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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袁家
溪乡庄家坝村的村民李英门现在
是周边几个村的种猪配种技术能
手，刚为邻村前来配种的 3 头母
猪配完种，他脸上挂着笑容给记
者算起了收入。

“去年，村里扶持我养种公猪、
育肉猪、种茶叶，没想到一年下来家
里纯收入将近 19000 块，比之前的
3000 多块多了好几倍”，已经脱贫的
李英门感到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过去，李英门却在村里“懒”

出了名。田里的庄稼他懒得种，玉
米水稻收成少得可怜；茶园他懒
得打理，杂草丛生；仅有的一头母
猪还瘦得皮包骨头。一年到头，全
家基本靠吃低保和慰问物资度
日 ，一家三口年人均收入不到
1000 元。

2014 年，李英门被村里列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尽管有驻村干
部动员他靠养猪和种茶增收，但
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马边彝族自治县副县长、县
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曲别曲一
介绍，脱贫路上的“懒汉”体现出
贫困户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当地
脱贫过程中近三分之一的贫困户
都存在或多或少类似的问题。

为此，马边县从 2017 年 9 月
起，以“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为指导，制订出让“懒汉”不懒的
特色办法，一手增强贫困户脱贫
的内在动力，一手精准帮扶，为贫
困户制定专属脱贫方案，开展农
牧技术支撑，用好政策激励扶持。

要让“懒汉”不懒，解决由“不动变心动”是关
键。马边县组织起各层级“感恩奋进·我的脱贫路”

宣讲团，精选与“懒汉”家庭条件，生产环境相似的
脱贫示范户会同帮扶干部入户宣讲，面对面交流，
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内在动力。

李英门回忆说，“真正让我动起来还得感谢我
的邻居李富生。别看他个子矮小，有病在身，一年
四季到森林雪茶叶基地摘茶叶、打笋子、到山里找
虫蒌、养猪种庄稼忙得很。他到我家算收入账弄得
我脸又红又烧。差不多的家庭条件，收入差距没法
比，生活质量没法比。儿子的一句‘你不要让我看
不起’也刺痛了我的心”。

2016 年，看到差距的李英门成为村里养猪种
茶队伍中的一员。驻村工作组用每户 6000 元产业
发展资金请畜牧局专家为他精选了两头种公猪，
安排当地党员养猪示范户罗格罗一点对点教他种
猪养殖和配种技术。在乡上的“农民夜校”，李英门
还学到了他急需的茶叶种植管理和采摘技术。当
年养种猪、种茶叶就给他家带来 9600 余元收入。

尝到甜头的李英门第二年申请到 1 万元的产
业扶贫周转金，增养了几头肉猪，加大了对茶园的
投入，纯收入翻了番。如今，已经脱贫的他正盘算
着利用小额贷款和产业扶持资金扩大种养规模。

庄家坝村近 10 位“懒汉”已经全部加入乡上
的种养专业合作社。庄家坝村“懒汉”不懒的变化，
是马边彝族自治县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据统计，
2017 年，马边县减少贫困人口 6669 人，贫困发生
率由 2016 年的 13 . 74% 下降至 10 . 46% ，有 5184
户贫困户累计获得 119 . 14 万元奖金和相对应政
策扶持，马边县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

(张超群、彭涛)新华社成都电

大图：叶德华前往田间
劳作（10 月 18 日摄）。

小图：叶德华在查看蜜蜂
产蜜情况（ 10 月 18 日摄）。

41 岁的叶德华是广西阳朔
县杨堤乡杨堤村村民，儿子年
幼，老人体弱，一家人的生活只
能由她一人撑起，家庭经济困
难。为了让家里早日脱贫，叶德
华努力养牛，种植水果，但收入
有限。

