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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谈扶贫

扶贫纵横

□□ 本报记者 郭少雅 文/图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刀
坝镇田坝村村民杨桂蓉现在还不太习惯把自
己称作“城里人”。和自己曾经熟悉的山中生
活不同，住在铜仁市万山区旺家花园社区100
平方米的新居里已经有半年时间，门前是车
水马龙，楼下是便利的商超。杨桂荣每天早
上会和上初中的大儿子一起走出小区，孩子
向左转，到车站去赶开往市重点中学的公交
车；她向右转，十分钟便可以到自己就业的服
装车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杨桂蓉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到有些恍惚，
唯一遗憾的是，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在抽签确
定搬迁房号的前一天去世，如今的日子越甜，
杨桂荣的遗憾就越深：“要是老人等到一起进
城，哪怕在暖和亮堂的新家住上几天，这辈子
也算享到了一点福。”

挪穷窝、换穷貌、改穷业、拔穷根。从2015
年至今，在铜仁市，像杨桂蓉这样从深山区、石
山区易地迁入新家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有
29.33万人，其中跨区易地搬迁12.55万人，他们
中最远的实现了400公里的“长途迁徙”，相当
于从北京出发，到辽宁省葫芦岛的距离。

“迁”出来的精诚协作

铜仁的辖区像极了一个浓缩了的中国地
图，东南部地势较平坦，立地条件较好，西部
山高坡陡谷深，自然条件恶劣。

“腰里别着一口刀，日起斗子上高毛，转
过坳口到龙湾，日落万丈下凉桥。”在铜仁市
最西北端的沿河县一口刀村祖祖辈辈流传下
的民谣，足以生动地说明居住在深山区、石山
区群众的生活状况。

抓住脱贫攻坚的战略机遇期，果断地将
易地搬迁作为斩断穷根的百年大计，铜仁市
走出了艰难又坚定的一步。

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沿河、德江、思南、
石阡、印江、松桃等6县“出人”，东部发展条件
相对较好的碧江、万山、大龙、铜仁高新区等
城区“出地”，12.55万山区群众从西部向东部
迁徙进发，给青山绿水腾出了休养生息的空
间，给东部经济发展区带来动力强劲的人口
红利。

这样的“腾笼换鸟”，不仅仅是将“短腿补
起来”，更是将“短腿变长腿”。壮士断腕的战
略定力之下，铜仁市开启了东西部协调发展、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崭新篇章。

两头挑担，共谋棋局。迁出地，印江、

思南等各县基层干部走村串寨，跟老百姓
推心置腹，如何出山、土地怎么办、孩子咋
上学、自己咋挣钱，一次次上门讲解，一次
次实地考察，给故土难迁的群众吃下“定心
丸”。迁出地碧江、万山、大龙等地干部迅
速行动，拿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的地
块规划建设安置点，新居如何布局、产业园
如何配套、学校距离如何测算，用给自己安
置家园的心情和劲头，“争抢”着西部迁来
的贫困群众到自己的片区安家落户、就业
发展。

“新家的安排，一定要‘六通八有’，通路、
水、电、电话、电视网络、无线网络，配套有文
体广场、农贸市场、停车场、卫生室、学校、金
融服务网点、公共厕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生怕哪点做不好，引不来西部山区飞来的‘金
凤凰’。”旺家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罗焕楠这
样形容安置点的建设过程。

“迁”出来的幸福生活

2017年1月，村民黄朝兴从德江县搬到大
龙开发区。往回望，几百个山头之外，他与妻
子曾经的家出门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黄朝兴两口子常年在外打工，赚来的钱一大
部分要用作生活和路费，日子过得紧巴巴不

说，孩子长期跟父母分离，妻子想起来，心疼
得常躲在被窝里悄悄哭。往前看，新家周边
一片繁华，却不知道自己赚钱的门路在哪里，
老树能不能在新土上扎下根来，一家人心里
都没底儿。

“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绝不能一搬了
之！”德江县委书记商友江在易地搬迁工作会
议上多次强调。结合搬迁群众大多长期从事
农业的实际，德江县、玉屏自治县和大龙开发
区合作，在大龙建起一个“飞地”农业园区，让
移民在新家也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如今的黄朝兴夫妇，在产业园区工作，两
个人月收入达到 6000多元，孩子也顺利地在
当地办了学籍。

