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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7 月 24 日电(记者任硌、张海磊)在距
成都 270 余公里的四川省南部县中心乡漏米岩村，长
坪山雄踞。汽车驶上宽敞的上山水泥路，穿过片片桃
林、甘蔗林，山顶一座新建的小楼映入眼帘。

“兄弟，好久没见了！快进屋坐，喝点折耳根茶解解
暑。”相识三年，第五次见面，马全民和记者已如亲人般
熟悉。

坐在新家宽敞的客厅里，手机连接上 WIFI，吃着
刚从地里摘回的西瓜，老马九岁的小女儿马懿萍拉着
他的衣角：“爸爸，你答应明天要带我去县城耍的，不要
忘了哈。”“要得，要得。”马全民脸上全是笑意。

眼前的场景，与三年前记者第一次上山时已大不
一样。那时，马全民一家还住在低矮破旧的祖屋里，新
居尚未完工，屋前的地里刚栽下桃树苗。上有老人，下
有两个上学的女儿，“贫困户”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年。

脱贫攻坚战斗打响后，马全民夫妇在返乡创业者
何平的果园里务工，有了稳定的收入，逐步摆脱了贫
困。

“叔叔，我已经在中心乡小学上班了，可以给家里
分忧了。”说这话的是马全民的大女儿冯炼，她大学毕
业后，在 2017 年考上了公招教师，这是全家的大喜事。

马全民不出远门务工，因为他还义务做着一份特
殊的工作：成千上万红军牺牲在长坪山一带，马全民一
家祖孙四代，已默默地为红军烈士守墓 80 多年。

“我们的祖辈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流血牺牲；今天，
我们乘脱贫攻坚的东风，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我们要把
红军墓世世代代守下去，这是我们的根。”马全民说。

在马全民家下方几百米处的山坡上，居住着记者
的另一个“老熟人”周强善。

2016 年初，周强善还处在绝望的边缘。妻子因病
去世后，他一人带着一儿一女，住在两间摇摇欲坠的老
瓦房里，疾病缠身。

这次见到周强善时，他正坐在框架结构的新房前
纳凉。“新房子有 75 平方米，水、电、气三通，再也不用
担心漏雨和房子垮了，感谢党委政府和何平兄弟的帮
助。”有农村医保的保障，62 岁的周强善比上次看着精

神许多。“有帮扶，我自己也不能偷懒，每逢赶场天我
都要到乡场上摆摊补鞋，一天能挣 20 多元。”

周强善口中的何平是他的邻居。因家境贫寒，何
平初中毕业就到成都打工创业，打拼成了一名企业
家。四年前，何平回乡二次创业。他流转承包了漏米
岩村 2800 亩土地，建设农业生态综合开发试验园。
村党支部书记冯闲银告诉记者，何平不但资助周强
善修起了新房，还带动全村 26 户贫困户在家门口就
近务工挣钱，有了工资性收入。

见到何平时，中年汉子明显老了，他去年栽种
的 200 多亩甘蔗因缺水和霜冻，大部分坏在地里，
损失上百万元。“我看准了乡村振兴这条路，再苦再
难也要走下去，今年我总结了经验，又把甘蔗种上
了。”

南部县地处川东北嘉陵江中游，人口 130 余万。
2014 年底，全县有贫困人口 10 . 3 万，贫困发生率
9 . 8%，被列为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重点县。

南部县委书记张根生介绍，四年来，全县干部群

众拿出当年红军打仗的精神，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场战
役来打，精准发力，已累计减贫 9 . 5 万人，贫困发生率
降至 0 . 7%。2017 年 10 月，南部成为全国首批脱贫摘
帽县。

“虽然已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但还有小部分的群众
没有脱贫，巩固脱贫成果还任重道远。”张根生说。

为此，南部县正深入推进产业扶贫，以建设 356
个脱贫奔康产业园为依托，按市场运作模式，探索建
立不依靠行政命令和慈善行为推动的长效增收机制，
长坪山一带的产业发展已纳入明年的工作计划。

7 月中旬以来，南部县持续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
天气，中心乡党委书记杨磊、乡长蒲跃等扶贫干部头
顶烈日在长坪山下走村入户。“我们乡余下的 120 户贫
困户计划在今年底脱贫，我们一天也不敢耽误。”杨磊
说。

长坪山顶，800 余座烈士墓碑整齐排列，如同不倒
的战士，守护着共产党人的初心，见证着共产党人在
脱贫攻坚新战场上继续前进。

长坪山上访“穷亲”，脱贫攻坚看“初心”
当年成千上万红军牺牲之地四川南部县，成为全国首批脱贫摘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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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4 日，下
哈拉玛村村民措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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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绣花瓶。这些织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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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摄

新华社西安 7 月 24 日电(记者李华、姜辰蓉)“靠
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这种“懒汉”思想，是
很多人脱贫路上的绊脚石。50 多岁的颜家余曾是这样
一位“懒汉”。