当地扶持的养蜂产业，让
叶德华看到了早日脱贫的希
望。2017 年起，叶德华在当地
扶贫干部和养蜂协会的帮扶下
开始发展蜂蜜特色养殖。今年
来，叶德华养殖的蜜蜂已经有
33 箱，收获蜂蜜 800 多斤。目
前，她通过向游客推销、利用微
商平台等方式销售蜂蜜，以增
加家庭收入，早日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齐菲、李伟)“九月九，酿黄
酒。”在“黄酒之乡”湖北房县，家家户户还保留着重阳
节前后酿黄酒的习俗。这一时节，秋高气爽、温度适宜，
在人们的辛勤劳作下，平凡的糯米在日复一日的酿制
中“化腐朽为神奇”。

今年 48 岁的鲜艳家住房县土城镇土城村，18 岁
起，她跟随父亲学习土法酿酒。如今，她不仅是当地远近
闻名的酿酒能手，还是积极帮助乡邻脱贫致富的能人。

房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相传早在西周时期，当地所产
黄酒便已成为“御酒”；唐嗣圣元年，庐陵王李显被贬此
处，所携宫匠改进原有酿酒工艺，成就了如今的“房县
黄酒”。

近年来，当地立足丰富的黄酒资源积极开展产业
扶贫，引导农户建起“黄酒合作社”“黄酒民俗村”，展开
精准扶贫。

鲜艳家开设的“三碗不过岗”酒坊，就是黄酒民俗
村里一家明星酒坊。

走进酒坊，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宽敞明亮的
厂房里，一个个一米多高的酒缸整齐排列，一派井然有
序的秋酿景象。

“酿制房县黄酒主要包括泡米、蒸米、晾酶、拌曲、
发酵、出酒等 6 道工序，其中拌曲和发酵环节非常重
要。”鲜艳说，由于发酵所用小曲不同，最后酿出的黄酒
口味也千差万别。

拌好小曲后还需 15 到 30 天，发酵完成的黄酒才
能入口。在此期间，对于温度的把握十分考验酿酒人的
水平。

“就像人一样，得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给酒缸‘增减
衣物’。”在发酵间，鲜艳向记者展示了“保暖”中的小酒
缸。只见薄薄的棉被下，等待发酵的糯米饭团中间留有
一个碗口粗的窝，再过不久，这里就会渗出清甜可口的
洑汁。

凭着好品质，鲜艳的酒坊越做越红火。去年，她的
黄酒生意收入超过 70 万元。

自己的生活好了，鲜艳也没忘了身边的乡亲。她不

仅带动身边 200 多户农户经营酒坊，还主动吸纳当地
贫困户到自家酒坊“上班”。

“过去没有固定工作，主要靠种庄稼养活一家人。
来酒坊后一年能挣二三万元，比过去不知道强了多
少。”今年 56 岁的贫困户顾善平说，“现在只要我够努
力，就一定有收获。”

房县县委常委高勇介绍，去年“黄酒民俗村”黄酒
产值超过 6000 万元，其中，合作社帮助贫困户实现户
均黄酒销售收入 10 余万元，为社员股金分红每股达
120 元。借助蓬勃发展的黄酒产业，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正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

房县只是中国加快发展特色产业促脱贫的缩影。中
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并将
产业扶贫列为脱贫攻坚八大重点工程之首。期间，中国
将通过产业扶贫实现 3000 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房县县委书记蔡贤忠表示，房县将继续发挥特色
优势，打响“房县黄酒”这张名片，为当地经济转型升
级、精准扶贫、产业帮扶注入新动力。

湖北房县：千年古法酿出“脱贫致富酒”

▲ 10 月 20 日，农户在渝水区久荣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果园内采摘蜜桔。

近年来，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着力发展蜜桔特
色产业，当地有 4000 余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分红与
劳务收入等方式实现增收。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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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15 县脱贫“摘帽”，大理“五朵金花”并蒂开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吉哲鹏、丁怡全)“大理三月好

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电影《五朵金花》流传半
个多世纪后，大理白族自治州又开出了新时代的“五朵
金花”——— 云南省政府日前宣布，全省 15 个县退出贫困
县，其中大理州有祥云、宾川、巍山、洱源、鹤庆 5个县。

