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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电(记者柳昌林、罗江)万泉河畔椰林
绿，五指山间党旗红。数十年前，琼崖革命在共产党人
的领导下创造了 23 年红旗不倒的光荣历史。

如今，琼州大地上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产党领导
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党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高高飘扬。
从 2015 年年底至今，海南贫困发生率由 8 . 9% 下降到
2 . 2%，贫困人口从 47 . 7 万人减少到 12 . 26 万人。

“党的好作风回来了”，驻村第一书

记搭起党群连心桥

当前，海南还有 83 个未出列贫困村，其中不乏琼
崖纵队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在这些村庄，驻村第一
书记当起脱贫攻坚“作战员”、基层党建“组织员”、农民
群众“服务员”，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党的好作风回来了。”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在驻村工作中充分彰显。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共村，第一书记隋耀达天天泡
在羊圈里。他先后 5 次组织上百名干部村民外出考察
养羊产业，形成厚达 40 多页的可行性报告。

2017 年，挂职期满的他选择留任，把妻子和女儿
从海口接来。七旬的老父亲也来到共村义务帮忙，父子
俩成了保亭有名的扶贫“父子兵”。“当时黑山羊养殖基
地刚建成，不能因为我的离开而垮掉。我想等项目见效
益了再走。”隋耀达说。

促脱贫还需强党建。打造一支带不走、战斗力强的
党支部，才能带领村民永续脱贫、振兴乡村。五指山市
毛阳镇毛栈村第一书记杜经师驻村后，召开村民会议
协商制定了“毛栈村村规民约”，引导树立良好村风民
俗，建立村级自我管理和约束的长效机制。

驻村工作使第一书记成为“多面手”。“以前了解业
务上的事就行，现在啥都得会，除了吃透政策，搞种养
要当农技员，卖农产品要当营销员，面对村里大小纠纷
还得当好调解员。”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便文村
第一书记徐世明说。

三级作战体系提升脱贫攻坚战斗

力、凝聚力

夜里 8 点多，琼中团县委书记、营根镇营根村脱贫

攻坚中队长林晖泽刚忙完手头工作，在农户家里扒了
几口饭。“建立三级作战体系后担子重多了。”林晖泽
说。

今年以来，海南探索建立脱贫攻坚基层三级战斗
体系，力求破解扶贫压力层层递减、帮扶力量各自为战
的问题。各市县以镇、行政村、自然村为单位，划定脱贫
攻坚三级作战区域，分别设立脱贫攻坚大队、中队和小
队，全省共成立 178 个大队和 2023 个中队。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翁村，该县食药监干部、
翁村脱贫攻坚中队长王永生在工地旁指导危房改造拆
旧建新工作，时而拿出手机拍照。他介绍，中队每周至
少开一次调度例会明确本周任务，每天及时记录图文
兼备的工作日志。

建立三级作战体系不仅压实了帮扶责任，各方
帮扶力量还“拧成一股绳”。“村里 16 名帮扶干部
分别来自县住建局和营根镇政府。过去两套人马各
干各的。”琼中县营根镇新朗村第一书记周凌云
说，现在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责任人、村两委干部
和村民小组长均由中队统一管理，中队统筹安排扶
贫资源和力量。

19 市县同台比武，老乡团现场“评

卷”看成效

“我们推动资源向资本、资金向股金、农民向
股东转变，全县扶贫组织化程度达到 9 0% 以
上。”上月底，在海南省 2018 打赢脱贫攻坚战问
题整改大比武擂台赛上，临高县汇报了该县脱贫攻
坚工作成效。

当天，海南 19 个市县同台比武，来自 19 个市县
的 285 名农民组成的老乡团作为考官现场投票，对
各市县区脱贫攻坚成效作出评价。

精准扶贫成效几何，群众心中有杆秤。“精
准扶贫搞得好，农民不再有担忧。打赢脱贫攻坚
战，带动农民奔小康”，在儋州市举办的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 1000 多名来自田间
地头的调声表演者放声高歌，唱出脱贫攻坚带来
的新气象。

扶贫路上党旗红，共产党员们在脱贫一线带领
群众合力攻坚，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建立三级“作战”体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琼州大地上打响脱贫攻坚战，三年来贫困发生率由 8 . 9% 下降到 2 . 2%

“我申请脱贫，我想退
出贫困户，这个贫困帽我
再也不想戴了！”

不久前，河南省鹿邑
县杨湖口镇杨虎头村贫困
户王孝廉一早来到村室，
向村委会递交了一份脱贫
申请书。

别看王孝廉现在说得
轻松，可一年前他家的处
境却不容乐观：老伴长期
患病需要打针吃药，儿子
离异后外出打工常年不回
家，孙子年幼留在家中需
要照顾，一家人靠着几亩
薄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
很是拮据。

