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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谈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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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黔驴技穷”到黔驴“济”穷 （七版）

社工助山区儿童“向阳成长” （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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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孝荣 本报记者 张振中 文/图

一种品质蜜橘，以前只能烂在树上，如今
畅销省内外。

一片原始次生林，曾经人迹罕至，现在游
客慕名而来。

一个贫困村庄，30年贫困落后，从去年起
脱贫致富。

这样的改变，源于一条“脱贫公路”的修
建。今年，湖南省资兴市东江库区的清滁公
路正式通车，这是清江、滁口两个乡镇两万多
名群众期盼了30多年的一条扶贫路、致富路。

随着交通改善，公路沿途 4314 名贫困人
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稳定脱贫
致富更有希望。

湖水淹没出行路
——村民自背柴刀干粮开路测量

1986 年 8 月，东江大坝关闸蓄水，形成了
160平方公里的库区，库区群众由山下搬迁到
山腰或山顶，在荒山上重建家园，原来从滁口
至清江的公路也被湖水淹没了。

滁口、清江两地相邻，但山岭阻隔，两地
群众往来要坐船绕行大半天。滁口群众想
坐车去资兴城区，只能向南从宜章县瑶岗仙
镇绕道而行。由于交通不便，大山里的南
竹、冬笋等农产品不能变成财富，大家守着

“金山”却过着穷日子，很多人成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

清滁公路沿途有两镇4村，其中黄嘉村是
湖南省省级贫困村，这里的贫困户主要的脱
贫产业是蜜橘等水果种植。以前，因为没有
通路，高品质的水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有的
甚至只能烂在树上，所以 30 多年来，“无路可
走”一直是当地群众心中最深的痛。

回忆起 20 多年前的家乡，清江镇上堡村
村民张金桃难展舒颜：农产品藏在深山运不
出，出行也十分困难，每到收获的季节，看着
漫山遍野熟透了的橘子，家家户户没有丰收
的喜悦，更多的是无尽的惆怅和难眠之夜。

“以前橘子丰收的时候，得先用肩挑方式挑
到码头，接着乘船出清江镇，等待外面的车子来
收。”张金桃说，运气好的情况下，可以等到车子，
进行低价收购；如果运气不好，只能再肩挑背
驮，走路几小时，到靠近市区的市场上去卖。

“时间久了，橘子腐烂变质是常有的事。”
村民致富无门，待在家只能过穷日子，外出务
工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无奈选择。

“我们一直想，如果能修一条到清江镇区
的路，农产品就能通过陆路外销，那该多好！”
滁口镇禾坳村村民陈德斌告诉记者，2006年3
月，他和 4 位村民自发带着柴刀干粮和皮尺，
丈量他们村至清江镇上堡瑶族村之间的距

离。在山岭上，他们边砍柴开路边丈量尺寸，
并一笔一笔记下。这些原始记录及修路报告
送到了移民局等相关部门，并通过人大代表
呼吁，最终争取到公路立项。

“30多年前，库区群众为了支持国家重点
项目东江水电站的建设，舍小家为大家，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年，为了保护好东江湖，
库区群众网箱退水、生猪退养，又做出了很大
的牺牲。”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说，党委、政府
不能忘记这些群体，必须尽快修通这条道路，
完善东江湖路网，改善库区投资环境，带动库
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经多方努力，2012年，资兴市启动清滁公
路工程准备工作。不久后，清滁公路建设方
案确定，公路全长 32.9公里，按双车道三级公
路标准建设。

不畏艰难修“天路”
——施工人员悬崖上凿壁开路

2016 年 3 月 30 日，清滁公路正式动工。
工程路线长，地势险峻，中间有16公里是原始
次生林，而且穿过多个地质灾害点。勘探设
计时，因吃不了在林中工作的苦，先后有两支
测量队主动退出。不得已，项目方请了第3支
测量队，才算完成任务。

“勘探测量最艰难的地方，是那16公里悬

崖峭壁段，测量人员要背着几十公斤的仪器，
用绳子捆住腰部，从山顶吊下去 150 米左右，
到山腰进行测量。”清滁公路项目副指挥长张
爱社说，下去后由于林木茂密，全颤仪、GPS
等设备没信号，还必须砍出一条路来，才会有
信号和光线，每天最多只能测量 500 米，其艰
辛可想而知。

勘探测量难，施工更难。该项目投资施工
方负责人张能文介绍，受东江湖湿地公园等政
策保护及地质灾害影响，施工要求极高，常规
爆破禁止使用，只能用炮机一锤锤敲，施工难
度很大。“尤其是K9至K10这一公里路段，地质
条件复杂，回头弯比较长，又有地下溶洞，还不
能破坏周边的植被，我们用6台炮机整整打了8
个月，将石头一块块从峭壁上抠下来。”