作为滇西边境片区的脱贫攻坚主战场，大理州根
据致贫原因精准施策，同步打好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
两场硬仗，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减贫 30 万人，用广大党
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了贫困发生率从 14 . 7% 降
至 4 . 07%，其中 5 个“摘帽县”就脱贫 14 万余人。

浇灌发展“定根水”，山里山外一个样

尽管苍山洱海风光旖旎，但大理州的贫穷多藏在
游客看不到的深山里。全州 12 个县市中有 11 个贫困
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乡镇 34 个、贫困村 541 个。

“人在崖上走，水在崖下流”，是鹤庆县山区严重缺
水的真实写照。多年来，松桂镇中窝村村民只能用土陶

罐到山脚下背水喝。
今年五一节前，鹤庆县实施的羊龙潭集中供水工

程竣工通水，中窝村等 11 个村委会用上了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那些见证艰辛背水路的土陶罐腌起了酸菜。

海拔 3060 米的洱源县牛街乡福田村委会彝族北
组，被称为“云端上的寨子”，36 户人家中有一半是贫
困户，依靠太阳能供电往往是“晴通雨停”。2016 年底，
一条 6 公里长的电线架设到彝族北组，全村人都用上
了稳定可靠的“致富电”。

一朵花要开得好，必须浇好“定根水”。这些年，大
理州下足“绣花”功夫，补足基础设施短板，让山里山外
一个样。

挖掘潜力强“造血”，巧把资源变资产

大理州各县市峰奇水秀，文化底蕴深厚，物产丰富
有特色。在宾川、巍山、祥云等地，一些贫困村资源没有
形成集聚优势，没有有效开发、对接市场。

在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咖啡种植已有 100 多年
历史。但由于交通闭塞和水资源匮乏，这个小山村长期
以来难以摆脱贫困。2010 年，宾川县引进宾川高原有机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咖啡产业，同时加大对住房、交
通、饮水的投入，一座座土坯房被砖房替代，青花椒、咖
啡、核桃、生猪、肉牛等项目搞得有声有色，乡村旅游也
火了起来，2014 年至 2018 年朱苦拉村就脱贫 72 户
300 人。

“目前，朱苦拉村 860 平方米原料仓库已投入使用，
随着 1000吨咖啡鲜果加工厂年内建设完成，可解决 300
多名当地群众就业。”宾川高原公司董事长万雪君说。

大理州委常委、宾川县委书记岳黎松说，在全力攻
坚下，2014 至 2017 年全县脱贫退出 8983 户 32517 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初的 11 .85% 下降至 1 .55%。

两场硬仗同步打，脱贫环保“结亲家”

对于拥有“高原明珠”洱海的大理州来说，脱

贫攻坚与生态保护是同步进行的两场硬仗。不
少贫困户在脱贫攻坚中脱胎换骨为绿色产业
的实践者，还形成脱贫与环保的生态利益共同
体。

从电影《五朵金花》蝴蝶泉往北走 30 多公里，
就到了洱海的源头洱源县，它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试点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洱源，部
分贫困群众的收入和管护水体的水质直接挂钩。统
计显示，目前洱源县生态扶贫工程覆盖建档立卡户
3883 户 14262 人，其中生态公益岗位就有 531 户
1056 人。

洱源县委副书记、脱贫攻坚指挥部常务指
挥长杨文泽说，目前已累计投入脱贫攻坚资金
3 7 . 6 亿元、洱海保护治理资金 3 4 . 9 亿元，全
县有 2 . 6 余万人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的 8 . 8% 降至 1 . 2 8% ，脱贫奔小康和洱海治
理两场硬仗同步打，在绿水青山中实现精准脱
贫。