搬迁初期，为了帮助西部老乡克服东西
部口音差异、生活习惯差异等问题，迁出地的
干部在安置点蹲点工作。迁入地更是在安置
点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教育、卫计、民
政、人社等职能部门派驻干部进驻，“搬迁一
个、接收一个，安置一个”，就学、就医、低保、
养老保险，一项也不让人生地不熟的迁入群
众为难。

“一晃快三年了。没想到，我们真的在新
家园扎下了根。”眼看着快要农历春节了，黄
朝兴兴冲冲往家里买了两盆一人高的金橘
树，“老树扎根，也扎得牢呢！”

“迁”出来的转型升级

万山区河坪安置点。晚饭时分，居民
孙 良 昌 拧 开 燃 气 灶 ，蓝 色 的 火 苗 舔 着 锅
底 ，汤 食 发 出 温 暖 的 咕 嘟 声 。 就 在 两 年
前，家住石阡县石固乡仡比村的他每天从
烤烟基地下工，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收
拢上山砍来的柴火，在半山坡的狭小木房
里烧水做饭。

“这两年，少砍了多少柴火呦。”孙良昌看
着干净整洁的厨房念叨。

拥 有“ 武 陵 正 源 ”梵 净 山 的 铜 仁 ，乌
江、锦江、舞阳河、松江悠悠碧波，穿城而
过。保护好丰富而又脆弱的生态环境，将
腾出人口压力的西部山区打造成武陵深
处桃花源，就成了铜仁市转型升级的抓手
所在。

乌江边上,沿河沙子镇十二盘村,每年 3
月，李花开得一绝。

“山高水缺石旮旯,红苕洋芋苞谷粑，要想
吃顿白米饭，除非坐月生娃娃。”这句传唱多
年的顺口溜，道出了十二盘村曾经的无奈与
艰辛。想要坐山靠山，就得先坐山养山、坐山
治山。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后,十二盘村从发展
木头经济、石头经济转向发展旅游经济，村民
年人均纯收入去年已超万元。

同样的转型升级发生在万山区的朱砂古
镇。因朱砂储存量和产量均居国内之首，万
山区素有“千年丹都”“朱砂王国”之称。曾
经，依靠汞工业生产发达起来的万山有过“小
香港”“小深圳”的繁荣过往，然而，经历数百
年的规模化开采，2001年因资源告竭，朱砂汞
矿被政策性关闭，万山没有了支柱产业，留下
的只是废旧坑道、下岗工人，一度管理混乱，
经济萧条。

如何再寻生机？万山区因势利导，将汞
矿遗址的原住居民整体搬迁后，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老建筑、石板路、采矿坑道
等被完美保存，成了人们寻找“那个年代”
的珍贵样本，打造成中国第一个以山地工
业文化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小镇。原住
居民则化身为小镇里“那个年代”的居民为
游客呈现旧貌风景，再度成为这座焕发了
新的生机的矿山小镇的管理者、运营者和
拥有者。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发生在山水
铜仁之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移，终将以
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落
脚点。

一场29.33万人的“大迁徙”
——贵州省铜仁市跨区易地搬迁见闻

□□ 夏蓓蓓

在冬日暖阳照耀下，陕西省富县黑
水寺村张志贵家的3间瓦房崭新明亮。

“2019 年我家的 30 头牛、125 只羊、
12.6亩玉米地，总收入 3万元，人均纯收
入1.5万元。”以前老张靠种植玉米过活，
一年下来收入七八千元，生活困难。
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户后，在县镇村的
帮扶下干起了养殖业。

2019 年 4 月，老张家享受危房改造
补助款 4.5万元，挖掘机开到院里，不仅
挖掉了祖孙三代居住 60年的土窑洞，更
是挖掉了老张家的“穷根”。乔迁新居
后，老伴把屋内收拾得干净舒适。“做梦
都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老张兴奋得一宿没睡。

