线， 报告中提出的这些符合实际的举
措必将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 促进安康市民营经
济的发展。

五、消费市场多元发展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所有的产品 、服务最

后都要通过市场面向消费者 ， 近几年的疫情
之所以让很多民营企业难以维系 ， 正是因为
疫情所导致的消费市场的萧条 ， 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 ：“聚焦群众个性化 、多样化 、品质化
消费新需求 ， 积极发展消费新业态 ， 推动健
康 、养老 、文化 、旅游 、体育等服务消费向高品
质升级 。 精心组织实施促进消费增长三年行
动计划 ，围绕汽车 、家电 、家居和餐饮 、娱乐等
重点领域开展消费促进活动。 组织开展‘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 ’‘标准化菜市场 ’‘农村商超 ’
等建设试点 ，促进实体化消费 、便民式消费 、
接触型消费恢复增长。 ”这些举措都将切实有
效地破解民营企业的现实难题。

可以看到， 民营经济发展是一个多要素的
系统性工程， 必须用系统思维分析和解决这一
问题。 招商引资、营商环境、资金问题、政策扶
持、 消费市场这五大要素正是这一系统中的关
键所在，在本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些要素
都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论述，这也让很多民营企
业看到了希望。 我们相信，在新一届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在市政府的安排部署下，安康市的民营
经济发展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市委党校哲学文史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市人民汇报了 2021 年政府工作，也对过去五年
的政府工作作出了总结。过去的五年对于安康人民来说非比寻常，我们迎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康考察、我们告别了绝对贫困……

安康这五年的发展与全市党员干部勠力同心、苦干实干分不开，也与安康
融入国家战略大局抓住脱贫攻坚战的机遇分不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充
分认识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央“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安康跨越式发展和追赶
超越就必须更好地融入这一国家战略。

安康地处秦巴腹地，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 50.08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虽
然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和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

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发展提供经济动力，为乡村建设提供物质支持，为乡
村治理提供新的平台，是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农村共同富
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破题点。 更应该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繁荣农村
经济、发展农业产业、提高农民收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安康在全省率先消除集体经济 “空壳村”，1782 个村集体经济累计收益
4.32 亿元、分红 1.98 亿元，成果喜人。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运行模式僵
化、体制机制不畅、观念陈旧、人才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这些问题亟待破解。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但需要做好产业建设，也需要做好集体经济组织的
建设。

一要深化产权改革，激发组织活力。 用活用好“股份”这一有力工具，与社
会资本或本组织内的成员共同出资成立新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 推进集体
资产使用权开放的改革，实现由封闭的村组内部成员向全社会的开放，还能更
好地利用、动员外部资金和农民自有资金，破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资金短缺的
瓶颈。

二要加大机制创新，催生内生动力。 完善鼓励激励机制，完善容错纠错
的具体制度设计 ，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的待遇 ，完善与集
体经济组织效益挂钩的绩效考核奖励办法，增强管理者发展集体经济的主
动性与积极性。

三要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加强法律、财税、金融、农业技术
等方面培训，实现知识更新、能力提高。 鼓励条件成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
设工商企业， 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利益分享机制， 进一步完善订单带
动、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防止普通小农户被挤出。

四要统筹各方合力，补足发展短板。我们要结合安康实际用足、用好政策，
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必将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在加大
“三农”投入的基础上，更应该寻找市场化的投资渠道。 大力协调、鼓励金融机
构开发适合农村实际的涉农信贷产品和保险产品， 提供正规的市场化融资渠
道，降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信贷风险和经营风险。

（作者系市委党校政治法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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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思维推进安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廖世阳

静静的大山里，我又悄悄地来到您的坟前祭拜。 敬爱的婆婆，您
还记得吗？ 又是清明了，20 多年来每个清明节我都随您来祭拜先祖、
表达哀思，但从去年开始我和您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说会儿心里话了。

记得和您儿子谈恋爱第一次回家， 您见了我以后那欣喜的样子
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进门您就给我端了一盆温水，拿了一条新毛巾，
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这老朳里， 你这么俏俏小小的是怎么走上来的
呢？让我好心疼，赶快洗一洗，往后我会更心疼你的，我有这么大的儿
子就有这么大的女儿。”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您就是我的第二个妈
妈。