记者在浦溪江大桥上看到，180多米长的
桥面架在峡谷两边的半山腰间，从桥面往桥
下望去，100米高度中，疾风呼呼作响。

“这座桥两边都是悬崖，中间一条浦溪
江，所有设备和建筑材料要经两三次车船转
运，才能进来。”项目工程师熊立波介绍，修桥
打桩基时，有的地方出现溶洞，漏水泥浆只能
填埋后再打，反复10多次。

100 多立方米石灰岩打坏 3 台炮机，项目
K12 段几十米悬崖凿了两年才凿通……施工
人员不畏艰难，在悬崖上凿壁开路，最终啃下
一块块硬骨头，踏平坎坷成大道。

拉动脱贫致富路
——特色农产品旺销、旅游火爆

清滁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带动越来越
多的水泥路从这条主干道延伸到村组。库区
原来人迹罕至的原始次生林等迷人风景，正
成为东江湖景区游客新去处，旅游业成为库
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一批特色农产品
也跟着发展起来了，贫困户迎来发展的春天。

“我们村的蜜橘原来卖价比其他地方每
公斤便宜1元至1.6元，去年水泥路铺好后，大
卡车进村来收蜜橘，价格也跟着提高了。”清
江镇玭珠村村民李文兵告诉记者。

“原来村里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砂石路，
一下雨就会冲出很多坑。”清江镇上堡瑶族村
钟元军说，每年村民们都要用摩托车、三轮车
将橘子运到镇区来卖，跑一趟就要一个多小

时。没有三轮车的贫困户，则完全靠肩挑，来
不及卖出去的橘子只能眼看着烂在树上。如
今路修通了，大家都喜出望外，再也不用担心
桔子卖不出去了。

清江镇现有蜜橘2.5万亩，去年产量达6万
多吨，收入3亿余元，柑橘产业是镇里的主打产
业，也是最重要的扶贫产业。清滁公路贯通该
镇几个村，交通便利了，蜜橘产业也得到进一
步发展，很多贫困群众纷纷对原有的柑橘产业
进行改良升级，脱贫致富更有奔头了。

今年5月，清江镇绩东村的贫困户何茂仁
将他的蜂场搬到了清滁公路旁。200 多箱蜂
采集大山深处的野花，酿造了上等天然蜂蜜，
不仅路过的游客争相购买，很多客户还大老
远特地跑到蜂场来购买。短短一个多月，何
茂仁就卖出近300公斤蜂蜜，收入5万多元。

从清江镇进入滁口镇荷坳村，路边新建
了不少房子。荷坳村村民黄士亮、黄士召
兄弟的新房并排建在清滁公路旁，都是三
层楼高，门口张贴的对联非常醒目：几代梦
想多年期盼今朝终于得以实现，崇山峻岭
山野村民幸沐党恩致富有望。“过去交通条
件不好，村民都往外面搬。”黄士亮说，路修
通了，他和弟弟各建了一栋楼，材料运费比
以前少了一半。

过去因为没有路，荷坳村这个山区村的
生产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村民种田全靠挑，山
里的南竹也要从山上背下来卖，所得的钱付
掉工钱所剩无几。现在清滁公路从竹林穿
过，可以整车外运，竹笋也能带来一笔不小的
收入。目前，荷坳村的 1000 多亩南竹都在间
伐，至少能给村民带来10万元收入，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都能从中受益。

荷坳村能人黄士华以前在外做生意，他
瞅准修路的商机，在老家投资200多万元建起
世华农庄。短短一年多来，滁口镇兴建的农
庄民宿就有好几家，当地更多能人陆续返乡
创业，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帮助销售农产品等
方式，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

目前，滁口镇根据资兴市全域旅游布
局，已和交通等部门联合规划，建设厦蓉高
速连接线，以打开东江湖旅游南大门，和汝
城县热水温泉沙洲村等形成一个新的“旅游
经济圈”。

绝壁上开出致富“天路”
——湖南省资兴市修建清滁公路助力交通扶贫观察

清滁公路航拍清滁公路航拍。。

村民和施工人员在资兴市清江镇上堡瑶族村铺设清滁公路的最后一段水泥路面村民和施工人员在资兴市清江镇上堡瑶族村铺设清滁公路的最后一段水泥路面。。

□□ 本报记者 郭少雅

扶贫车间是精准扶贫的产物，这种扶贫方式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贫困群众中的弱劳动
力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更是帮助贫困群众找回
了依靠自身劳动摆脱贫困的自信。笔者在农村
调研时发现，某些地区的扶贫车间在发挥扶贫功
能的同时，也存在着对项目把关不严，对村庄环
境或务工群众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问题，虽
然这种情况极为个别，但仍值得警惕。