从生活拮据到相对富足，从土窑洞
到瓦房，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据统计，
2016 年到 2019 年富县共计完成危房改
造1646户，累计投资3259.5万元。

“以前村里全是土路，雨天泥泞，垃
圾乱堆，一到夏天苍蝇乱飞。”鹿首村村
民高兴全感慨颇深，“现在水泥路铺到家
门口，春夏有花，天黑有灯，在村里转一
圈心情特别好！”他的好心情不仅仅来自
村庄的变化，还缘于他家 8 亩果园的苹

果卖出了11万元的好价钱。
在鹿首村，像高兴全这样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户已占到70%。
两年来，鹿首村新建 2座广场，占地

900平方米，新修生产路1.8公里，硬化巷
道 4公里，新建路灯 85盏，栽植树木 620
棵……201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61万
元，贫困发生率从5.26%降到1%。

鹿首村的变化只是富县实施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据悉，2019年富
县投资 2593.3万元，实施了贫困村饮水
工程 49处、电力提升工程 18处、巷道硬
化31个村。

“以前，村里很多人家都靠种植玉米
过活，穷的仓里没余粮，兜里没余钱。”胡
家坡村村民赵玉亮说，“现在村里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就有40户。”

这得益于胡家坡村“投入品购买供
应、技术培训、托盘育秧、机械插秧、产品
加工销售”的“五统一”管理带来的标准
化生产效果。如今，1500亩有机大米标
准化生产示范区年收入 330 万元，辐射
带动全县水稻产业迅速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1.1 万亩，总产值 3500 万元，涉及农户
5500余户，其中贫困户 380户，户均收入
6000多元，水稻种植日趋成为县域川道

地区脱贫增收的特色主导产业。
脱贫致富的步子稳了，胡家坡信心

满满，还要乘着“农业+旅游”的东风打造
田园综合体，让村子迈上脱贫致富的“快
车道”。村里形成了以稻护鸭（鱼）、以鸭
（鱼）养稻的生态循环系统，栽种了数十
亩观赏荷花、菊花、格桑花，村口广场、水
厕、主街景观改造完成……一派风景宜
人、悠然惬意的田园生活。

2019 年，胡家坡累计接待游客 7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20万元，贫困发生
率从 2014 年的 19.2%降至 0.83%，“田园
综合体”为全镇乃至全县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脱贫致富经验。

2019 年是富县高质量脱贫的稳固
提升年，1825 名干部坚守一线，教育、
医疗、就业等 147 个部门情系群众——
帮扶 1963 名学生，对 323 名患病、残疾
儿童等特殊群体送教上门，实现无一
人辍学；贫困人口参保率、大病患者救
治率均为 100%，合规医疗报销率 80%
以上，54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
率降至 0.93%。

“脱贫工作不能满足于摘帽子，更不
能止于摘帽子。”富县县委书记李志锋
说，“扶贫要扶在要害上，要深耕于群众,
切切实实为老百姓干事。”

□□ 张良

扶贫路上有晴也有雨。从 2018年 6月至今，江苏
省沭阳县烟草专卖局驻石桥村第一书记孙建国与石
桥村贫困户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所经历的点点滴
滴，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

2018年6月，沭阳县召开脱贫攻坚动员大会，在大
会感召下，55岁的孙建国热血沸腾，想在退休前扎根
基层，书写扶贫工作的“诗和远方”，为自己的职业生
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从县城到石桥村，
需要坐 37公里的公交车，再转乘 5公里摩托车。第一
天报到，他了解到，石桥村520户当中，低收入农户121
户，是典型的经济薄弱村。当地流行一句话：宿迁脱
贫看沭阳，沭阳脱贫看张圩，张圩脱贫看石桥。尽管
事先他有心理准备，但几天下来，面对每天转车往返、
陌生艰苦的环境，以及扶贫难度大等实情，让他自信
心受到很大打击，甚至闪出打退堂鼓的念头。

夜深人静时，孙建国难以入睡。走访时村民期盼
的眼神、盛情难却的大碗茶，像过电影似的，一遍又一
遍浮现在他脑海里，思前想后，他坚定了信心，决定买
一辆电瓶车，带上被褥住在村里。