婚后，您对我们提出了 3 个要求。要相亲相爱、勤俭持家、孝敬父
母、善待亲朋；端了公家碗，就要受人管,莫耽误工作，莫犯错误；有时
间回农村老家看看，莫忘了苦，莫忘了本，莫变了质。这平凡而又朴实
的家训我们一直铭记在心，甚至浸透了我们的心灵。 这么多年来，正
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们，让我们一直向前向上向善，让我们一
大家子生活得和顺美满，令身边的人羡慕不已，朋友们都说我是最幸
福的媳妇。 是呀，您一直用母亲博大的胸怀疼爱我、关心我、宽容我。
自打女儿出生那天起，您考虑到我在乡镇工作，身体弱，性格又急躁，
就把养育女儿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您陪着女儿玩耍，您给女儿弄
好吃的，给女儿洗澡洗衣，照顾女儿睡觉……这一带您就带了整整三
年，让我这个当母亲的惭愧不已。 当我心中内疚时，您还总对我说：
“我现在身体还好，我非常喜欢我的小孙女，给她做啥都不累，你就安
心忙你的工作吧! ”

平日里，您时常叮嘱我们：“小孙女外公外婆年纪大一些，身体差一些，有时间就要多
去看看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如果我们没时间回去，您就做上好吃的邀请二
老过来，一家人笑语满屋，其乐融融。 您心地善良，无论是乡亲或家族里谁家粮食不够吃，
您总会从本不富裕的家里分出一些粮食接济其渡过难关；哪家有小孩上学没钱了，您也
会或多或少塞点钱，您看不得因为没钱上学而耽搁了孩子的前程。 就是从门前路过的过
客，您也会招呼进屋喝口茶，歇歇脚。正是您的这份热心肠，得到了家族和乡亲的尊重。家
族里和乡亲间有什么纠纷、争执，都会找您来调解，往往都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您也成了
家族里的“定海神针”。

因为公公是家里老大，您总能当好大嫂的角色，在兄弟、妯娌之间，无论什么时候都
是笑脸相迎、轻言细语地进行沟通，都能设身处地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么多年从没有和谁
红过脸、吵过架。 同时，对待晚辈，更是爱护有加。 在我的记忆中最暖心的是每年春节，我
和您大儿子给您个大红包，您在给孩子们发红包的时候也总不忘给我一个红包，虽然钱
不多，但是很暖心，女儿和我一起拿到红包，总是嫉妒地说：“哼，你这个当妈的，奶奶还把
你当小孩，给你一样发压岁钱！ ”迎来的是我给她一个傲娇的白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每每回忆起来都无比温暖。

正是因为有您这样一位把儿媳当亲闺女对待的好婆婆， 我也不知不觉把自己融
入了这个大家庭中。 每逢您和公公的生日，我都会及时送上礼物 ;每逢换季，我都会提
前为你们购买好衣服 ;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利用休息时间赶回老家陪您和家人过节 ;每
逢小叔子有啥困难，我都会主动帮忙。 这么多年，我们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和睦，
小辈亲密 、长幼有序……清楚地记得 ，那年我带您去西安临潼华清池 ，当您听导游介
绍这就是杨贵妃洗澡的汤池时，忽然说：“回去给我老大媳妇也修一个。 ”我倚在您肩
上娇嗔地说：“说话算话，不修我这一辈子就不洗澡啦。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您去世的前一年 2019 年 ，也就是您 70 岁那年 ，我带您去北京游长城 ，不顾导游
再三叮咛，您硬是一口气爬到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 ”的顶峰处 ，并在那拍照留念 ，这张
照片我把它镶嵌在您的杯子上，成为您的骄傲，成为您身体健朗的见证。 您总是在亲
朋好友、街坊邻里面前夸我是个好儿媳 ，当身边的人们羡慕您时 ，您脸上总是挂满了
幸福。 其实，您知道吗？ 此时的我比您更幸福，因为我知道，我生活在一个相亲相爱的
大家庭。

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这份美好却在前年成了遗憾，您因为突发脑溢血匆忙地离
开了我们，走得是那么突然，那么匆忙，让我们毫无准备。

