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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刚过，陕北高原的第一场雪渐渐消融。暖阳透
过纱窗，投射在贫困户李东东新家的墙面上。“时间都
去哪儿了？”壁纸上的一行字，收拾着一家人作别旧时
光的感慨，寄托了向未来招手的愉悦。

巍巍宝塔延河畔，物换星移几度秋。这里是延安，
中国革命的圣地，如今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记者最近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在山梁沟峁、农田果
园、窑洞新居，聆听着延安人告别贫困的光阴的故事，
目睹了延安人民奋进在整体脱贫、建成全面小康大路
上矫健的步伐。

“革命圣地不如期脱贫，我们没法向

党和人民交代！”

深秋的南泥湾，刚刚经历了一场丰收。毛泽东同志
手书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纪念碑，见证了
又一个寒来暑往。

77 年前，三五九旅的战士挺进南泥湾，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把荒无人烟的莽原变成了“到处
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也把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写进了历史的丰碑。

今天的南泥湾，水稻飘香，牛羊成群。在纪念碑不
远处，泥湾养殖场的上百头森林野猪在丛林中奔走觅
食。南泥湾镇镇长黑学良说，现在南泥湾发展了 8 个林
下经济养殖场，贫困户以劳力入股，年底可以参与分
红，林下经济实现了“绿了山顶子，富了钱袋子。”

幸福，从来都是奋斗出来的。历史的昭示如此，今
天的探索莫不如是。

在与南泥湾同处延安市宝塔区的酸刺沟村，48 岁
的贫困户冯生华曾经以为，自己在炕上再也起不来了。

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父母，一双儿女顽疾缠身。作
为家中唯一的壮劳力，自己突然患上了眼葡萄膜炎和
静脉血栓，视力急剧下降，丧失劳动能力……生活的重
压让这位硬邦的陕北汉子在炕上一躺就是半年。

但就是这样一位“疲沓”的贫困户，最近却主动向
村委会提出要退出贫困户名单。去年，政府出资为他家
建起了沼气猪圈，还送了 9 头猪仔。到年底，15 头生猪
出栏，加上土地流转的收入，一年挣了 5 万多元。愁眉
终于展开，久违的笑容和自信在冯生华脸上重现。

“现在看病能报销 90%，政府帮我们发展产业。妻
子在公益性岗位上班，每年收入有 1 万多元。干部都这
么努力，咱自己再不积极，还有啥脸面？”饱经生活磨砺
的汉子，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延安的脱贫之路，曾经布满荆棘。上世纪 70 年代
末，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名篇《延安调查》中，记录了这
里“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的苦难过往。改革开放后，延
安驶入发展快车道，但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
现实，让延安到 2014 年底，仍有 693 个贫困村，7 . 62
万户、20 . 52 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13 . 2%。

前路坎坷，却从未退缩。这是历史的担当，更是时
代的使命。“革命圣地不如期脱贫，我们没法向党和人
民交代！”在延安，这是记者从当地干部口中最常听到
的一句话。

决心就是号角。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延安瞄准
贫困，打响了老区精准脱贫的攻坚战：

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举全市之力实施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危房改造等“八个一
批”工程，下大力气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
平；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贫困退出要村村过硬、户户过硬……

“延安是革命老区。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率先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革命老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是我们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
诺。”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语气铿锵。

见微知著。在时代奋进的伟大征程中，一滴水也能
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延安安塞，黄土高原文化最富集的地区。近年来，
这里把腰鼓、剪纸、农民画、曲艺和民歌，当作当地的 5
张名片，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脱贫。游客来延安旅
游，顺道坐半小时车来安塞看腰鼓、听陕北道情，悄然
间成了时尚。

被生活所迫扔下腰鼓 20 多年的安塞区高桥镇贺
坪村贫困户李东东，经过培训重新挎上了心爱的腰鼓。
他加入了当地以贫困户为主的励志扶贫艺术团，今年
以来已参加演出 50 多场，加上外出教授腰鼓技艺的收
入，他为自己挣来了洗衣机、电冰箱和热水器，也即将
把贫困的帽子甩在脚下。

