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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一场秋雨润湿了十八洞村的石板路，
随着村头“咯吱”的抬轿声由远及近，顿时锣鼓喧天
唢呐齐鸣。苗族汉子施六金在娶亲的花轿队伍前甩
开步子，向乡亲们兴奋地宣布：“我脱单了！”

“我叫施六金，有颗善良心，哪位姑娘看上我，放
心！”三年前，在十八洞村首届相亲会上，40 岁的单
身汉施六金敲着铜锣，用“三句半”向乡亲们喊出了
“脱单”誓言。

施六金有颗善良心，乡亲们有口皆碑：20 多年
前因父亲患病，他放弃学业跟着母亲扛起了家庭重
担，等到家中的姐妹都读书、出嫁，家境好转，自己也
熬成了大龄“光棍儿”。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湖南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曾深陷贫困，2013 年时全村人均纯收入仅 1668 元，
225 户中有 136 户是贫困户，40 岁以上的“光棍儿”
有 30 多人，外乡女子都不愿嫁入十八洞村。

要“脱单”，先脱贫。2014 年以来，作为精准扶贫
“首倡地”的十八洞村逐渐蜕变。泥泞山道变成沥青
马路，自来水进村入户，村头出现 ATM 机……

2015 年，结束外出打工的施六金回村开始了“脱单计
划”。他与家人办起餐饮休闲“苗家乐”，应聘村里的旅
游讲解员，加入猕猴桃合作社。2017 年，村里的十八洞
村山泉水厂正式建成投产，他受聘成为厂里的技术工
人，在村里当起了“上班族”。

到了 2017 年，十八洞村的人均纯收入已增加到了
10180 元。村里脱贫了，外出的女儿们回到了十八洞，
外乡的姑娘们嫁进了十八洞，大龄“光棍儿”们也纷纷
“脱单”。施六金的终身大事成了村里扶贫干部和乡亲
们的一块心结。

今年 2 月 4 日正值当地苗年，十八洞村举办第二
届相亲会，施六金鼓起勇气再次登台。而这一次，由亲
朋好友和驻村扶贫干部组成的“亲友团”和他一起上
台，向全场嘉宾推介十八洞村。施六金在台上说，“这次
我上台代表的不只是自己，也是代表着整个十八洞村。
现在村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争取能早日娶个媳妇回家
过日子。”

施六金台上的宣言虽然没能现场抱得美人归，却打
动了一位远在上海打工的姑娘。那次相亲会后，施六金

通过微信联系上了苗族老乡吴春霞，吴春霞家住花
垣县城附近花桥村，虽然在上海务工却一直关注着
家乡的消息，施六金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变化让她
怦然心动。两人通过微信频繁互动，彼此好感倍增。

几个月前施六金邀请吴春霞来到了十八洞村，
吴春霞被十八洞村蓬勃发展的势头和施六金积极上
进的品质感染。为了爱的召唤，吴春霞结束了异乡打
工生涯，回到了花垣县。

9 月 24 日正值中秋佳节，施六金的“苗家乐”被
布置成了婚礼的喜宴厅。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相亲
会的主会场，而今天十八洞村的乡亲们再次为爱而
聚，端起土钵碗盛上“苞谷烧”，共祝一对新人百年好
合。婚礼现场，施六金工作的十八洞村山泉水厂为新
人送来了一份特殊贺礼，新娘被邀请到水厂工作，和
新郎做“双职工”。

在施六金“苗家乐”门口，乡亲们纷纷掏出手机
给一副喜联拍照，上联“致富感谢共产党”，下联“脱
单不忘你我他”，横批“我脱单了”。

(记者李尕、张玉洁)新华社长沙 9 月 25 日电

“一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党
的扶贫政策真好啊！”这两天，正在家里做饭的河
南省项城市贾岭镇张新庄行政村寨张庄自然村村
民张廷松，看着流出的自来水乐呵呵地说。像张廷
松一样，近一段时间以来，项城通过“贫困户识别”
措施，让近 20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用上了安
全的自来水。

现年 61 岁的贫困户张廷松，家中就他一人，
舍不得花钱安装自来水。以前吃的是压井水，水碱
高，不好喝，而且年纪大了，用水也不方便。今年春
节前夕，他被项城市水利局确定为村里贫困户，很
快就来了工人给他免费安装自来水，帮他解决了
生活中的一道难题。“现在用水太方便了，随时用
随时有，我再也不为吃水发愁了！”

该村另一家贫困户张学军，今年 52 岁，家中
只有他一人。驻村第一书记登门找到他，说给他免
费安装自来水，张学军刚开始不相信，害怕装了之
后给他要钱，拒绝安装。第一书记三番五次跑他家
做工作，他终于答应安装自来水。

