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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7 月 28 日电(记者杨洪涛)“只要有大
学生，家里困难，我们就支持。”“有房、有车的，应该刷
掉。”“像罗永昌这样的，应该列入贫困户。”……在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客楼镇下寨村，一场由村民
代表参加的评议会热烈进行。

会上，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对
脱贫攻坚政策以及错评户、漏评户、边缘户等概念进行
了讲解，接着通报了全村贫困户情况，并耐心解答群众
疑问。

“白天村民要干农活，只能晚上开群众会。”下寨村
驻村干部邓越说，村里原有 89 户贫困户，加上漏评户、
边缘户，总共有 100 多户需要逐一讨论，最终以举手表
决方式评定，当晚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客楼镇党委书记张明保说，评议会之后还要张榜
公示，乡村干部、驻村干部还要继续下村走访，进一步
听取群众意见，再次摸底核查后，还要召开一次评议

会，确保“不错评一户、不漏评一人”。
客楼镇的做法是当下贵州正在开展的“贫困人口

漏评错评、错退专项治理行动”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12 年以来，贵州

全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670 . 8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7 . 75%，创造了脱贫攻
坚的“省级样板”。当前，贵州还有 65 个贫困县、280 万
贫困人口。其中，有 14 个深度贫困县、20 个极贫乡镇、
2760 个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为此，今年 6 月 25 日，贵州召开省委第十二届三
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分析当前脱贫攻坚形势，对
到 2020 年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部署。7 月 24 日，召
开“脱贫攻坚夏秋攻势暨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攻坚
决战行动启动会”，全面发起 2018 脱贫攻坚“夏秋攻
势”。

根据部署，“夏秋攻势”行动从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共 6 个月，提出将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 10% 左右，全年减少贫困人口 120 万人，全省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4 . 5% 以下，其中盘州、镇远、
安龙等 18 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3% 以下。

连日来，记者在毕节市、遵义市等地深度贫困地区
了解到，省、市、县、乡、村各级扶贫干部正深入脱贫攻
坚一线，帮扶指导精准脱贫。“现在干部作风更实了，工
作更科学、准确、公平了。”毕节市扶贫办副主任黄春
说，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精准滴灌”阶段，面临的又
都是“硬骨头”，干部有压力，更需要动力。

按照规划，贵州“夏秋攻势”行动在产业扶贫方面，
将通过蔬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带动 100 万人口
脱贫；建设“组组通”硬化路 5 万公里，年内解决 88 万
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实现 76 . 6 万易
地扶贫搬迁人口入住；高质量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
障”硬仗。

同时，贵州还将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产销衔接、
利益联结三个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农村农业产业革
命；针对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贫困人口漏
评错评”“贫困人口错退”“农村危房改造不到位”“扶
贫资金使用不规范”“扶贫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专
项治理行动。

贵州省提出，将推动扶贫资金、东西部扶贫协
作、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力量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
聚焦。此外，还将通过在贫困县布局建设技术创新服
务平台，实施“万名专家服务‘三农’行动”“农民全员
培训三年行动计划”等，进一步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投入脱贫攻坚主战场。

“必须下定总攻的决心、集结总攻的兵力、吹响
总攻的号角，齐心协力攻坚、万众一心克难，确保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贵州
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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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尽锐出战发起脱贫攻坚“夏秋攻势”

“有你们撑腰，我没什么可怕的了。”湖北通山县通
羊镇港口村养殖业主谢立庆领到 400 元理赔款时，紧
紧地握住县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的手。自去年 9 月 30 日
政府出资 3500 元帮他家投保后，他目前已领到 12 笔
理赔款 3900 元。这是通山县积极探索“双保险、双产
业、双脱贫”的“三双”扶贫模式的缩影。

双保险，帮贫困户抵御市场风险

谢立庆是精准扶贫对象。为了照顾患病的父母，在
外打工多年的他，去年回乡办起养猪场。由于缺乏经
验，120 头猪因发病接连死去 15 头。春节过后，猪价行
情突然下跌，每斤毛价从 8 元跌至 6 元。

幸运的是，谢立庆办养猪场时，政府为他办好了 10
万元免息扶贫贷，还办理畜禽养殖综合保险。这种保险
既保灾又保价，对因灾死的生猪按大小理赔，对因猪价
波动造成的损失，以每斤毛价 7 . 5 元为标准，损失多少
赔多少。“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今年肯定血本无归了。”

“畜禽养殖综合保险是通山首创的险种”。人保财
险通山支公司经理张华山介绍，去年年初，县委书记石
玉华找到他，提出建立“双保险”扶贫机制，在推广常规

农业保险的同时，开发收入指数保险，帮助贫困户抵御
市场风险。

精准扶贫是天大的事，保险业当有所作为。张华山
经过测算后，向省公司递交新险种开发方案。省公司经
过市场调查后，批准了方案，特别在新险种后面加注
“扶贫专用”四个字。

