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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8 月 5 日电(记者梁建强)夜幕低垂，
从连绵山岭间吹来的风，给夏夜添了几分凉意。位于幕
阜山区湖北崇阳县铜钟乡的坳上村里，村民们结束了
一天的忙碌，来到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前的小广场，与
县、乡干部以及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围坐在一起，参
加精准扶贫“湾子夜话”。

“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讲讲扶贫政策，听大家‘掏
掏心窝’。”崇阳县副县长、铜钟乡党委书记杜兵开门见
山，“大家对政策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场
解答；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说说，我们想办法帮助解决。”

在他面前，10 多条长凳上，里三层外三层坐满了
村民。有人摇着蒲扇，有人拄着拐杖，还有人原本在村
卫生室输液，举着吊瓶也来到了现场。

“我反映一个情况，村里大屋湾那边，排水渠老化
了，年久失修，什么时候能修一下？”坐在前排的三组村
民陈珍瑞率先发问。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我们正打算把大屋这个

村湾打造成示范点，统一规划和建设。村委会和扶贫工
作队明天就再到实地看看，争取尽早开工。”村党支部
书记沈亚东说。

“我也说个事。”说起修沟渠，大嗓门的三组村民廖
初华连忙接话，“我们家屋后是山，没有水沟引流，一下
大雨，水就都流到走廊里了，能不能给砌个排水沟？”

“老廖，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知道。不过你家也有责
任，是盖新房子的时候把原来的排水沟堵住了。”沈亚
东说，“我们正跟你儿子沟通，一起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你看行不？”

廖初华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连连点头。
穿着花格子衬衣的三组村民、50 岁的金丽亚指着

自己的输液瓶接过话茬说：“治病花了好多钱，要不是有
新农合和精准扶贫补充保险的报销，家里肯定负担不
起。就是不知道，脱贫了之后，这些好政策还有没有？”

“脱贫不脱政策。”驻村扶贫工作队负责人廖志斌
给了她一颗“定心丸”，“后续治疗的费用啊，和以前一

样可以报销。”
“家里还有别的困难没？”杜兵问。
“生活条件好了，没什么困难了，就是儿子还没

有找媳妇……”金丽亚说。
“找媳妇的事儿可不能向政府伸手。”有村民接

话，大家哄堂大笑。
“我给大家报个喜，经过努力，我们的招商工作

也有了新进展，有企业准备来村里投资发展旅游
了。”铜钟乡党委副书记楚端斌讲起了招商引资的新
动向，顺便又宣讲起扶贫政策，“除了引进企业，产业
扶贫方面，大家养猪、养牛也有补助，关键是要勤劳
肯干。这就像压井水一样，国家的好政策就像是作为
引子的一瓢水，能不能压出更多水来，还得大家多使
劲……”

小广场上，盏盏路灯明亮；一旁的荷花基地，花
开正好。看着头顶的路灯，村民罗春书讲起了她的一
个“小心愿”：“村里有的拐角处还没装上路灯，晚上

出门有点黑，啥时候也能亮起来？”
“这事想到一起了，村里已经纳入规划。”扶贫工作

队队员陈峙鹏说，“和供电部门对接过了，8 月份一定
装起来。”

夜已深了，“湾子夜话”还在继续。村容村貌、基建
工程、医疗报销、产业扶贫、低保五保……围绕村民们
关注的话题，扶贫干部们耐心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相
关政策。笑声，不时在小广场中回荡。

伴着夜色，伴着荷叶清香，伴着阵阵蛙鸣，这个盛
夏时节，“湾子夜话”活动正在崇阳县广泛开展。

“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更近了，掌握的实情就更多，
开展工作的针对性也就更强。”崇阳县委书记杭莺说，
2018 年，崇阳县计划实现脱贫“摘帽”。在此背景下，崇
阳县委全面部署开展“湾子夜话”，让广大干部来到扶
贫一线，话政策、话发展、话民生，聆听群众心声、解决
实际问题，进一步打通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切实
提高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的认可度、满意度。