妈妈，您知道吗？我一直牢记着您的嘱托。 自您离开后，我们一家人时刻不忘相亲
相爱，和谐相处 ;勤俭节约，与人为善。 对于家务事我们也处理得井井有条 ，经常受到
亲朋好友的赞扬。 现在，您的小儿子已经当爷爷了，您的大孙子去年添了一个大胖小
子，您也荣升为曾奶奶了；您的孙女，当年那个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的小
可爱如今已是长安大学博士研究生啦；爸爸在老家种点小菜，听听花鼓戏，我们也经常回
家看看他，他的小日子也过得很惬意。 只是时不时，我的眼前会浮现出您和我们在一起的
那些温馨画面，那其乐融融的情景，仿佛一切还在眼前，却已是阴阳相隔，不可能再有了。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谁也改变不了，但总觉得您不该这么早就走了，总觉得您还应该
再享几年福，看着儿女生活得好，看着孙儿长大成家，可是苍天不遂人愿啊，树欲静而风
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您走了，让我们又是痛心，又是遗憾。

供上您生前喜欢吃的水果和糕点，燃起一炷香，献上我们的哀思。 我默默祷告：妈妈，
您为这个大家庭辛苦了一辈子，为儿孙幸福操劳了一辈子，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用再辛苦
劳累了，您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 也请您放心，您教导的话语也早已融进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激励着我们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们会一直把这样的好家风传承下
去。

往事如烟，说的是过往
之事， 犹如一缕缕云烟，缥
缥缈缈 ，随风而聚 ，又随风
而散。 记忆的长河似乎长满
了苔藓，既古老，又新颖。 记
忆中的袅袅炊烟，不是炊烟
本身， 而是妈妈的味道，即
便天荒地老， 也永难忘怀。
记忆这东西，往往需要被触
及，一夜瑟风，便满地落花。 七亲六戚，同窗密友，回
顾过往，有感而发，于是，记忆往往就复活了，似乎
早已模糊的往事，都成了最新鲜的话题。

我和思成同志早年先后一起到镇坪县工作，因
为喜好文学而结缘。 后来，他又推荐了曾在红阳小
学任教的张朝林老师的一篇怀念南江河的文章，文
中对于许多过往，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下便戳疼
了我的心，也触动了我许多五味杂陈的心绪。 朝林
当年曾经在我陋室共眠一宿， 忆及诸多如烟往事。
当时我是否真的夸下海口，要将稿纸堆满一整间屋
子，其实自己早已健忘。 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一
个人记住了我年少时的梦想，而且如星火般，擦亮
了一位文学青年的好梦，这便值得追忆。

朝林当年生活工作的地方很清苦，尤其交通不
便。 他在红阳小学执教多年，到县城要从红阳步行
几公里到双河口等班车， 运气好勉强可以挤上去，
而到了县城有个地方可以落脚，自然心存感念。 记
得当年有许多好友曾经在我陋室下榻，煮一锅和汤
面，大家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即便时过境迁，但每每
相聚，室友们仍喟叹：怎么也吃不出当年面条的味
道了。 我知道，那不是当年我的厨艺有多好，而是面
条里烹饪了一份特殊的佐料叫情谊。 情谊如一粒
种，不经意间，已经深深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只需
一场春风化雨，便生根发芽，充满勃勃生机。

《南江河》应该属于时代催生的产物，是一群爱
好文学青年丫丫学步的绿茵草甸。 冬天，我们依偎
着文学这炉火，抱团取暖；春季，我们又携手并肩，
在文学的花海里尽享芬芳。 青春的血液在每个胸腔
里激荡，时代的火焰，将生命激情的蜡纸点燃，生活
中到处都喷发着青春的岩浆，这注定《南江河》必然
日出东方。 它的确土里土气，但自始至终散发着油
墨的馨香。 在那个尊重知识、崇尚文学的年代，《南
江河》在镇坪文学贫瘠的土地上呱呱坠地，既迎合
了时代的呼唤，也迎合了年轻人的文化渴求，可以
是十月怀胎，也可以是瓜熟蒂落。 但无论如何我们

都要感恩和感激《安康日报》文学专栏“香溪”和《汉
江文艺》期刊。 是这些公开发行的正规出版物，让我
们的处女作变成铅字，也让我们的名字走向大众视
野。

爱好是禀赋，是一个人的天性，没来由甄别对
错，更无法预知未来就一定会开花结果。 我们用文
字记录过往，记录历史，记录一切美好或悲伤，也记
录一段心路历程，留下的皆是遍地落英，一路芬芳。
许多青年的文学梦，都是从爱好启航，凭借爱好这
盏摇曳的航灯，驶过一片陌生水域，然后归于宁静。
但我笃信：只要笔耕不辍，勤勉写作，总会有收获。
更何况，创作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读者会在书里找
到乐趣，旅者会在旅途找到激情，饮者会在酒里陶
醉。 书者在创作的原野，任思绪的骏马，驰骋奔腾；
让情感的河流 ，一泻千里 ，同样幸福无比 ，快乐无
比。 我们一生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独善其身。