平利县地处陕、鄂、渝三地交界处，位于秦巴山区
集中连片贫困区的腹地。在平利县长安镇双杨村，颜家
余是村里脱贫致富的“后进典型”。

“50 多岁，整天无所事事。一到饭点，就去别人家
锅里舀饭吃。”说起过去的颜家余，双杨村党支部副书
记曹世顺摇头叹气，“不种地、不打工，整天找不到
人”。

但谁也没想到，颜家余的“懒病”在去年“痊愈了”。
2017 年 6 月，双杨村组织村民为颜家余召开了一

次会议。在会上，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共 20 多人，一一列
举颜家余的种种懒惰行为，帮助他认清自己的问题。这
场集体“吐槽”，让这位汉子红了脸。评议结束后，颜家
余只说了五个字：“我错了，我改！”

在会上指出问题的村干部和村民，都是双杨村“道
德评议委员会”的成员。在平利县的 143 个行政村和社
区都建有这样的委员会。委员均是村里品行端正、德高
望重的村民。

回忆起被评议的情景，颜家余有些不好意思。
“委员们轮流批评我，说我好吃懒做。还将照片和资
料贴到曝光台公示，你说我一大男人能不丢人吗？”
这次会议后，颜家余真正下决心治好“懒病”。

曹世顺说，村里的道德评议委员会，每个季度
评选一次，树立正面典型，曝光后进典型，帮教转化
后进典型。而双杨村的这一举措，来自平利县 2017
年开展的“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德评议活动。

针对脱贫攻坚中出现的一些群众自我发展意
识不强，甘当贫困户等现象，平利县所在的安康市
将扶贫与新民风建设相结合，着力改变村风民风，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一些缺乏内生动力的懒汉，过几年还得返贫”，
长安镇党委副书记吴琴说，随着扶贫工作的纵深推
进，部分群众“等要靠、缠访闹”的消极思想开始滋
生。我们一方面对后进典型“揭短亮丑”、帮教转化；
同时树立正面典型，激发群众干事斗志。

而在双杨村，村民们还推举出一位自立自强、脱
贫致富的正面典型。他就是 54 岁的陈封学，是一位
腿部截肢的残疾人。

每天，陈封学都安装上假肢，下地照看 4 亩绞

股蓝，还要喂养 13 头猪。去年陈封学家 5 口人年
收入 4 万多元，顺利脱贫。他也被评为村里的“先
进典型”，获得奖励 1000 元。“如果不干活，靠政府
救济也能活。但是那和靠自己双手奋斗出来的日
子不一样。我努力就想让家人过好日子。”陈封学
说。

2018 年初，平利县将新民风积分与村上的生活
超市相结合，通过环境卫生、勤劳致富等 6 大类 24
个标准量化评分，兑换生活必需品。

“积分超市、曝光台是这项工作的措施和平台，
并非目的。在搜罗线索中，发现好吃懒做、不孝不敬
的，我们随时进行帮助教育。能及时转化的，就不进
行集体开会评议。”吴琴说。

截至目前，安康市 1630 个村、203 个城镇社区
累计开展道德评议 4200 多场次，帮教转化“等靠要
闹”典型 2100 余例，树立自强自立正面典型 6200 余
例，700 多户群众主动退出贫困户。

如今，“懒汉”颜家余衣着整洁，剪了短发，主动
在村上一家茶叶产业园打工。“过去一年才赚 2000
元，现在每月就能赚千把块钱。养家糊口靠自己、靠
劳动，才有里有面。”颜家余说。

安康树“典型”治“懒病”，道德评议助脱贫

这段日子，每晚六点半，村民柏书英都准时背上书
包出门，临走还会撂下一句“取经去嘞”，家人早已习惯
了这样的节奏。

柏书英今年 41 岁，是河北任县西固城乡南留寨村
人，她同村里 60 多名妇女最近每晚都准时参加县人社
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

“家门口就能学‘真经’，从来没想过。”柏书英说，他
们家只有丈夫一人赚钱，自己没有一技之长，除了照料
家里的两亩农田，赚钱的路子窄得很，“想学点啥，也没
得门路”。

去年以来，任县把强化技能培训作为农民脱贫致
富的重要渠道，整合再就业资金和师资力量，对有劳
动能力和培训需求的农民分类进行订单式劳务培训，
让农民在家门口零成本捧回致富“真经”。任县就业服
务局局长徐海辰介绍，县里确定了三个定点培训机
构，并与北京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签订劳务对接协议，
保证合格学员全部上岗。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
登门入户将致富“真经”送到村民家中。

48 岁的张占英没想到，短短 30 多天的培训，捧回
的致富“真经”就能让她家收入翻一番。

张占英是任县西固城乡东固城村人，去年 10 月，
她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育婴员培训班，经过紧张的初、
中级培训，张占英终于拥有了一技之长，凭借技术和
职业资格证书，她顺利找到了一份月薪 3500 元的工
作。

据了解，任县共组织育婴员、电工、焊工、厨师等各
类培训班 73 期，培训学员 4351 人，鉴定合格率达
80% 。任县县委书记李海林表示，任县在聚焦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实施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工程、公共
设施建设工程等 21 项民心工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群众在小康路上一个也
不掉队。 (记者李继伟)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23 日电