去年 6 月，人保财险与通山县签“双保险”投保协
议，县里投入 157 万元，为 3317 户贫困户养殖的
30456 头家畜承保，目前共理赔 1648 笔 772 万元。

双产业，让贫困群众脱贫可持续

通山扶贫，既发展主导产业，也引导发展辅助产
业，让每个贫困户都有两个以上脱贫产业，避免因单个
产业失败导致返贫。

大路乡新桥冯村 31 岁的夏杏卷是个能干人，但丈
夫患重病，家庭陷入贫困。2016 年，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帮她建起香菇种植大棚，当年就有回报，收入达
三万元。乡党委书记程景家调研后发现，如果一遇市场
价格下降或销路不畅，仅靠种香菇收入难以摆脱贫困。
于是，程景家引导夏杏卷挂靠孔雀山庄在自家房屋后

院搭起棚子养孔雀 200 只，收入达二万多元。夏杏卷算
了笔账：孔雀养殖和香菇种植的效益，一年有五万多
元。她说：“香菇行情如果不好，还有养孔雀来支撑。”

双脱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在抓物质脱贫的同时，该县注重抓好“志气脱贫”，
开展“脱贫先锋”评选、“家风家训”送匾等活动，营造勤
劳致富的氛围，培植持久内生动力。

走进王细贵的新房里，一块“勤劳致富示范户”的
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敲锣打鼓送来的……
我一定安心发展种养业，不再上访了！”大路乡扬狮坑
八组贫困户王细贵说。

去年初，驻村扶贫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时，掌握到王
细贵曾是个老上访户。工作队员们多次上门了解她家
生产生活情况，针对其实际困难给予帮扶，帮助她争取
5 万元贴息贷款，当年养猪 60 头，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今年又帮她争取 10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发展孔雀养殖
500 只，被乡党委、政府评为“勤劳致富示范户”。

(阮班新、王能朗)

新华社拉萨 7 月 28 日电（记者赵久龙、黄浩铭、张
汝锋）珠峰脚下，雅江之源，雪山连绵遇天际，时在 7 月
仍高寒。海拔 4360 米的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草原是西
藏最肥沃的草场之一。当地农牧民草上掘金、水中寻
宝，积极发展鲑鱼、牦牛、藏鸡等产业，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今年 49 岁的达瓦过去靠养牛和打零工为生，年收
入约 1 万元。今年初，他用家里的 6 头牦牛做股本，入
股帕里牦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每头牦牛作价 5000
元，每头每年可获分红 650 元，2019 年之后每头牛每
3 年分红增加 200 元，直至 20 年合同期满，还能如数
领回牦牛。

“今年 5 月份我来到公司打工，负责给大约 60 头
牦牛喂饲料，公司免费提供吃住，每月还可以领到工资
3000 元，预计年收入将超过 4 万元。”达瓦说，除牦牛
外，公司还接受草场入股，用来放牛、种植饲草等。达瓦

的草场入股后，在原来每亩 1 . 5 元政府补贴的基础
上，还能获得每亩 0 . 5 元的公司补贴。

和达瓦一样，有 150 余名农牧民在帕里牦牛产业
公司各个牧场打工增收。“我们是国有独资企业，公司
通过农牧民牲畜作价投资形式带动边境全县 648 户农
牧民增收，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 167 人，年收益超
过 5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巴桑旺堆说。

亚东县有“喜马拉雅小九寨”的美誉，但经济发展
滞后，是去年底西藏脱贫摘帽的五个县区之一。亚东县
物产丰富，除了牦牛、木耳、藏鸡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亚东鲑鱼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环山苍翠，云雾缭绕，山泉水穿过鱼池又奔流而下。
在春丕亚东鲑鱼繁育基地，不少村民正在忙碌着。“一条
小小的稚鱼市场价达 20 元，商品鱼每斤市场价更是达
200元左右，在这里打工的村民月收入不少于 3000元。”
基地负责人拉巴罗布介绍，亚东鲑鱼长有花色斑点，当
地人称作“花点鱼”，有“后藏江南的水中瑰宝”美誉。

基地从上海海洋大学邀请多名专家进行技术指
导。26 岁的罗衡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目前在春丕亚
东鲑鱼繁育基地从事技术工作。“亚东鲑鱼是本地特有
鱼种，在野外主要以水生昆虫为食，我们采购的优质饲
料达万元每吨。我们主要用山间活水饲养鲑鱼，但它对

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平游期的亚东鲑鱼存活率仍只有
30% 左右。”他说。

拉巴罗布介绍说，2015 年，亚东县利用财政边境转
移支付资金成立了春丕亚东鲑鱼繁育基地和 3 个养殖
基地，以农业合作社形式运营，带动近 500 户村民参与。

1992 年，亚东鲑鱼被列为西藏二级重点水生野
生保护动物，人们食用的亚东鲑鱼是人工繁育和养殖
的。“农户入股鲑鱼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需资金不多，有
的只需 500 元。繁育基地会把进入稳定生长期的鱼苗
分发给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于鲑鱼生长期为两三
年，在合作社成立的最初两年内，饲料等物资由当地
政府免费提供。”拉巴罗布说。

