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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9 日电(记者李
仁虎、张丽娜、王雨萧)6 个后生 1 铺炕，自
己做饭洗衣裳，每周都住两三天，走村入户
特别忙。王海楼突然有了这样的邻居，感觉
特别新鲜。

王海楼是内蒙古扎鲁特旗鲁北镇义和
碑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义和碑村山地居
多，十年九旱，位置偏僻，交通闭塞，除了外
出打工的青壮年，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者。
村里 121 户贫困户中，大多是因病返贫，脱
贫任务十分艰巨。“原以为这辈子熬一天算
一天呢。”68 岁的王海楼，坐在炕沿上点着
一根烟。

为了让穷山沟变样，“村干部心里憋
着一股劲儿手脚没闲着，上面又派来 49
名帮扶干部，大伙都在没白没黑地帮着村
里脱贫。”义和碑村党委书记张子学说，村
里不仅有常年驻村的第一书记、工作队，

还有分包到户的帮扶责任人，每个责任人
分包五六户贫困户，最近他们也住在了村
里。

中午 12 点，老王的隔壁奏起了锅碗瓢
盆交响曲。推开门，满屋子雾气缭绕，浓浓
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掰豆角的、焖米饭
的、拌蘸酱菜的，6 名帮扶干部家务活也干
得有模有样，不一会儿锅里的菜炖熟了。哥
几个边吃饭，边聊着入户的事。

“李军家夫妻俩得过心梗和脑梗，丧失
劳动能力，申请低保的事得快点帮着办
妥。”徐伟强合计着晚上再去老李家看看大
病报销的情况，他们这次住村主要是回访
贫困户，他的笔记里记录着新识别贫困户、
未脱贫户、正常脱贫户、稳定脱贫户和返贫
户的明细，包括生产生活状况、家庭收支情
况以及有何想法与诉求。

“我包的 6 户，养羊的韩吉民家内生动

力最强，提的想法是盼着给羊防疫和改
良。”特门乌力吉打算把贫困户的想法反映
给相关部门。他说，刚开始个别贫困户认为
上级不给项目、不给资金就没法脱贫，通过
多次到贫困户家讲政策，鼓励他们自力更
生，坐等帮扶的贫困户有的开始养土鸡，有
的发展庭院经济，都增加了收入。

“上午见王大爷，他说秋天毛驴还能再
添个驹子，这样就有 5 头大牲畜，家底又厚
了一点儿。”曲晶磊跟伙伴们说起了隔壁王
海楼家的喜事。

曲晶磊是老王的帮扶责任人，按照工
作要求，他要熟知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开展
生产有哪些困难，扶贫政策落实了没有。随
着走动的频繁，曲晶磊和王大爷脸熟了心
也近了。“老爷子说你们来回跑太麻烦，人
这么多住农户家里也不方便，就住我的空
房子吧。”

两个 70 后、三个 80 后、一个 90
后——— 这 6 名来自扎鲁特旗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的干部，成了老王的新邻居。老
王的房子空了十多年，大儿媳妇跑了，儿
子打工没回来。二儿子结婚没多久，日子
也没过下去。“家里穷得叮当响，儿子又
不争气。”王海楼叹了口气说，孙子都上
初中了，老房子还一直空着荒着，直到住
进了帮扶队才有了人气。

看老两口套不上车，赶紧过来帮
忙。园子的菜旱了，一起提水浇水。老王
说，他们总问“大爷，有困难就吱声”，现
在的日子都大变样了，不能总提困难。
王海楼从柜子里拿出个布袋子，把一沓
单子摊开让记者看：孙子上学补助收
据、大病救助报销单、慢病送药手册、产
业项目金落实进度表……老王不识字，
政府做的事都记在单子上，更记在老王

心里。
墙上挂着一张精准扶贫明白卡，张贴

着政府扶贫措施、贫困户收支情况以及 1
名帮扶责任人、5 名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名
字和电话。