“讲讲政策，掏掏心窝”，夜访山乡话扶贫
湖北崇阳“湾子夜话”：干部群众距离更近了，开展工作的针对性也更强了

本报记者陈琰泽、易艳刚

掀开碎花门帘往里瞧，刘美英老人的屋内陈设虽
然朴素，却收拾得干净利落。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映
得炕上 73 岁的老人容光焕发。

“现在的生活好了。”这是聊天时，老人念叨最多的
一句话。

从老人家中的窗户望出去，远处是 112 国道旁延
绵的草甸，绿树成行，路面整洁，越过“草沟堡乡白庄子
村”的路牌，石板路穿过敞亮的村广场曲折上升，路两
旁是造型古朴的村舍，翻新不久的屋顶上瓦片泛着青
光，屋檐下老人们坐在矮墙上唠着家常，身后标牌上写
着的“脱贫不能等靠要、自身发展很重要”激励人心。

“这里哪像贫困村，”随行的武汉大学中国减贫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风感叹说，“这里比好多风景区还
漂亮。”可是谁能想到，眼前干净秀美的白庄子村，却是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基础条件较差的贫困村之一。就
在半年前，这里还一度垃圾成山。

白庄子曾经“黑乎乎”

“白家庄子不洗衣”，这样的口头语一度在乡里流传。
今年 3 月，当翻越了 60 多公里山路到达白庄子村

口时，看到垃圾遍地的村容村貌，阴暗杂乱的居住环
境，还有部分村民缺乏生气的生活状态，新上任的驻村
第一书记、来自蔚县国土资源局的邢永旺很头疼。“虽
然心里有预期，但是现实还是比想象更复杂。”

“现在这片小花园，原来是村民养猪的地方，臭气
熏天；村里养牛都是散养，村道上牛粪到处都是没人清
理；村民以前就在家里堆放柴火垃圾，房间阴暗潮湿，
味道很大；有部分贫困户甚至长年不洗脸不洗头，精神
状态萎靡……”

邢永旺回忆起刚接手白庄子工作时的局面，苦笑
不已，“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部分贫困户缺乏脱贫动力，
‘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给扶贫工作造成很大障碍。”

白庄子村距离蔚县城 63 . 5 公里，系草沟堡乡 19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之一，336 口人，在 2017 年“回头
看”之前有建档立卡户 74 户 128 人，人均纯收入仅
4120 元。由于村子位于高山地带，农业基础较差，且贫
困人口主要为老弱病残，长期闭塞而贫困的生活，使得
部分群众失去了希望，严重缺乏脱贫内生动力。

驻村工作队和乡里县里多次协商定策，最终得
出结论：要让白庄子在经济上脱贫，先得让白庄子在
精神上脱贫。而白庄子的精神脱贫，不妨从“卫生”上
抓起，从洗手洗脸上抓起。

白庄子“白”起来

“就是这户了，”蔚县扶贫办主任李英英所指的
屋子位于村道的路沿之上，屋子虽然朴素，门前却打
扫得干干净净。记者注意到，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块特
殊的门牌，上面记录着“户主姓名”“是否为贫困户”
“星级评比”等信息。

这块家家户户门口都有的门牌，源于今年 3 月
底白庄子开展的评比活动，也是工作组进村后推行
的首个扶贫举措。“我们隔周在全村评选‘勤劳致富
星’‘文明诚信星’‘清洁卫生星’‘脱贫光荣示范户’‘感恩
爱党示范户’等荣誉，同时也评比‘环境卫生最差户’，
把星星挂在这块门牌上，村民进出门抬头就能看
到。”邢永旺介绍，对获得荣誉的村民，工作组会发放
肥皂毛巾等小礼品，而受到批评的村民，会因为觉得
脸上无光而抓紧整改。久而久之，村民从不在意评比
到积极参与，不仅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的参与感，还
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精神文明面貌。