新华社银川 10 月 21 日电(记者陈晓虎、靳赫)
多年来，香山虽然干旱，“靠天吃饭”，但当地农民有
种西瓜的习惯。说起今年的收成，瓜农王宗儒想都不
敢想，200 亩瓜地浇上了黄河水，西瓜丰收，净赚几
十万元。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兴仁镇位于宁夏中部干
旱带核心区，年均降水量不足 200 毫米，蒸发量却达
2000 毫米以上。据沙坡头区政府介绍，“十年九旱”让
这里的农民生活困难，香山、兴仁两乡镇 17 个行政村
中，有 9 个贫困村，其中 5 个是深度贫困村，4 . 1 万常
住人口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便有近 1 万人。

为了“吃饭不靠天”，当地一些农民曾尝试打井浇
地，但地下水又苦又咸，几年下来，土壤盐碱化，收成一
年不如一年。“一家收入全靠地里的瓜，旱急了，苦水也
得浇。”王宗儒说，由于缺水，西瓜个头小、品质差、产量
低，卖不上好价。几年前他心灰意冷，和村里不少农民
的想法一样，准备舍弃瓜田，搬到城里另谋生计。

然而，2013 年，宁夏中部干旱带西线供水工程香
山、兴仁片区工程正式开工，按照工程设计，将黄河水
通过三级扬水，抬高 600 多米，再经供水管道、节水灌
溉设施送到田间地头，灌溉范围覆盖香山和兴仁两个
乡镇、近 40 万亩耕地。

十月深秋的一天，记者驱车从香山乡峡门村的山

路向上行驶，沿途可见，两三人才能合抱的供水管道
从大山深处延伸而下。几次转弯后，车停在一处山
口，抬头眺望，焦黄色的群山之间，一汪绿水格外醒
目。这是工程主体部分之一的峡门水库，总库容达
980 万立方米，黄河水先被送到此处，再源源不断地
流向下游。

据了解，目前片区供水工程项目主体部分已完成
建设并投入运营，自 2016 年开始局部供水以来，黄
河水陆续浸润当地 6 万余亩耕地，随着后续供水管线
逐步建设完善，项目区将在几年内实现水利工程全覆
盖。

“浇上黄河甜水，西瓜长势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
夏天来香山，绿油油的瓜田一片连着一片，一眼望不到
头。过去每亩地只能产半吨瓜，现在能产两三吨，最小
的瓜都有十七八斤重，单价提高了一倍还多。”峡门村
瓜农何玉宝说。

除了让农民直接增收，供水工程还大大拓宽了当
地产业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如果未
来几年快速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管网配套项目，政府规
划打造的 20 万亩硒砂瓜种植基地、10 万亩枸杞和 10
万亩沙棘种植基地便可顺利发展起来，近 4 万名农民
可从中受益。”工程承建方宁夏峡门集团公司负责人孙
兆献说。

这项规划并非纸上谈兵。香山乡种植试验基地里
整齐地铺设着节水滴管设备，500 亩沙棘已长到 1 米
多高，郁郁葱葱很是喜人。“这是去年春天引进的俄罗
斯大果沙棘，当时苗子只有十几厘米长、一根香那么
粗，如今的长势和成活率远超我们期望，明年便可推广
种植。”孙兆献说，这种大果沙棘的生态、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盛果期每亩纯收益预计可达 4000 元左右，具备
发展成当地新产业的潜力。

宁夏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王景山说，宁夏中部
干旱带西线供水工程的实施，打破了制约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不但为当地贫困群众生活、生产提
供水源条件，也在脱贫富民、产业发展、生态改善等方
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在香山乡，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选择回
乡发展，王宗儒也彻底打消了搬家进城务工的念头，将
院子里外翻新了一遍，还给屋子铺了瓷砖、换了新式门
窗、配了各种家电。记者看到，他家的院子亮堂、干净且
富有生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家门口建起一排新房，里
面配有高低床，是为明年收瓜的季节性工人当宿舍准
备的。

“有了黄河水，我们这儿的旱地变成了宝地，未来
肯定会有大发展，我们香山的田园风光会越来越美，农
村的日子会越来越甜。”王宗儒说。

宁夏：“甜水”进香山，旱塬变田园

蜜桔产业助力脱贫

养蜂富了

日子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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