最开始，孙建国感到最难的地方在于，自己没有农
村工作经验，在宣传扶贫政策上“照本宣科”，贫困户们
大多不愿听，遇到实际问题，自己又解释不到位。后来
通过勤走访、多串门的形式，与贫困户打成一片、处成朋
友，掌握了贫困户所思所想。然后，将扶贫政策改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分户宣传讲解，还帮助贫困户跑腿，将扶
贫政策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同时，他鼓励贫困户脱贫不
能“等靠要”，激励贫困户振作精神。

扶贫工作只有精准施策，才能啃下脱贫这块“硬骨头”。一年多
来，孙建国与村支部一班人一起走访调研，一同商讨致富项目，并邀
请农业技术人员出谋划策引进了花木苗木大棚、光伏发电、电子商务
等扶贫项目。随着一个个项目落地见效、一个个贫困户脱贫摘帽，孙
建国由衷地高兴。

每逢春耕、夏种、秋收，孙建国会根据贫困户实际需求，为他们
及时送上农具、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解贫困户的燃眉之急；每
逢节日，孙建国会上门走访慰问结对帮扶贫困户，送上一份关爱和
温暖。

漫漫扶贫路，有苦有累也有甜。如今，石桥村121户贫困户已有
112户成功脱贫，主要道路 80%实现硬化，110多盏路灯安装到位，党
群服务中心、党群活动室、电教室、卫生室、农家书屋等设施齐全。

“扶贫之路任重而道远，脚下沾有多少土，心中就有多少情。我
将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用责任和担当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孙
建国说。

近日，安徽省怀宁县举办农特产品年货节暨区域公用品牌
发布会，此次活动将消费扶贫与传统“迎新年货大集”有机融合，
为扶贫产品进城销售拓宽了渠道，为贫困户实现增收提供了便
利。图为怀宁县高河镇的群众正在精心选购年货。

钱续坤 何青 摄

山东冠县
实施大棚产业扶贫工程

山东省冠县定远寨镇党委、政府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积极实
施产业扶贫工程，取得良好效果。

该镇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利用呼家、栾付等 6个村
庄专项扶贫资金 310万元，建设连栋育苗大棚。为了做大做强该
扶贫产业，镇里积极引进镇外人才，莘县康静庄村村民韩恩海是育
苗能手，家里建有 1.7万平方米育苗大棚，年育苗 500余万株。镇
党委、政府多次邀请韩恩海商谈联合发展大棚育苗的事情，最终与
他签订了育苗协议书。

韩恩海一边指导工人改建扩建大棚，一边组织工人进行育
苗。一期政府投资 314万元，建设联栋育苗大棚 1.7万平方米，当
年繁育黄瓜苗 500万株，产品销往聊城、莘县、冠县等地，当年获
纯利 50 万元，形成 30 万元的扶贫收益。第二年扩建工程，建成
总面积 70 亩 5 万平方米的育苗大棚，使育苗大棚达到较大规
模。目前，育苗产业已成为定远寨镇的扶贫主导产业，每年形成
扶贫收益 40万元，使 260余户贫困户受益。

胥延民 邢书杰 刘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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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逍遥胡辣汤在全国闻名遐迩，被誉为
“中华名小吃”。现如今，河南省西华县委把“胡
辣汤产业带贫一批”作为“八个一批”精准脱贫
路径之一，把胡辣汤这一西华独有的特色品牌，
打造成了集加工、销售、就业、种植、养殖服务于
一体的富民、扶贫产业。

一是促进了就业，繁荣了第三产业。据统
计，逍遥镇外出经营胡辣汤有 2.6万人，年创收
4.8 亿元，网点遍布全国 30 多个城市。全县从
事胡辣汤及相关产业人员近12万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达2.3万人，效益突破40亿元，成
为一支响亮的“胡辣汤大军”。油条是胡辣汤的

“黄金搭档”之一。西华县叶埠口群众瞅准这一
商机，专门学习和制作油条等面食，炸油条卖烧
饼成为又一亮点，几年间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原
油条之乡”。

