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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石阡县坪山乡大坪村，大雨把边坡冲
垮，一堆泥沙阻断了进村的路。

“大家拿工具，我们一起上，把路抢通！”突然，一个
铿锵有力的声音打破宁静。

“田书记说得对，我们不能什么都等政府来解决。”
正在村委会里准备开会的群众，迅速动起来。你拿锄
头，他拿铲子，现场热火朝天，干得最起劲的就是村民
口中的田书记。

“他叫田朝晖，是新华社来的笔杆子，挂任县委副

书记。”田朝晖经常来村里，村民对他都很熟悉。
2016 年，新华社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一安排，选

派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进驻石阡开展结对帮扶。去年
4 月，田朝晖担任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带领同事欧
甸丘、宾绍政长驻温泉之乡。

大坪村是新华社的帮扶村，宾绍政任该村第一书
记，“三兄弟”常在村里聚首，商量帮扶计划。

佛顶山下的大坪村，虽有一个“坪”字，却找不到一
块平地，耕地零零碎碎。全村 870 多人，只有 700 多亩
耕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约占 40%。

经多次走访调研，在新华社相关领导的指导下，田
朝晖和扶贫队提出了帮扶目标：一是把村级阵地建好，
二是把产业抓起来。

去年，工作队争取新华社帮扶资金 40 万元，经过
6 次反复协调选址，建起了新的村委会大楼。今年又争
取到 20 万元启动资金，引来企业利用该村良好的水资
源发展水产养殖。

宾绍政说，企业提供技术设备并负责收购，每年能
出栏近 30万斤鱼，可为村集体带来 30万元的纯利润。
此外还帮助村民新植 300多亩茶园，套种辣椒等短期经
济作物。

一件件惠民事实，一篇篇生动的“文章”，深刻
体现了新华社驻石阡扶贫“三兄弟”在脱贫攻坚中的
担当、作为。

去年，新华社启动“1 对 1”帮扶计划，田朝晖“三兄
弟”一户一户地走，一家一家地看，认真核实名单上的帮
扶对象。他笑着说：“几十个对象全部走完，方式虽然笨，
但最有效。”

今年，工作队争取到 1000 万元医疗健康扶贫兜底
保障“防火墙”专项基金。田朝晖多次深入相关单位及
贫困患者家中开展调研，实施方案就修订了 10 多次，
他说：“一定要把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

“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敬业和赤诚，看到了牺牲
和奉献。”石阡县委副书记周迪告诉记者，去年 8 月的一

个晚上，田朝晖从本庄镇回县城，突然接到家人的电
话，说他父母遭遇车祸……他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母亲
最后一面，其父由于伤势过重花掉医药费上百万元，至
今未苏醒。

但田朝晖没有因此而放松脱贫攻坚事业，他把
情感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压力深藏心里，双脚依旧行
走在石阡的土地上，用真情书写精彩的帮扶文章。队
员欧甸丘、宾绍政也把一腔真情倾注在石阡，宾绍政
吃住都在贫困户家里，春节至今没回家；欧甸丘每天
奔走村寨、农家，每一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笔杆子’写出了实文章！”铜仁市委常委、石阡
县委书记皮贵怀用“四个 1000 万元”总结工作队的
战绩：直接或间接捐赠、帮扶的教育资金超过 1000
万元，争取来的医疗帮扶救助资金超过 1000 万元，
新华社工会系统采购石阡农特产品总额有望超过
1000 万元，新华社各终端平台拿出超 1000 万元的
产品推介石阡。 (杨聪 来源：贵州日报)

“笔杆子”写实文章，用“四个千万元”助力脱贫攻坚

《贵州日报》赞新华社石阡扶贫
【编者按： 6 月 21 日，《贵州

日报》在头版以《新华社驻石阡扶贫
工作队用“四个千万元”助力脱贫攻
坚 “笔杆子”写实文章》为题，报
道了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卓有成
效的扎实扶贫工作。】

苗山脱贫影像志 父母在，不远行

▲拼版照片：右图为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乌英苗寨，吴新仁（右二）和家人在一起（6 月 4 日摄）；左上图为吴新仁抱着儿子去参加苗年坡会（1 月 17
日摄）；左中图为吴新仁和家人在自家经营的小商店里（6 月 4 日）；左下图为吴新仁在雨中背着儿子回家（6 月 4 日摄）。

吴新仁今年 39 岁，他曾在外打工多年，2005 年回到家乡，买了面包车，并经营一家小商店。村里计划发展水果观光旅游产业，吴新仁也准备经营农家乐项目。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全县“九山半水半分田”，生存环境较为恶劣，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目前还有 7 . 68 万贫困人口。其中，部分青壮年
因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不能外出务工，生活比较困难。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些相伴在老人身边的苗山儿女借着好政
策好形势，在家乡搞建设、兴产业，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老家在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卧龙村的杨司军
2007 年偶然接触到养蛇。2008 年，在外省辗转了几家
养蛇场学有所成后，他回乡办起了自己的养蛇场。平均
下来，每年纯利润超过 20 万元，这让远近好几个村的
乡亲们羡慕不已。但那时的杨司军，“除了对人更大方，
想的只是自己怎样多挣钱”。