在对某家纺织扶贫企业调研采访时，笔者注
意到机器产生巨大的轰鸣声完全盖住了车间内

务工人员的说话声，工作时必要的交流变得非常
困难。同时，即使按规定佩戴了口罩，还是会在
鼻腔内残留相当数量的棉絮等异物。还有一些
加工电子元件的扶贫车间，贫困群众在操作中直
接用皮肤接触各类电子元件和胶类物质，问及这
些物质是否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时，当地的扶
贫干部和贫困群众大多还沉浸在“每个月可以在
家门口赚到几千元”的喜悦中，还没有认真考虑
过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脱贫成效立竿
见影，是扶贫车间作为一种扶贫手段的特殊优
势。但“短平快”的特征，也使得贫困地区在选取

产业容易陷入重速度、重效益、轻质量的误区。
一方面，扶贫干部急于帮助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找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贫困群众
大多缺乏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在扶贫车间的
选择上就有可能“踩雷”。

莫让“扶贫车间”好心办了坏事，就需要注意
这几个“雷区”。

有污染、有危害，去污能力和排放标准不达标
的项目坚决不要。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一
旦受到污染，修复成本远高于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经
济效益；生产过程、生产环境有可能对工作人员产
生不利影响的项目，要严格配套达标的防护措施，

如果实际条件难以实现，坚决不上马，绝不能为了
眼前的一点利益，让贫困群众承担“富了口袋伤了
身体”的风险；对已经在大多数地区淘汰的落后产
能，坚决不引入。扶贫车间的引入，往往需要村集
体提供建设用地，以及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引入落
后产能，很可能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浪费，劳民伤财。

建在村头巷尾的“扶贫车间”是个好东西，越
是好东西，越要规范发展。在产业选择和发展
中，守住两条线，扶贫车间的建设和发展大致就
不会出错。一条“上线”，是要选择能够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提高贫困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的产
业；一条“下线”，就是充分考虑当地环境和后代
子孙的长远利益，把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贫
困群众的权益、尊严放在绝对不可打折扣的高
度，这样建起来的扶贫车间就一定能够成为脱贫
攻坚战的有效助力。

“扶贫车间”好事儿更要讲规范

党中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以
来，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和政策导向，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攻坚目标，严格按照“六个精准”和“八个一
批”的要求，以“双领双推”（支部领航、党员领
先，推动党建升级、推动按期脱贫）为载体，扎
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以精准选育
为要求，全面开展村级组织带头人储备工程，
以强村富民为目标，精准选派第一书记实现
全覆盖。

经过三年苦战，广大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18年7月份顺利通
过国家第三方评估验收，率先在全市实现脱贫
摘帽阶段性攻坚目标。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
只有把握正确方向，脱贫攻坚才有根本的政治
保障；只有激发群众活力，脱贫攻坚才有基本
的动力源泉；只有广泛凝聚合力，脱贫攻坚才
有强大的综合支撑；只有夯实基层组织，脱贫
攻坚才有稳固的坚实基础。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脱贫摘帽仅仅
意味着贫困群众迈过了贫困线，但在“三保障”
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尤其是在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关注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农村人居环境等各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和
不足，少数干部群众对脱贫攻坚的长期性、艰
巨性认识有差距，认为“脱贫摘帽了就万事大
吉”，出现“松口气、歇歇脚”的现象。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充分认清当前
脱贫攻坚巩固提升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
少数干部思想存在的胜利在望、大势已定的骄
傲自满情绪，坚决克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的精神懈怠情绪，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始终以赤忱为民的初心、久久为功的
耐心，做好脱贫摘帽后的持续帮扶、监管和巩
固提升工作。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握工作方
向。全面践行省委“一优两高”战略部署，一以
贯之地将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扎实推
进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着力在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上下功夫，在脱贫措施的创新创举上
下功夫，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上下功夫，
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要推动问题整改，进一步夯实攻坚成果。对中央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全方位、全过程、全环
节开展“回头看”，及时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和问题清
单，全面限时对标整改，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保证脱贫攻坚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要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凝聚攻坚合力。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强化作风建设，完善和落实抓党建促脱贫
的体制机制，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解决责
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干部作风不扎实等突出问题，加大
督察巡查、问责问效力度，坚决纠正脱贫攻坚中的各种不正之风。

四要加快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发展能力。要以乡村振兴战
略统领农业农村发展，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发展优势产业、特色产
业，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并形成长效脱贫机制，巩固扩大
脱贫成果，统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等工作。

五要健全完善机制，进一步强化保障水平。强化脱贫攻坚组
织领导体系、工作推进体系、督查检查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做
到摘帽不摘责任，做到摘帽不摘监管。全面建立和完善贫困对象
的动态管理机制，继续完善脱贫攻坚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为
推进全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决策依据。继续完善东西部扶
贫协作联席会议制度和互访对接机制，深入实施产业合作、劳务协
作、人才支援、助医助学等合作项目，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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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时务农 闲时务工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瓦大红旗农场目前流转土地300多亩，
建有日光温室大棚4万多平方米，年产值500多万元，并通过土地入股、
效益分红等方式，带动当地101户贫困户走上“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
致富之路。图为扶贫基地的贫困户正在采摘西红柿。 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