现在，张学军做饭洗衣都用自来水，尝到了自
来水带来的便捷，有时还跑到村委和驻村工作队
唠唠嗑，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党的扶贫政策真是
好啊！”这是张学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去年以来，项城市水利局对照建档立卡贫困
户名单进行逐户摸底排查，根据实际情况，不等不
靠，克服困难，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在上级没有拨
付资金的情况下，该局就信誉担保赊购原材料，保
证安装物资供应。安装队员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
赶进度，共安装 1987 户贫困户，圆满完成了让全
部贫困户吃上安全饮水的目标任务。“大雪天施工
条件恶劣，他们就穿着防水裤、胶鞋，站在泥泞的
雪水中，顶着寒风施工。”驻张新庄行政村第一书
记吴建立回忆说。

为解决过去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中存在的重建
轻管现象，项城市水利局将农村贫困户安全饮水
安装任务量化到各镇供水厂，对各自供水范围内
的贫困户免费安装自来水，各供水厂负责人夯实
责任，量化分解目标，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目前全
部如期完成安装任务。 (李高华)

河南项城:

贫困户全部吃上安全水

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
地区的“湖南屋脊”壶瓶
山，有一个“悬崖上的村
庄”——— 石门县剩头林场。

这个偏安一隅的村
庄，长期以来对外交通不
便，与外界最紧密的联系
是“电”。而“用电量指数”

的增长，直观反映了山区
的脱贫成效。

剩头林场场长范永国
说，目前剩头林场有 78 户
居民，常住人口 160 多人，
其中大多是留守老人。

直到 1997 年，剩头林
场才接通电线，告别煤油
灯时代。范永国说，刚通电
时，很多村民家里唯一的
“电器”是电灯泡，有的家庭
全年用电量仅 10 千瓦时。

2007 年，国家电网接
管了该地区的“小水电”，
开始全面升级改造农村电
网。壶瓶山供电所所长覃
文说，供电所的服务范围
里，用电量从 2008 年的 480 万千瓦时，增加到
2017 年的 1780 万千瓦时。

用电量增长背后，离不开产业的快速发展。茶
叶和烟叶是壶瓶山镇支柱产业，如今，40 多家茶
厂进行了设备升级改造，实现“电能替代”，执行价
格较低的农业生产电价，收益大幅提高。

2014 年，剩头林场建起集中烤烟车间，通过
电子设备控制温度、湿度。烟叶种植大户杨春平
说，他种了 20 亩烟叶，每亩有两三千元的纯收入。

每年 7 月至 9 月，是烤制烟叶的季节。烤房
中，编烟夹上悬挂的烟叶从绿色变为金黄，需要一
个星期不间断烘烤。壶瓶山供电所台区经理漆绍
英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提前进行设备检查，
不间断维护，确保不出现停电问题。

今年 8 月，石门县脱贫摘帽，剩头林场的 16
户贫困户也基本脱贫。在覃文看来，生活水平提
高，产业规模扩大，用电需求自然日益增长，“用电
量指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脱贫成效。

(记者白田田)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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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9 月 25 日电(记者赵新兵、潘林青、萧
海川)年近四十的裴厚海以前做梦也想不到，从贫瘠的
深山中搬出不久，他就有了美满的婚姻，更让他兴奋的
是，他的孩子再有几天就要出生了。

两年前，裴厚海所在的崔家沟村 1600 多人从 15 公
里外的山区整体搬迁到了朱田镇上。如今他住在 120 多
平方米的新房，在临沂商城工作，月收入有四五千元。

站在绿树成荫的小区里，裴厚海满意地说：“我们
村过去因为贫穷，很多人娶不起媳妇，被称作‘光棍村’。
现在好了，我们斩断了‘穷根’。”

崔家沟所在的山东沂蒙山区，素有“四塞之固、舟
车不通”之谓，曾是中国 18 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历经
了长期的反贫困斗争，2013 年，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
精准扶贫新阶段。建档立卡、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等多
项惠民政策先后出台，被称为沂蒙扶贫“硬骨头”的崔
家沟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记者从镇上驱车翻过连绵的山头，来到了崔家沟
村的原址。村支书曹厚海指着远处的山谷说：“那边原
来有一个自然村，叫光棍崖，因为以前村里有一家人，
八个男丁只有两个娶了媳妇。”

说起往昔岁月，曹厚海依然止不住心酸。“行路难、
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娶妻难”，是当时崔家
沟村的真实写照。

因为地处偏僻，崔家沟村的娃娃上学要走 8 公里
的山路。因为路途遥远，同样的水果，崔家沟村主动贱
卖都吸引不到客商。因为山峦阻隔，当山下智能手机遍
地时，崔家沟村还没多少人听说过 Wi-Fi，甚至有人
30 年没下过山。