2014 年，湖南省将教育部已实施十年的“一村一
名大学生计划”升级为“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并纳入
基层党建考核。由组织部门牵头、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等
单位参与实施。农民报名通过后，每学年 2000 多元学
费，个人最多只需负担 30%。

2016 年，杨司军成为怀化广播电视大学农村行政
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与常见的短期农民培训不同，他
要在两年多时间里通过实践与课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学习 18 门课程，修满 71 个学分。课程设置除了
种养技术、农村电商等技术类课程，还包括农村党建实
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农村法律基础等理论课程。

学习让杨司军转变了观念。一个学期后，他主动成
为 21 户贫困家庭共 81 口人的小额扶贫贴息贷款担保

人。“我跟大家说，要是信得过我，就把钱都给我。”杨司
军把近 70 万元的资金用来集中购买蛇苗，正式带领大
家脱贫致富。

采访中，杨司军频繁说出的“金句”为自己的变化
做出了注解。其中一句是“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句口
号”，他说：“为乡亲们服务，得到的不光有好口碑，还能
促进自己的事业。”

还有一句“钱是越分越多”。“去年，我跟大家一起
总共赚了 100 多万元。”杨司军说，这还是合作社刚起
步的成果，等到孵化室建好、自己把经验都传授给大家
后，收入会更多。

从“技能达人”到“观念达人”，越来越多变成脱贫
带头人的农民大学生思维和眼界也变得更加开阔。

在南岳衡山，几年前出台的严禁在路边摆摊设点
的规定，让地处核心景区的南岳镇延寿村许多村民生
计受到影响。“农民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李运林带领
全村转变思路，办起了民宿和农家乐。

近两年，长于农村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他又协
助政府在村里设立投诉站，每当发生旅游纠纷，他总是

第一个赶到现场。刚开始，村民们都以为“自家人”不会
“胳膊肘往外拐”，但即使有时候村民占理，李运林还是
会“偏袒”游客。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延寿村的民宿赢得了口碑。去
年，村里的民宿几乎全部实现线上预订，旺季入住率超
过 80%，户均收入近 20 万元。全村 40 多户贫困家庭
仅剩 8 户没有脱贫。

“不管是脱贫致富还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都是人
才。‘农民大学’培养的就是这样一批愿留下、会干事的
农村精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陈建民说。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全省电大系统承办的“农民
大学”共招收学生近 10 万人、毕业 5 万多人，覆盖全省
所有行政村。其中 85% 已担任村两委干部，60% 以上
成为当地脱贫带头人。

因为发展养蛇产业带领大家脱贫，杨司军去年高票
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再过一段时间，杨司军就要毕业了，
他已经答应以后回校当兼职讲师。“我希望把自己的技
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毕业后都能成为脱贫带
头人。”他说。 (记者周勉)据新华社长沙 6 月 21 日电

从“技能达人”到“观念达人”

湖南：“农民大学”打造脱贫带头人

新华社成都 6 月 21 日电(记者吴文诩)记者日前
从四川省委组织部获悉，四川省组建 3500 余名干部
组成的工作队，到凉山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开展为期
3 年的脱贫攻坚和综合帮扶工作。

据介绍，工作队在目前省内各级各地已经派往
凉山州帮扶力量的基础上组建，在实现 11 个深度贫
困县“一县一队”全覆盖的同时，覆盖县乡村三级，包
括县级班子、县直部门、贫困乡镇和贫困村 4 个方面。

在人员选派方面，统筹各方力量，选优配强干
部。包括从教育、财政、农林、卫计、旅游等行业系统，
选派懂专业、能攻坚的优秀干部人才；从成都市、自
贡市、攀枝花市等地，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队
员岗位上提拔进入乡镇班子、县直部门班子的党员
干部；从合江县等 11 个已摘帽的贫困县，每县按所
辖乡镇总数 20% 的比例选派分管脱贫攻坚的乡镇
党员副职；从泸定县、九龙县、乐山市金口河区选派
一批懂彝语、懂扶贫的干部等。

四川派 3500 余干部

助凉山深贫县脱贫

甘肃向兜底脱贫中的

“人情保”“关系保”开刀
新华社兰州 6 月 21 日电(记者张钦)甘肃省近

期启动加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的专项行动，向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的“人情保”和“关系保”开刀。