“咱说话得凭良心，帮扶干部不是挂在
墙上的，每个月来我家都不止两三遍，啥
时候遇到麻烦事都能找到人。”老王说，隔
壁的小伙子们提出要给房租费他没收。“咋
能净寻思钱呢，老百姓也得知足，帮扶干
部为了咱舍家撇业多不容易啊。”

王海楼拎起一筐新割的草来到圈门
口，小毛驴撒着欢跑了过来，隔壁的帮扶
干部们午休之后也陆续出门准备开始工
作。短短几年间，昔日的穷乡僻壤，正焕发
出新气象，58 户在册贫困户依靠政府扶持
资金发展了种植业和养殖业，106 户脱贫
的村民中已有 15 户实现稳定脱贫。

贫困户隔壁住进“帮扶队”，穷乡僻壤焕发新气象

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大黑山村地
处吉林省中南部山区，位置闭塞、资源贫
瘠，属省级贫困村。2016 年，就职于吉林
市委办公厅的党员阚阅被派驻到大黑山
村任“第一书记”，担负起带领全村脱贫
的重任。

可当阚阅带着从市里要来的致富项
目来到村里，迎接他的却是百姓的担心：
城里来的干部会不会只是走过场？项目
能不能有实实在在的长久发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阚阅挨家走
访，向贫困户立下军令状：“你们不脱贫，
我就不回城”。他还说服了几位经常外出
打工的年轻村民回村，重点帮扶，帮助他
们成为项目带头人，发展棚膜蔬菜、光伏
发电、木耳种植、肉牛饲养等产业。眼看
这几位“榜样”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其他
村民也纷纷找到阚阅领项目，创业积极
性大大提高。

为坚定村民的创业信心，阚阅还牵头
完成了大黑山村果蔬无公害产地认证和
绿色食品专项认证，邀请农业专家对种植
项目进行全程技术支持，并与收购企业签
订了有保护价的长期收购合同。2016 年，
大黑山村仅通过棚膜种植蔬菜、花卉就创
收 56 万元。2017 年底，原有 34 户贫困户
脱贫了 29户。

项目成熟，农民富了，阚阅却并没有
走。他说：“脱贫不能一蹴而就，要让农民
真正拥有‘造血致富’的能力。哪怕有一天
我带来的这些项目落伍了，他们也不会
为找不到致富门路发愁。”

“你们不脱贫，我就不回城”
大黑山村“第一书记”阚阅的“军令状”

新华社太原 7 月 8 日电(记者王劲玉、
孙亮全)山西省岢岚县有座花果山，山上没
有孙猴子，却有 108 位老干部，老干部们不
养老，却在山上盖棚种树忙脱贫。

岢岚县是传统的农业县，也是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农业系统退休干部中包括
技术干部 28 人，有着独特的农业技术优
势，在脱贫攻坚的大浪潮中，全县 108 名农
口退休党员主动进入贫困村，建立了花果
山党组织活动基地，助力全县脱贫攻坚。

“刚开始只是几个退休干部自己入村
帮扶，后来发现想干事的退休老干部很多，
大家就组织在一起，把党支部建在山上，以
山为家，狠下一股劲在山上干出一番事
业。”岢岚县农业系统退干总支书记张文翰
说。

老干部上山的第一件事就是“绿山
头”，从 2010 年开始，老干部们用了长达 8
年的时间，种了 1000 多亩油松，花果山变
得名副其实，“年龄最大的老党员有 85 岁，
还亲自扛锄头挖坑种树，有的老党员前一
天还在打点滴，后一天就又上山种树，长时
间的坚持让老干部们形成了干事的习惯。”
张文翰说。

树种起来了，老党员们的工作重心放
在带动周边农村脱贫中，农口退干党组织
开始着手建立适合高寒山区气候特点的温
室大棚，“刚开始推广大棚种植农民都不接
受，老干部们就自行出资，先行先试，现在
岢岚县的温室大棚已经由基地经营推广向
全县，成为脱贫攻坚的有效手段。”张文翰
说。

与此同时，退干总支还制定了帮扶责

任牌，由 28 名技术专家对接 9 个乡镇、
23 个村、61 户贫困户。花果山周边的四
个乡镇在老干部带领下，每个村子都有
特色支柱产业，农民脱贫基础进一步夯
实。