诚然，是大地抚育了万物生灵，是阳光照耀了
万物生长。 但任何一池一地文学禾苗的繁盛，都离
不开一群人的聚力，离不开领军人物，如同战场上
的冲锋，旗手就是方向，就是召唤，就是一场血性的
凝聚。

光阴荏苒，我们一起走过风雨兼程。 如今，当年
的一帮文学汉子都已一天天变老。 但老去的只是年
轮，永远不老的依旧是热爱文学的青春之心，是坚
贞不渝的痴情。 我们用一生伫立在文学的门口，守
望文学的殿堂。 看斜阳西下，明月如水；听晨钟暮
鼓，雁阵呢喃。 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始终不忘初
心，痴心不改，痴情不变。

我以为，文学始终是一种爱好，写作是一个人
的习惯。 爱上，就是一辈子的坚守；习惯好歹，也终
归成瘾。 我自己爱好它一辈子，也不曾著书立说，但
从未后悔。 如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纵然山盟海
誓，海枯石烂，但最终也未必能够牵手，未必能够白
头偕老 ，可总归是爱过 ，即便思念成灾 ，也矢志不
渝。

谁说我们当年在 《南
江河》里的一次美丽邂逅，
就注定今生一定要在文学
的浩海里徜徉一辈子？ 我
们无需给自己套上一道精
神枷锁， 更无需苛求自己
一定成名成家。 闲时涂鸦，
有感而发，淡看春江月影，
秋水惆怅， 就算化作一场

巴山夜雨，涨了秋池，又抑或是一抹惊鸿，碎了一地
月光。 文学创作是一份需要思考的苦差，那是一泓
自恋的爱情之海， 我们一不小心掉进这片海里，是
幸也是不幸。 我们只是一群爱好文学的拓荒者，在
《南江河》里，播撒文化种子，种下自己的爱好，种下
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景，种下日出日落，种下似水流
年。 如农民在自家土地上种下栗粟，看麦浪翻滚，瓜
果满园，即是喜悦，即是一脸灿烂。

岁月染白了年华，也染黄了记忆。 阅读过去是
一本书，阅读未来仍是一帧纸。 无论岁月长短，都要
记住感恩，学会感恩。

我们一起陪伴《南江河》成长，直到今天，依然
是一群健步行走在黄昏里的笔耕者。 文化，需要传
承，走过叫经历，行走才是历程；爱好是历经，坚守
才叫历练。 在文学这条永远没有尽头的崎岖道路
上，也许只有长夜漫漫，青灯苦伴；也许苦苦求索，
只换来孤独一生。 但太阳每天总会定时从东方冉冉
升起，我们只需将传承留在《南江河》里，留下种子
和余香。

我们老了，但《南江河》永远不会老。 大浪淘沙，
新陈代谢，代代自有新人出。 《南江河》就是我们的
田地，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我们接力耕耘，亲手
撒下一粒粒种，栽植一株株禾，惟愿她枝繁叶茂，花
开四季。

南江河 ，是我们的母亲河 ，流过岁月 ，流过四
季，也流淌在每个镇坪人的血管里。 《南江河》算不
算一段文学记忆？ 她记住的是曾经发生在里面的故
事，更是一份执着的文学情结。 她如一朵绽放在高
山峡谷间的文化奇葩，从青涩不断走向成熟，将一
代又一代文学新人吸引和召唤在一起， 相互切磋，
携手砥砺，不断聚石成山，聚溪成海。 这正是她魅力
所在，也是其生存之基。

感谢记忆！ 感恩许许多多曾经为《南江河》出力
流汗的文友！ 希愿她永葆青春与活力，成为我们眷
顾、呵护的文学之家。

清
明
祭

□

柯
巧

流过岁月的“南江河”
□ 熊寿安

近日，石泉云雾山镇中心小学组织部分少先队员，在庄严
肃穆的红军英雄纪念碑前，通过唱队歌、敬献花篮、扫墓等活
动，为同学们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谭相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