随着村民卫生习惯的养成，驻村工作组进一步
调整评比规则，将评比范围扩大——— 打扫屋子、打扫
院子、承包村道卫生、学习扶贫政策……上个月，工
作队还组织村民一起修缮了村里的公共区域，还将
原本是垃圾堆的空地开拓成一片小花园，中心摆上
石磨，四周种上花草，更添加韵味。“如今的白庄子，
再也找不到‘不洗衣’的痕迹了。”李英英说。

打通内生动力的“任督二脉”

记者一行来到田文宝老人家时，他正揣着一个
小方盒子在听戏，听得津津有味。记者发觉，似乎白
庄子许多人家都有同款的红色播放器。

“这是扶贫政策小喇叭。”仿佛看出了记者的疑
惑，邢永旺解释说，工作组在入户调查时发现，村里
贫困户大多年龄大、文化素质不高，许多扶贫政策常
常理解不了，久而久之贫困户便失去了参与感，产生
了“局外人”的意识。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特地定制了一批 MP3 播放
器，预先在里头录制好本地老人爱听的戏曲歌曲，中间
间断地用本地方言问答的形式插入扶贫政策的解说，
不能跳过也不能快进，村民们长期反复地听，几个月下
来政策逐渐入脑入心。”草沟堡乡乡长贾焕勇说。

此外，村里开辟专门场地组织文化讲堂活动，用乡
音俗语向村民们传授扶贫政策，讲述文化故事……一
项项创新又接地气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村里群众脱
贫的内生动力，清理掉了白庄子脱贫最大的“绊脚石”。

脱贫摘帽倒计时

精神扶贫已在路上，经济脱贫便不再遥远。从村
西边向外望去，不远处山头上一栋建筑格外显眼，外
墙上用大红字写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正点明了它
的功能。“这是白庄子的‘扶贫车间’，主要做服装加工，
车间是 2017 年底建成的，不仅服务本村，附近村也有
人来干活。”村党支部书记白刚说，白庄子由于地处偏
远，村民外出就业不便，在村里引进新产业，解决了村
民们在农闲时就近就业的难题。

记者走进扶贫车间，发现建筑不大，却配套了员
工宿舍、员工食堂、班车接送等服务。“扶贫车间提供了
40 个就业岗位，目前有 4 户贫困户在这里上班，人均
月收入可达 800 元，在车间工作基本就能实现脱贫。”
白刚介绍。

“通过本地传统的高山有机白菜产业，以及新引进
的服装加工产业，农忙干农活，农闲进厂打工，形成农
忙农闲互补产业，预计今年年底，白庄子将实现脱贫
摘帽，未来，白庄子还将依托独特的高山草甸风光发
展生态旅游。”对白庄子的未来，驻村工作队充满信心。

在车间内参观时，一对正在修剪布料的老人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老爷子叫白贵生，今年 68 岁，老太太
叫王连，今年 72 岁。“白贵生打了一辈子光棍，是村里
老大难的贫困户，因为一个人过，日子过得脏得很，”邢
永旺笑着拍着白贵生的肩膀，今天他穿着一件蓝衬
衫，看起来很精神，“后来因为工位挨着另一个贫困户
王连，时间久了产生了感情，这不，前阵子两人还组建
了家庭，成了村里的美谈。”

“老爷子今天穿得很帅嘛。”一旁的李英英夸奖道。
“那时候的脏日子，再也回不去了。”白贵生咧开

嘴，笑得腼腆却真诚。

“脏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河北一小山村从垃圾成山到“比风景区还漂亮”的转变

▲拼版照片，左图为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考生李捷手捧广西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7 月 31 日摄)；右图为李捷的父亲李学忠在考前手捧写有对儿子期待的纸片(5 月
22 日摄)。2003 年，李学忠下岗后外出打工，2016 年开始在一家砖厂打工，全力支持孩子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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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交通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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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苗山淳
朴的人们，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很多农村家庭求学追梦的孩子实现了最初的梦想。2018 年，融水中学一共有 341 名贫困生参加高考，其中考上一二本 267 人，专科以
上上线率百分之百。9 月，他们即将带着父母的嘱托、山乡的期望，走进梦想的大学校门，开启新的人生……