72 岁的老党员温荣生是退干总支
的一员，“年龄太大的剪不了指甲，我们
帮忙剪，儿女不孝顺的，我们上门教育，
他们都很认可我们。”温荣生说。在岢岚
县农业系统退干总支中，已经成立了帮
扶孤寡老人、矛盾调解、思想指导等不
同的帮扶小组。

人心不散，班子不乱。农村空心化，
农村党组织空心化是贫困地区的一个
重要问题，老干部上山后，老党员们深
入农村家家户户，为基层农民营造向心
力，用老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感染老百姓，贫困村党性有了、矛盾少
了、风气好了。

“自己就是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都
爱听，只要你是真心帮助他们，他们就从
心里认可你，你和他们就是一家人，这样
政策好推广了，事情也好办了。”张文翰
说。

与此同时，退干总支下的老干部文
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多个节目，为群众讲
好传统、好故事，并深入宋家沟等移民新
村为普通百姓宣讲党的思想，为扶贫攻
坚释放正能量。

支部上了山，老党员又焕发出了新
活力，有老党员徒步 15 公里上山听党
课，对周边几个村子党建带头作用立竿
见影。

岢岚县委书记王志东说：“干部和
领导，群众和干部都是在相互考验，现
在老干部们先动起来，大家都在比谁更
好，县里的风气就一天比一天好。”

花果山上，脱贫攻坚来了 108 位老干部

（上接 1 版）营商环境的优化给普通
群众带来的便利同样效果显著。居住在昌
平区的任先生的经历诠释了不动产登记
部门改革的初衷———“最多跑一次”。

“购房资格审核现在只要 1 天就能完
成；签约、缴税、过户等环节在一个综合服
务窗口就能完成。”任先生回顾起前后两次
购房经历，“5 年前，我第一次买房时真是
‘到处跑断腿’，不仅往返各类办事大厅，还
要重复多次提交材料，如今享受到了一站
式服务。”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不动产登记处副
处长王宏娟说，全市办结的不动产业务中
近八成实现了“一次上门，当场领证”。

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北京
税务部门制定了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
单、涉税事项“全程网上办”清单。

“我们改革的初衷就是用最短的时间、
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监管，把服务企业
和群众的事情办好。”北京市税务局纳税服
务处副处长张菁说。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努力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大国首都、国际城市，北京市用更
加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做好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积极主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为高水平推进北京营商环境改革，北
京市主要领导与包括世界银行首席执行
官格奥尔基耶娃、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
智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企业家进
行会谈，了解国际先进经验，听取对北京
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意见。

同时，北京积极吸纳世界银行关于优
化我国营商环境 79 条短期和中长期改革
建议，进一步提升“做事规则”的国际化水
平。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谈绪祥介绍，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9+N”政
策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目前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会同全市 56 个部门和单位，研究
制定了《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
计划(2018 — 2020 年)》。

“该计划将以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
得感为出发点，扎实推进北京效率、北京
服务、北京标准和北京诚信‘营商环境四大
示范工程’，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
地，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构建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谈绪祥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何奕萍、段
敏夫)连日来，随着著名景区新疆喀纳斯进
入旅游旺季，山下红叶林中的合孜勒哈英
村也热闹起来。合孜勒哈英村位于新疆布
尔津县到喀纳斯风景区公路沿线，地处前
往 5A 级景区的必经之路，村庄周边红叶
林、白桦林等河谷自然景观丰富秀丽。但这
里人多地少，靠传统的农牧业难以带动村
民脱贫，村党支部决定：打造景区次接待基
地，拓展村民增收途径。

“主意是好，可真正发动群众干起来却
不容易，”村支部书记叶尔勒克·孜亚班回
忆着手实施这项计划时说，“刚开始工作难
做，老百姓思想观念转变不过来，担心餐
具、被褥等 1 万多元的投入无法收回。”