二是孕育了基地，发展了特色农业。熬制
胡辣汤的原材料，主要有牛羊肉、辣椒、香葱、粉
条、面筋、黑木耳等，都是来自当地的优质农产
品。在胡辣汤产业带动下，全县新建省市级农
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11个，发展过程农业10万
亩，高效农业面积 3.1万亩，形成逍遥万亩香葱
生产基地，艾岗 10万亩小辣椒生产基地，以及
奉母粉条、田口黑木耳等 30多个特色农产品，
全县70%以上贫困户参与其中。养殖业也随之
发展，全县肉牛年出栏 2.9万头，山羊年出栏 32
万只。

三是拉长了链条，提高了综合附加值。围
绕胡辣汤这一品牌，孕育了老杨家、逍遥香、京
遥、胡三姐等汤料加工企业，目前，全县汤料加
工企业达16家，研制开发了8大系列46个品种
调料，年产汤料 600万件，年产值 4.9亿元。与
此同时，胡辣汤加盟店，电商方兴未艾，仅高群

生胡辣汤加盟店就达到2000多家，学员遍布全国多地。
胡辣汤从摆摊设点的小吃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成为西

华人引以为豪的“中华名吃”，并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抓
手，主要得益于西华县委坚持组织推动、宣传发动、能人带动、创新
驱动等发展举措。

组织推动。西华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胡辣汤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全供事业单位“胡辣汤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具体负责胡辣汤产业发展的谋划、研制、开发等。先后举办了三
届“中国·西华逍遥胡辣汤美食节”，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群众参
与度。西华县免费为 2783 名贫困人口提供胡辣汤熬制技术培
训，免费为有意外出经营胡辣汤的 286户贫困户提供胡辣汤熬制
灶具。

宣传发动。县委、县政府先是投资 600多万元，拍摄了电影
《胡辣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映式，在全国进行公演。接着，
胡辣汤成功入选《舌尖上的中国》，人们从胡辣汤的配料、熬制、加
工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胡辣汤人的良苦用心和精雕细琢，赋予胡辣
汤新的生命力。

能人带动。西华县大力培育致富带头人，鼓励支持他们
铸造品牌，打造基地，培育龙头，发展产业，形成了高群生、杨
凤花、方中山等为代表的知名胡辣汤品牌店。这些汤店和汤
料加工企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带贫作用，751 名贫
困人口通过在汤店打工和在加工企业就业的方式，不出家门
就实现了就业和脱贫。

创新驱动。一是县委创新提出了“外出打工保障一批，产
业扶持分红一批，儿女赡养退出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乡村
保洁固定一批，工厂就业稳定一批，提高低保支撑一批，小额贷
款拉动一批”等“八个一批”脱贫理念，大大提升了胡辣汤产业
的发展空间。二是积极推动传统美食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
对胡辣汤传统配方，制作工艺进行科学研究，开发研制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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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县：别了，穷日子！

□□ 伍泽天 本报记者 胡明宝

“借助‘三变’改革的东风促进产业
扶贫，目前已建成香蕉果蔗基地 2000多
亩，全村有 200 多户农户以股东身份加
入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65户。”广西壮族
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莘鸣村党支
部书记庞继林欣喜地说，“香蕉进入丰产
期后，农户每年每亩收益 6500 元左右，
村集体每年收益在10万元以上。”

这是福绵区以“三变”改革促产业扶
贫带来的喜人局面。近年来，福绵区在
脱贫攻坚中以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
为基础，开展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三变”改
革，鼓励和推动农民以土地、林权、资金、
技术等多种方式入股企业和合作社，通
过股权纽带加强农户与经营主体的利益
联结，实现合作共赢，有效盘活“沉睡资
源”，使之成为农民手中的“定期存折”。

福绵区坚持以产业为依托，市场
为导向，立足各村资源条件和产业基
础，实行“一村一主业”和“一业一对
策”，培育发展香蕉、果蔗、香葱、八角、
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走规模化、集约
化产业发展路子，把“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2019 年底，全区已完成
7874 人脱贫摘帽“双认定”工作，截至
目前，全区 2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
发生率降至 0.22%。

广西玉林市：“沉睡资源”变“定期存折”

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具有手工刺绣技能的“锦绣女”正在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