“我家日子有好转，多
亏了蒲公英。”王孝廉说。

蒲公英播种一年，多
年收益。去年，王孝廉在广
进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潘潘的帮助
下，种了 2 亩蒲公英，到了
年底一算账，净收入一万
六千元。今年算下来，又能
有和去年基本持平的收
入，根据标准和程序，等到
年底动态调整的时候，王
孝廉就可以光荣脱贫了。

在杨湖口镇，像王孝
廉一样得益于蒲公英成功
脱贫的贫困户还有不少。

眼下正值蒲公英收割
时节，72 岁的田广信驾驶
着三轮车，满载着今年两
亩地第三茬的收成，向收购站驶去。来到收购站，
议价、过称、算账，收入有 6 千多元。

田广信患有气管炎，一年中住院的时间比在
家里还长，医药费花销巨大，因病致贫。

一筹莫展之际，老田看到村里在推广种植蒲公
英，半信半疑间，他尝试着在自家责任田种了两亩。
有了这两亩蒲公英的收入，去年脱了贫摘了帽。

今年，田广信不但自己种了 2 亩蒲公英，还为
镇上的蒲公英种植合作社管理着 200 多亩地，一
年算下来，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

看到身边人种植蒲公英摆脱了贫困，越来越
多的农户加入到了种植蒲公英的行列。不到 3 年
时间，一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已初步形成。在镇党委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王潘潘联合周边 10 余家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广进源中药材有限公司，主
营蒲公英为主的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等业务。

杨湖口镇探索的这一特色种植之路，以“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贫困户)”为模式，流转土地
2 . 6 万亩，种植各类中药材 1 . 5 万余亩，辐射带动
周边农户 30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现在，上规模的合作社不仅具备了中药材初
加工能力，还摸索出蒲公英花、根、叶等制茶工艺。
不仅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蒲公英种植 3 万余
亩，还发展蒲公英炒茶厂 51 家，为贫困户和老百
姓提供了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和增收的岗位。”杨湖
口镇党委书记李耀坤说。(杨光宏、王利军)

﹃
我
申
请
退
出
贫
困
户

﹄

河
南
鹿
邑
农
民
种
植
蒲
公
英
脱
贫
记

▲这是于都县靖石乡的部分森林（9 月 29 日无
人机拍摄）。

 9 月 29 日，在于都县靖石乡良纯村，一名村
民在制作竹板凳。

近年来，江西省于都县靖石乡充分发挥森林资
源优势，通过竹器、竹笋、竹林养鸡等项目，大力
发展绿色产业链，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以竹为媒助力脱贫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张海磊)“今天已经接待 5
桌了，还有很多客人等着哩。”银杏山庄的马小琼
看着门前排队的游客，脸上笑开了花，“去年年
初，山庄营业以来，高峰期一天的收入能到 3000 元
左右。”

银杏山庄位于四川省宣汉县石铁乡白果村，该县
一度是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截至 2016 年底，
有贫困人口 10 . 34 万，是全省唯一贫困人口超过 10
万的县。

以前的白果村没人经营农家乐，改变始于 2015
年。地处宣汉县东北角的巴山大峡谷片区山高沟深，
历来是苦穷之地。这一年宣汉县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启动了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

发项目。其中，经过白果村的巴山大峡谷快速通道成
了游客进入景区的必经之路。

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说，预计景区到 2020 年将
实现年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 20
亿元以上，直接带动巴山大峡谷片区 9 万余名贫困人
口脱贫。

“快速通道穿村而过，村子离景区只有十几公里
车程，如果村民发展民宿、农家乐，岂不是能增收致
富？”白果村党支部书记杨显贵看到了“商机”。

然而，常年生活在深山里的村民有些“胆小”。
经过商量， 2016 年 4 月，杨显贵和白果村村委会主
任何先兵自己掏钱，共同修建了银杏山庄。“如果成
了，还能起个引领示范的作用。”何先兵说。

随着巴山大峡谷景区开发如火如荼展开，进入景
区的人越来越多，银杏山庄热闹起来。“去年一年的
收入有 20 万元左右，仅 8 月 28 日大峡谷开园那天，

山庄就接待了 10 多桌游客，这里的特色农产品也很
受游客青睐。”杨显贵说。

在外打工的村民王兵，听说村里在发展旅游，今
年 7 月，他回家建了新房，打算搞优品民宿，计划年
底营业。该村海拔位置最高的郎家洞有 20 余户村
民，这里正按照“村民出房屋，帮扶单位、专业合作
社和村民共同出资装修”的模式，进行民宿打造。

据了解，全乡发展民宿的有 21 户 80 余人，其中
贫困户 12 户 40 余人。

随之改变的还有村里的环境。“猪屎该阴(方

言，屋前小坝之意)牛屎坝，斤斤吊吊到处挂，晴
天你来脚难下，雨天就是一扑爬(跟头之意)”，这
曾是村里脏乱差环境的写照。

如今的白果村俨如一幅乡村美景图，村里建起
了旅游索桥“忘忧桥”、爱情天梯主题公园、康养
营地、吊角洞等景点，干净整洁的漫步道从中而
过，空气中不时飘来阵阵花香。

“以前是全乡最穷的村，很多村民一辈子在这
里种地，靠天吃饭，自己都没旅游过，哪能想到今
天还发展起了旅游业！”杨显贵深有感触。

“现在这日子硬是巴适，住的是小洋楼，茶余
饭后还能在桥上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村民何耀
富指着“忘忧桥”，满脸喜悦。