去年，合孜勒哈英村以“支部+协会”形
式成立红叶林民俗家访协会，由 7 名党员
和 9 名群众组成。支部出面聘请专业人员
对协会会员进行烹饪、服务接待等培训，
并想方设法联系客源、统筹分配安排游客
入住。“只有党员带头、支部统筹，先干起来
就会有出路。”叶尔勒克说。

一年下来，红叶林民俗家访协会接待
游客超过 6000 人，协会会员平均收入达
到 5 万元左右。不久前，合孜勒哈英村又
有 21 户农牧民申请加入红叶林协会。在
天山南北，不少基层党组织都在想方设
法、盘活当地特色产品和优势资源，为农
牧民脱贫增收寻求新的路径。

“支部+协会”带领

村民脱贫奔小康

▲阚阅在大黑山村的大棚里查看芦笋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吕梁山脱贫印象

据新华社太原电(记者孙亮全、王劲
玉)山西省永和县阁底村第一书记张琼在
当地有 3 个绰号：“牛书记”“蘑菇书记”和
“花馍书记”。3 个绰号既是说人，也是阁底
村的 3 个脱贫产业。

她的第一个绰号叫“牛书记”。“牛书
记”不牛，是山西省委组织部下来当第一书
记的女干部，但当阁底村的牛产业真正发
展起来，村里人觉得自己也挺牛。

阁底村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 1024 口
人有 447 个贫困人口。2017 年 4 月初，张
琼来到阁底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
求大家发展产业的意愿。

养鸡怎么样？村民们直摇头，养鸡风险
大，村民吃过亏。种蘑菇怎么样？村民们互
相看看，没种过，不敢吱声。那养牛呢？50
多岁的张智全跳了出来：“养牛能挣钱，以
前我养过，后因家里有病人才停的。”

可能赔钱的蘑菇集体来种，挣钱的牛
让各家来养。

买 1 头牛 1 万元，村民们出 4000 元，
剩下的项目补。2017 年 6 月份全村买回来
的 36 头牛，到现在数量翻了番。张智全家
的两头牛变成了 11 头牛。

牛刚买回来时，张琼不放心，每天天刚
亮就得去各家牛棚“巡视”一圈。一个月后，
就巡成了“牛书记”。张智全还讲了个笑话：
“小牛快生下的时候，‘牛书记’让我告诉她
一声，结果第二天牛就成了俩，我也不知道
啥时候生的。”

张琼的第二个绰号叫“蘑菇书记”。

定下村集体种蘑菇的“发展大计”之
后，村里征了 3 亩地，盖了个智能大棚，
去年 9 月份试种了一棚羊肚菌，出菇时
赶上降温，全冻死了，赔了七八千元。在
技术员的指导下，赶紧补种褐灵菇，结果
品质不赖，越出越多。

“有人来收，两块钱一斤，太便宜舍
不得卖。”张琼说，但是村里又没保存和
冷链措施，拉出去卖吧。去了 3 次县城两
次乾坤湾后，卖了 5000 多元钱。

今年阁底村有了 12 个蘑菇棚，即将
出菇的大棚，除了一个留作集体经营外，
其他的分给了 11 户贫困户。由于蘑菇品
质较好，现在还没出菇，就有福建的商人
来村里谈价格。张琼估计这些菌棚每个
都能带来 3 万元左右的收益。

张琼的第三个绰号“花馍书记”是她
自掏腰包买来的。

阁底村有过节蒸花馍的习惯，去年
春节前，张琼又动起了挣“快钱”的念头。
她组织了十几个村里的老大妈，培训、体
检、办好证照后，自己垫了 3 万元购买一
套蒸花馍的设备，还做了 1000 个包装
盒。“总共干了 8 天，1000 盒花馍通过网
络销售一空，16 位老大妈挣了 1 . 4 万
元，村集体挣了两万元。”张琼和村民们
都乐得合不拢嘴。

靠着“牛哄哄”“香喷喷”“圆溜溜”这
3 个产业，今年阁底这个地处吕梁山深
处、黄河岸边的深度贫困村将实现整村
脱贫。

第一书记的 3 个“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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