最令崔家沟人心痛的，就是娶妻难。身为村支书的
曹厚海，常要担负起为单身男子做媒、迎亲的重任。56
岁的他，已记不清为此经历了多少伤痛和无奈。

有的新娘进了崔家沟，娘家人里里外外看一遍，把

新娘拉上车一去不返；有的新娘硬顶着家里压力住进崔
家沟，坚持两三个月，最后还是协议离婚；还有的两口子
在外地打工结识，孩子都生了两个，最后还是分了手。

2016 年 3 月，在中国异地搬迁政策的扶持下，崔
家沟实现了整体搬迁，村里人一夜变成了“城里人”。

昔日的“光棍村”，如今成了镇里最富裕的村之一。
村民都住到了楼上，有的到附近的产业园区打工，有的
自己开店经商，还有不少人在崔家沟原来的山坡上经
营家庭农场，家庭年收入四五万元稀松平常。

崔家沟原有的 1 . 7 万亩土地得以整体流转给 10
家农业企业，并成立 5 家合作社、53 个家庭农场，实行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规模化运营模式，打造起
农村经济发展的田园综合体。在异地搬迁土地整理过
程中，村里新增了 4000 亩土地，去年全部流转出去后，
每年又可为村集体增收 240 万元。

最近 5 年来，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位于沂蒙山区的临沂市贫困人口也由 80 多万降至
1 万多人。

搬迁后的一年，富裕起来的崔家沟就办了 41 场
婚礼、迎来 46 个小宝宝。全村 35 岁以上的光棍原本
有 28 人，如今除了 1 人因患疾未能娶妻外，其余 27
人全部脱单。

“因贫致单”多年的裴广虎正沉浸在当上父亲的
喜悦中。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两个月。

裴广虎现在当地商场里销售电子产品，生意算
得上红火。路边一辆白色小轿车便是他去年花了约
10 万元买的新车。

娶新娘、住新房、开新车、添新丁。裴广虎说：“异
地搬迁让我苦尽甘来，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这两年，‘光棍’们结婚全是我当的证婚人，婚礼
那个热闹啊……”曹厚海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也非
常自豪。

沂蒙山区：“光棍村”的“脱贫”与“脱单”

湘西十八洞汉子施六金

“脱贫”又“脱单”

南充：“最能打仗的干部”入驻贫困村以后
新华社成都 9 月 25 日电(记者黄毅)近日在四川

省南充市营山县黄渡镇兰武村脱贫奔康柑橘产业园，
六旬村民喻洪伟忙着除草、施肥。“在产业园务工，今年
已经挣了 9000 多元。村里来了驻村工作队，老百姓过
上了好日子。”喻洪伟乐呵呵地说。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南充派出 4143 名“最能打仗
的干部”到 1290 个贫困村组成驻村工作队，携手群众
攻克贫困堡垒。

“山高坡陡生活难，一穷二白人心散。”兰武村过去是
典型的贫困村，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群众增收没门路。

2015 年 8 月，驻村工作队来到兰武村，看住房、问
收入，一个月时间走遍家家户户。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贫困户识别不精准问题，驻村工作队探索出“下”村摸
底初核、“上”桌汇总初议，“下”村开会评议、“上”桌集
体审核，“下”村公示名单、“上”报乡镇终审“三上三下”
的精准识别方法，原评定的贫困户中 36 户退出，34 户
真贫困户入了列。很快，兰武村的群众发现，驻村工作

队真有“几把刷子”。
有了群众的信任，驻村工作队一鼓作气改造危房，

硬化水泥路，维修山坪塘，新建蓄水池、提灌站，建脱贫
奔康柑橘产业园……

兰武村驻村工作队是南充 1290 个驻村工作队的
一个缩影。随着工作队的到来，各贫困村面貌正在改
变：盘山公路在满山葱茏中蜿蜒延伸，老旧危房经过改
建成为靓丽的风景，自来水、光纤通到家家户户，脱贫
奔康产业园生机勃勃。

龙晓波是国家统计局南充调查队办公室主任，在
2015 年被派到省级贫困村顺庆区李家镇野猪沟村担
任第一书记时，妻子预产期临近，医生建议家人陪护。
在急需人手的时候，母亲不慎摔伤导致左手骨折，岳母
因交通事故腰椎骨折。

一边是急需照顾的“小家”，一边是轰轰烈烈开展
脱贫攻坚的野猪沟村这个“大家”。再三思量后，龙晓波
做出决定，继续担任第一书记。

为发挥好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生力
军作用，南充市择优政治素质好，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工作作风实，专业能力强的干部组成驻村工作
队，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

第一书记大多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南充市针对第
一书记来自不同岗位、能力水平有差异的实际，为解
决第一书记“融不进、干不好”的问题，创新实施“带班
子强队伍、带群众强主体、带发展强产业、带真情强服
务、带新风强治理”为主要内容的“五带五强”工作法，
引导第一书记带领驻村工作队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精准发力。

按“五带五强”工作法要求，驻村工作队直面矛盾、
较真碰硬，至今共整顿治理 216 个软弱涣散村党支
部；探索出了“政府引导、农民主体、龙头带动、金融支
持、专合社组织”的“五方联动”产业扶贫机制，建成了
1023 个脱贫奔康产业园，带动贫困群众户均增收 1 . 2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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