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积极落实国家系列教育扶贫惠民政策，采取免、减、奖、贷、助、补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2017 年，融水有 3360 名贫困大学
生申请助学贷款，贷款金额 2306 万元。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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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福建省邵武市水北镇纪检监察干
部在水北镇杨梅岭村向村民了解产业发展带动扶贫
有关情况。福建省南平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
层了解精准脱贫任务落实情况，了解小额扶贫贷款
入股收益情况。福建省邵武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
取“公司+农户”的扶贫模式，通过资金入股、提供就
业岗位、代销农产品等方式，大力发展特色水果、高
山反季节蔬菜种植等产业，带领贫困群众尽快脱贫
致富。 （邱汝泉摄）

发展特色种植

助推精准扶贫

据新华社合肥 8 月 6 日电(记
者吴慧珺、姜刚)在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为
了给贫困户增收脱贫注入金融活
水，坚持扶贫小额信贷户贷户用户
还，大力促进信贷资金与产业资源
相融合，走出具有灵璧特色的“金融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为贫困户
“贷”出了脱贫新生活。

得益于金融扶贫的户贷户用政
策，出身贫困家庭的 90 后女孩赵雅
丽，两年前从灵璧县农村商业银行
借了 3 万元的扶贫小额信贷，购买
原料、添置设备、生产扫帚，盘活了
村里的传统竹制品加工业。“有了银
行贷款，我把村里的老传统盘活了，
现在村里人都靠着双手挣钱过上了
好日子。”赵雅丽告诉记者，“以前村
里人个个有竹编的手艺，但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没有钱进来，进不了原
材料，加工厂运转不起来。”

在灵璧，多地探索“金融+产业”
的融合发展方式。“今年全村 123 户
贫困户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其中 70
户办理了小额信贷。”娄庄镇姚山村
第一书记戴安君说，去年以来，该村
共实施小额信贷 74 户 308 万元，扶
持贫困户开展西瓜、中草药等种植
业的发展。

据灵璧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唐锐
介绍，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投放扶贫
小额信贷 11680 户 5 . 38 亿元，有力
支撑产业扶贫发展，促进持续稳定
脱贫。全县贫困人口由 2014 年的
94986 人，下降到去年底的 29011
人。

不仅惠及有发展能力的年轻
人，扶贫小额信贷也惠及有发展意
愿和发展技术的老年人。66 岁的大
路乡大路村贫困户张久持，之前在
葡萄种植园打工，去年 4 月从银行
贷款 4 万元，利用打工学到的种植
技术，承包 3 个大棚种上了 900 株葡萄。他告诉记
者，去年净利润有 2 万元，今年估计能挣 3 万元。

“我懂技术，早就想自己种了，以前可不就是没
钱啊！”望着一株株结满果子的葡萄树，张久持用手
擦擦脸上的汗珠，笑得合不拢嘴。“感谢政府给我这
个老头子办了贷款，还免除了棚租费，没想到我一把
年纪还过上了新生活。”

为保障户贷户用的顺利发放和精准使用，灵璧
县探索创新金融扶贫新机制，设立了县、乡、村三级金
融扶贫服务站。“通过金融扶贫服务站，强化扶贫小额
信贷过程管控，通过优化流程，减少申报材料，缩短办
贷时间，提高放贷速度，以组织建设助推金融扶贫提
速增效。”灵璧县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李良发说。

“灵璧户贷户用的经验，是把金融扶贫真正运用
到贫困户发展产业上。”灵璧县委书记刘博夫说，金
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产业是金融介入的有效
载体，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有效激
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
脱贫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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