“我过去和爱人一起以打零工为生，4 个月前来到
基地工作，每月收入达到 4500 元。”45 岁的下亚东乡
人普冲在亚东鲑鱼养殖基地捞起了一条近 5 斤的鲑
鱼，他说，第一批繁育的鲑鱼即将上市，最近他们十分
忙碌。

丰收的喜悦写在农户的脸上。“但我还是有遗憾，
目前亚东鲑鱼最远才运到拉萨。等今年亚东县建成立
体产业园区，对鲑鱼进行‘立体式’开发，我们不仅要加
工鲑鱼罐头，还要利用冷链技术将新鲜鲑鱼运到内
地，甚至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尝鲜。”拉巴罗布说。

草上掘金水中寻宝，西藏亚东促脱贫

发展双产业 推行双保险 实现双脱贫

湖北通山探索“三双”扶贫模式

▲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牦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牦牛养殖场（ 7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扶贫手册有吗？是哪位干部帮扶你？帮扶项
目是什么？补助资金有没有及时发到手？”福建省
漳浦县石榴镇纪委牢牢把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加
强监督检查，紧扣扶贫补助资金分配、使用、监管
等关键环节，强农惠农支农资金发放到哪里，精准
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

自去年以来，镇纪委通过开展扶贫领域专项
巡察、“最后一公里”督查、贫困户“全覆盖”访查等
举措，助推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还建立
了精准扶贫一季度一督查的工作机制，由镇纪委
牵头，组织镇农业、财政、经管等相关部门，围绕“精
准扶贫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扶贫项目、政策
落实，党员干部挂钩帮扶情况”等开展联合督查工
作，采取“听、谈、查、看、访”相结合，通过下派党风
监督员、进村入户、村务公开、村财审计等形式，以
执纪监督助力脱贫攻坚，实现扶贫领域监督常态
化，确保监督精准到位。 （严利人、陈永镇）

精准监督全面覆盖

助力落实脱贫攻坚

与以往草原牧民转场尽量
“轻装上阵”相比，这些年，牧民阿
仁·阿帕拉洪的货车增加了不少
分量，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都被如
数搬上货车一起“转场”。这一变
化得益于光伏供电设备。

新疆地理环境复杂，在边远
山区实施电网延伸工程难度大、
成本高，且不适宜流动性强的农
牧民。此时，丰富的当地光热资源
使太阳能开发成为解决无电人口
用电的重要突破口。

2014 年，新疆启动实施无电
区电力建设工程，通过新能源光
伏独立供电方式，解决了近 13 万
无电区人口的用电。

夏日的帕米尔高原上，海拔
超过 3000 米的“阿萨巴依”夏牧
场，牧民阿仁·阿帕拉洪转场至此
一个月后，迎来了亲朋好友今夏
的第一次聚会。

眼下是夏牧场聚会的最好
时节，牛羊日渐肥壮、马奶产量
渐增。阿仁·阿帕拉洪的亲友带
来了手风琴、电子琴，夏牧场上
整日琴声悠扬。“过去放牧生活
很枯燥，只能用煤油灯、蜡烛照
明。”阿仁·阿帕拉洪告诉记者，
2005 年，自己曾花 600 元买了台
小型太阳能设备，能够勉强带动
两个灯泡照明三四个小时。

2014 年底，华能新疆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了阿合奇县边境
无电山区 2817 户光伏供电工程
的建设任务，投资 2101 万元购置
户用光伏设备 2817 套，按户发放
到农牧民家中，让 12390 名农牧
民告别了无电的历史。“每套设备
造价近万元，设计使用寿命 20 年，
由晶体硅光伏组件、支架等部件组
成，可以满足电视机、冰箱、节能
灯、小型农具等供电需求。”华能新
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驻阿合奇县工作队总领队何
毅说，为保证设备正常使用，还对用户进行了培训，
使农牧民能够独立操作并进行简单的故障排除和
修理。 (记者关俏俏)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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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电(记者梁军)为促进农民稳定
脱贫，甘肃省近日决定对连续 3 年稳定吸收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龙头企业给
予财政支持，最高奖补 100 万元。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全省贫困
地区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对以订单收购、
股份合作等方式带动合作社或者贫困户的龙头企
业，给予贷款贴息，最高贴息 100 万元。

全省每个贫困县每个特色产业至少要培育 1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家龙头企业吸收的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占用工总量的 30% 以上，按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奖补，最高奖补 100 万元。

甘肃还对这些龙头企业提供多种税收优惠。

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甘肃最高奖补百万元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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