致富“真经”下乡记

“车轮上的”扶贫温度

马上又到去县城医院做透析的日子了，郭中三并
未像往常一样准备好坐车的零钱，而是拿出了免费乘
车券。

41 岁的郭中三是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二铺营
村的贫困户，身患尿毒症，每个月要坐公交车去县中医
院透析 9 次，每次车费 10 块钱，一个月要花掉 90 块钱
的车费。

由于透析治疗需频繁往返，车费对于一些原本贫
困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武陟县加大
政策倾斜，列出专项资金用于免费乘车劵，明确县交通
局负责印制建档立卡肾透析病人乘车券，县卫计委统
筹协调管理在本县县级医院治疗的肾透析病人，由乡
镇卫生院服务团队逐月发放免费乘车劵。

“没想到俺的一句话，扶贫干部却记住了。”郭中三
说，不久前，县里扶贫干部到家走访，问到看病还有啥
困难时，他坦言每月去透析的车费有点多。如今，政府
出钱为他免去了乘车费，郭中三久病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

患者乘车，政府买单，细微的举动，让武陟的健康
扶贫更有温度。目前，全县 35 名肾透析贫困患者已累
计领取乘车券 2600 余张。

“要不咋说政策好呢，现在看病花钱少，车费还报
销。”郭中三说。和他一样感受到“车轮上的”温暖的，还
有武陟县各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拦路
虎”。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发生，2016
年，武陟县组建由 8 支县级医疗团队和 72 支乡级医疗
团队构成的家庭医生服务队，与全县 1431 名因病致贫
对象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由于家庭医生要定期为签约对象提供健康指导、
疾病诊治、医疗随访等服务，背着医疗服务包走村入户
成了他们头疼的事。

为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能化、效率化、规
范化，武陟发放了 72 辆签约服务电动车，还向 14 家乡
镇卫生院免费配备了 37 辆电动汽车。

“有了电动汽车，俺们医生下村服务群众更方便！”

接过政府发放的三辆签约服务电动汽车钥匙，武陟县
圪垱店乡卫生院院长马雪娥很欣喜。这些“新成员”接
下来一个月的行程已经被安排好了，卫生院服务签约
的 194 个因病致贫对象要挨个巡诊一遍。

(史林静、王璐)新华社郑州 7 月 23 日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3 日电(记者关俏俏)“明年
我还准备在阿图什市设立驼奶销售点，增加鲜奶销售
收入。”骆驼养殖大户马麦提图尔荪·阿不都卡地尔已
对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划。

去年，马麦提图尔荪在新疆能源集团“访民情惠民
生聚民心”驻村工作队与坎久干村委会的扶持下，成立
“同心骆驼养殖合作社”。新疆能源集团按照 30 户贫困
户每户 1 万元额度出资 30 万元，采购奶骆驼 34 峰，通
过发展骆驼养殖带动扶持贫困户。

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黑孜苇乡坎久干
村，耕地林地少、草地牲畜多，自然条件恶劣，农牧民
增收致富渠道单一，脱贫攻坚任务重、压力大，是深度
贫困村。

“我们走访发现，骆驼养殖成本低、抗病性强，通
过销售驼奶和驼绒经济价值回报高，符合小畜换大畜

的畜牧养殖发展方向，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好项
目。”新疆能源集团驻坎久干村工作队副队长蒲建
宏说。

驻村工作队与村委会、骆驼养殖大户马麦提图
尔荪签订了扶贫帮困协议：合作社每年盈利返还村
集体，用于 30 户贫困户分红，其中 2017 年收益分红
为 3 万元，后续分红资金逐年递增，至 2026 年共向
贫困户分红 45 万元，开创“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
模式。

经过一年发展，合作社已由 34 峰骆驼发展到大
小骆驼 64 峰。新疆能源集团再次出资 30 万元，修建
了标准化、专业化的骆驼养殖中心，便于后期扩大养
殖规模。

“去年 10 峰产奶母骆驼每天产奶 20 公斤，每公
斤驼奶市场批发价 50 元，一年仅驼奶销售收入就有

36 万元。”马麦提图尔荪说，合作社的鲜奶专供新疆
第一家驼奶馕合作社，拓宽了驼奶销售渠道。

今年春天，坎久干村首次向 30 户贫困户每户分
红 1000 元。同时，合作社还吸纳 6 名社员参与饲养、
防疫等工作，每人每年可增收 6500 元。

“贫困户不仅在合作社打工，还以社员身份参与
经营分红，调动了村民学习骆驼养殖技能和主动务
工就业的积极性。”村委会主任吐尔达力·哈山说。

眼下，工作队利用 75 万元扶贫专项资金再次
购买的 50 峰奶骆驼，可再带动 50 户贫困户稳定
脱贫。

“此后，我们坚持每年从全村贫困户中选出最为
贫困的 80 户给予分红扶持，作为一项长期兜底帮扶
措施，可有效防止贫困户因病、因学等突发因素返
贫。”蒲建宏说。

新疆“同心骆驼养殖合作社”牵手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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