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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太原9月30日电

万里黄河，九曲蜿蜒，至山西河津
后出晋陕峡谷，水面陡然开阔。岸上，
便是“鲤鱼跳龙门”传说发源地——龙
门村。

千百年的传说，道出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山西省河津市清涧街
道办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让传说
变为现实。20多年来，原贵生带领全
村人更换脑筋、发展产业，去年，村民
人均收入达到2.7万元，实现了生有
所养、老有所依。龙门人，跃过了世代
梦想的“龙门”。

龙门村位于黄河岸边，明清时曾
是重要渡口，一度商贾云集，繁荣兴
盛。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龙门村地
位下降。

怎样让乡亲们致富？龙门村人与
其他山西农村一样，看中了焦化。
1996年，原贵生上任村党委书记，将村
里年产2.5万吨的焦炉生产线产能提
高到22万吨，随后又提高到60万吨。

同时，龙门村以相关产业政策为
指导，又兴办了水泥厂等企业。

难能可贵的是，龙门村村办企业
始终设定“闸门”，严格按照国家政策
标准进行生产。

经过多年
苦心经营，龙门
村成了山西名
村。村办产业
壮大了，下一步
怎么发展？

与一些名
村相比，龙门村

并没有满足于集体经济一花独放，而
是积极探索集体控股、村民入股、联户
入股，甚至引进外来资本。在确保集
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各种所有制
经济百花齐放，小村庄做出了大格局。

截至2016年年底，龙门村集体企
业固定资产达15亿元，年产值28亿
元。龙门村人人持股、年年分红，村民
人均纯收入2.7万元。

现在，全村70岁以上老人有500
多位，80岁以上老人58位，还有一名
百岁老人。“日子可好了，每年还能出
去旅旅游，北京、上海、桂林，我都去过
了！”71岁的侯清叶满足地说，老人面
色红润，身体硬朗。

□据 新华社石家庄9月30日电

作为一名古籍的追寻者，党的十九
大代表、河北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苏文
珠，在一个大众并不太熟知的领域辛勤
耕耘，承担着守护“文化财产”的重要责
任。在省图书馆，她三十年如一日，架
起古今间桥梁，让书香飞进千万家。

一头扎进书本里，是苏文珠的日常
状态。但与人们平日的看书学习不同，
苏文珠埋头在古书堆里，是要从中寻找信
息，进行普查登记，为每部古籍发放“身份
证”，然后带领团队保护和抢救这些古籍，
让它们以完整的姿态流传给后人。

经费不足，苏文珠争取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支持，几年来承办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各类古籍培训四期，为省内培
养古籍人员近300人次。人员不足，她
从大学中招收志愿者进行培训。

几年来，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
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完成了国家和省里
下达的各项任务。

苏文珠198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
史专业，带着无限的向往来到河北省图
书馆报到。她的第一个岗位是办理借
阅，借还书籍都要经过她的双手。她在
一线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

1996年，苏文珠被调入特藏部，
2003年开始全面负责该部工作。2012
年被评为省直文化系统创先争优优秀
共产党员，2014年被评为全国古籍保
护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被评为燕赵
文化英才。

为了发挥古籍的社会价值，苏文珠
主动请缨，带领相关工作人员，组织策
划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相继承办了“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我与中华古
籍”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巡展启动仪式、
创客图书馆创意作品大赛等宣传推广
活动。

她还成立了一个由诗人、朗诵艺术
爱好者组成的志愿者文化服务团体——

“爱诵志愿者诵读艺术团”，为群众提供
公益性文化服务，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恒久魅力。

苏文珠没有
停下追求的脚步。
她说，创新服务理
念，为大众提供多
样化、高水平的文
化信息服务，是她
继续探索的方向。 代表风采

十九大

苏文珠：
文化殿堂里的耕耘者

原贵生：
带领乡亲跃“龙门”

原贵生（右）在检查村办企业的
生产情况 （新华社发）

苏文珠在整理古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