按照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脱贫
攻坚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有关部门加大了明察暗
访力度，重点严查村干部、低保经办人员的近亲属违
规享受低保，筛查各地兜底保障中的“人情保”和“关
系保”问题，对农村低保领域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二次分配、吃拿卡要、揩油抽成、盘剥克
扣、优亲厚友等违法违纪问题依法予以严惩。

为确保农村低保应保尽保，甘肃还加大纠正“错
保”和“漏保”的力度，重点查摆人人有份的“平均
保”、轮流坐庄的“轮流保”、分家立户的“拆户保”、二
次分配的“拼户保”、隐瞒家计的“瞒骗保”等问题。通
知重申不得擅自扩大保障范围，将上访、拆迁、征地
等特定群体整体纳入农村低保。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0 日电(记者范世辉)“我们
从来没有买过保险，可是孩子看病后，保险公司却
主动找上门，要给我们报销一部分看病费用，这真
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近日，河北省魏县大斜
街村脱贫户陈涛涛遇到这样一件暖心事。

去年以来，针对非高标准脱贫户返贫和非贫低
收入户致贫现象，魏县积极探索精准防贫机制，县
政府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财政拿出 400 万元作为防贫保险金，按照每人
每年 50 元保费标准，为全县易贫、临贫的约 10% 农
村人口购买了防贫保险。保险金“多退少补、余额结
转”，主要保障因病、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

据了解，保险的保障对象不事先确定和识别，
而是根据大数据分析，确定医疗、就学、灾情等方面
的支出预警线，农村非贫困人口一旦被监控到某项
支出超了预警线，相关单位随即启动跟踪程序。借
助保险公司的专业化手段，实施入户核算。如果被
核查人员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于上年国家
贫困线的 1 . 5 倍，再经综合认定符合条件，便可发
放防贫保险金，并落实其他帮扶措施。

保险公司查勘员李楠介绍，陈涛涛属于非高标
准脱贫户，给孩子看病总花费 10 . 4 万元，医保报销
后自付费用应该是 1 . 8 万元。防贫保险赔付 9000
元后，他自己只需掏 9000 元。防贫保险的介入，让
陈涛涛本不富裕的家庭避免了重新返贫。

“自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来，国家有专门
的扶贫政策支持贫困户脱贫致富，可是处于贫困边
缘的人群却缺少保障，容易致贫或返贫。”魏县县委
书记卢健说，他们推出精准防贫保险，就是要用较
少的投入构筑一道“截流闸”。

防贫保险已在冀南地区推广。邯郸市的肥乡、
武安、丛台以及邢台市的威县等均与保险公司达成
协议，为近 300 万人提供防贫保障。邯郸市永年、大
名和保定市顺平、邢台市广宗等十几个县(市)区也
正在积极探索引入防贫保险机制。

河北多地试水防贫险

为临贫户筑“截流闸”
地处海拔 3300 多米的山区，常年无固定水源的

“小凉山”牦牛坪村，如今家家户户都接入了自来水管，
从此结束了世世代代被缺水所困的日子。

烂泥箐乡马金子村委会党总支书记、牦牛坪扶贫
饮用水管理协会会长阿西阿散说，有了水便有了脱贫
的希望，开山引水是牦牛坪地区发展的一次跨越。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位于横断山脉中段的滇川
交界处，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县烂泥箐乡牦
牛坪村属于“绝对贫困”区。

“小时候，跟着父亲去 5 公里外一处叫‘山火营’的

水洼打水，坑坑洼洼的山路，一人背一壶水，十分辛
苦。”今年 56 岁的彝族汉子阿丁日农回忆起上山找水
的艰苦岁月，唏嘘不已。“一盆水先拿来洗菜，然后洗
脸，接着洗衣服，最后用来浇土地。”他说。

为了喝一口保命水，村民们在自家屋檐下制作安
装了水槽，把雨水引入水窖储存起来。雨水并非安全达
标的饮用水，储存久了，往往滋生细菌，变质发黄，长期
饮用损害人体健康。牦牛坪村委会副主任加巴小甲说，
常年饮用雨水，很多村民得了胆结石和肠胃病。

2017 年 2 月，在挂钩帮扶企业资助和扶贫贷款支

持下，宁蒗县投入 2225 万元，正式实施牦牛坪地区抗
旱应急水源工程。2018 年 1 月 1 日，工程全线贯通，水
源地在距离牦牛坪地区十多公里外的十八庄水库，水
源直接取自大山深处，蓄水量达到 1 . 2 万立方米，水库
配备了先进的净化过滤器，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目前，牦牛坪村和周边的马金子村、二拉坝村等
20 个村民小组 1284 户家庭都接入了自来水管，农户
免费使用，4600 多人从此不再“靠天喝水”。

(记者字强)据新华社昆明电

从喝雨水到喝自来水，“小凉山”告别“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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