“现在这日子硬是巴适，住的是小洋楼，呼吸的是新鲜空气！”

全 乡 最 穷 白 果 村“变 形 记”

新华社兰州 10 月 2 日电(记者郭刚)国庆期间，拥
有“中国薯都”之称的甘肃省定西市 300 万亩马铃薯喜
获丰收。作为当地适宜种植的首选作物之一，马铃薯日
益变身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蛋蛋”。

秋阳高照，劳动正酣。记者在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
龙滩村看到，趁着晴好的天气，农民们在地里正忙着抢
收马铃薯。挖、捡，按大小个头分类、装袋、装车，男女老
少分组劳作，衔接流畅，一气呵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
他们朴实的脸上。

“这个洋芋(马铃薯)对我们来说，以前是吃饭的主
要口粮，现在已变成‘金蛋蛋’了。”龙滩村党支部书记赵
玉山难掩欢喜地说，“我们村 400 多户、1400 多人去年
光靠种植洋芋，每人就有 2000 元钱的纯收入。今年风

调雨顺，洋芋增产丰收，我们的收入比去年还会增加不
少。”

地处甘肃中部黄土高原腹地的定西市，山大沟深，
十年九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三西”扶贫的重点地区。
作为马铃薯的主产区，当地的马铃薯变迁主要经历了
四个阶段。

“改革开放四十年，马铃薯从最初的‘救命薯’慢慢
演变成 20 世纪 90 年代的‘温饱薯’、新世纪初的‘小康
薯’，再到目前的‘致富薯’，确实改变了我们原本极度贫
穷落后的山区面貌。”巉口镇副镇长徐永鑫感慨不已，
“没有马铃薯我们山区百姓就不会脱贫，更谈不上小
康。”

数据显示，2017 年，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1083 万亩，总产量达 1300 万吨，定西农民人均从马铃
薯产业中获得纯收入近 1600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3 . 2%，马铃薯种植和加工业已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
和脱贫产业。

丰收之际，劳作之余，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挖坑垒
灶，烧火烤土豆，用原始而质朴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喜
悦及对来年的期许。

赵玉山介绍，今年 3 月，龙滩村已成立“马铃薯合
作社”，全村农民悉数参与其中。

“在 4000 亩的基础上，明年我们争取再多种些
洋芋，继续把它做大做强，带动目前村里仅有的 30
多个贫困户整体脱贫奔小康，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红火。”

定西土豆：从“救命薯”到“致富薯”
去年农民人均薯产业收入近 1600 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清)近日上海举行的一场
拍卖会上，一棵拥有 580 年树龄的漾濞古核桃树两
年果实采摘权以 11 . 8 万元的价格成交。按照年产
100 公斤估算，每公斤核桃的“售价”高达 590
元。

“天价核桃”的背后，是一段充满暖意的扶贫故事。
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漾濞彝族自治县，

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核桃之乡”，全国 7800 万亩核桃
种植面积中，一半的种苗从这里输出。

但漾濞也是贫困县。寄托着当地百姓期望的核
桃树，并未充分发挥“脱贫树”“致富树”的作用。

去年 9 月，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及沪滇两地政府
合作交流办公室等部门的支持下，上海市国际商品拍
卖有限公司、上海中小企业品牌促进中心与漾濞“牵
手”，22棵古核桃树得以“走出”深山，走上拍卖台。

着眼“精准扶贫”的首届漾濞古核桃树采摘权拍
卖，22 个标的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超过 51 万元。拍
卖所得款项用于定向支持光明村扶贫工作，目前首
批资金已经顺利完成拨付。

今年 9 月举行的第二届拍卖会以干果为标的，
50 棵古核桃树的“主人”都是菁口村和河西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最终，50 棵古核桃树两年果实采摘
权悉数拍出，总成交达 167 . 4 万元。

据中共漾濞县委书记杨瑜介绍，当地政府为每
棵古核桃树落实了养护人。养护人每个月会通过视
频和图片向买受人告知古核桃树的生长情况。今明
两年 10 月核桃收获后，当地将委托专业公司进行烘
干、分拣、称重、包装、物流等环节。

在上海国拍董事长戴佩华看来，为漾濞核桃量
身定制“古核桃树果权拍卖营销模式”，实现“拍卖+
宣传+爱心+扶贫+旅游”的叠加效应，不仅有效提升
了当地核桃产业的市场价值，也成为精准扶贫可持
续化的有益探索。

22 棵核桃树拍出 51 万

“天价核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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