“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是党的好政策救了我！”
只花了 1 万元就搬进政府修建在安塞城区的安置新
房，李东东言及过往，心潮澎湃。

从李东东新家的窗户向外望去，曾经千沟万壑的
黄土高原变了模样：层层叠叠的植被布满山峁，高速公
路穿境而过，喧闹的街道上车水马龙……

延安的干部群众说，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
时代脱贫攻坚的战役，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始终一脉相承。

“革命老区的困难群众，既是扶贫的对象，也是脱
贫的主力。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

脱贫攻坚的源头活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西部国情研
究中心副教授何磊说。

“党的政策不得了，建起大棚有医

保，娃娃们烦恼没有了……”

吴起县铁边城镇张湾子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
北后的第一站。毛泽东旧居内的陈设如昨，红军为户主
留下的一个暖水壶，历经 83 年风霜，仍在无声诉说着
鱼水情深的传奇。

当年毛主席留宿过的破败农家小院，如今已经变
成了 11 孔宽敞明亮的窑洞。为毛主席做了一顿剁荞面
的村民张廷杰的儿子张瑞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现在我一年四季都
能吃上肉蛋奶。看病能报销，养驴有补贴。每年开学前，
我都能给孙子们包红包了。”这位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说
起今天的日子，眼里放光，“是党让我过上了好光景！”

产业帮扶、就业安置、易地搬迁、保障兜底……一
项项精准脱贫的政策在延安的山山峁峁间落地生根，
改变了老区的贫穷图景，也振奋着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建设安置房政府投入 30 万元，修两座大棚补贴
10 万元，一场手术报销 6 万元，还有教育补贴、公益性
岗位收入……”即将搬入吴起县城安置房小区的张春
振，第一次细算起脱贫攻坚以来政府对自家的投入，惊
讶得连连咋舌。

这位养育了 4 位子女的贫困户也曾是村里的能
人，4 年前他罹患股骨头坏死，全家人的生活没了光
亮。如今，生活重现曙光，他兴奋地编起信天游：“党的

政策不得了，建起大棚有医保，娃娃们烦恼没有
了……”

回望过去，方能知晓来时的路。目光向前，前进的
征途才能行稳致远。

宝塔区柳林镇，如今延安出了名的苹果产业大镇。
但就在 40 多年前，柳林镇不少群众还过着“水滚菜”的
日子。一顿饭下去，肚子里被水胀得咕嘟直响。吴枣园
村村民任增平就尝过这样的滋味。时过境迁，被干部包扶
发展了 4 亩苹果园的老任，在去年甩掉了贫困帽。这天，
他把自家新收获的 5000 斤苹果拉到柳林镇九沟村一家
公司的智能选果线上，免费接受“检阅”。

经过自动选果，以往论斤卖的苹果可以按照果型、
大小、糖度、色泽分为不同的档次售卖，平均每斤收购
价能高出 0 . 8 元。精品果子，一个就可以“论个”卖到
10 元以上。他还计划着给苹果贴上文化字，放到网上
销售，卖个好价钱。

让老任受益的，是延安正在推进的“苹果后整理”
行动。作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市，延安有 43%
的贫困人口直接从事苹果种植，说苹果是群众脱贫的
“幸福果”毫不为过。今年起，延安在全市建起 56 条现
代化智能选果生产线和 102 万吨冷气调库，免费为贫
困户分选苹果，将他们镶嵌在分拣、冷藏、运输、销售等
链条中。朴素的小苹果，也开始披上文化的衣衫，插上
了互联网的翅膀。

老区脱贫，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
“推动‘苹果后整理’，是我们从延安苹果产业的发展状
况和群众的现实需求出发做出的决定，是符合延安实
际的。”延安市副市长贾珉亮说。精细分选、电商销售，

对习惯了有啥卖啥的延安果农来说，不啻为一场生
产方式的变革，也能最大限度实现苹果产业带动脱
贫的溢出效益。

围绕苹果做好文章，是延安从实际出发推进脱
贫攻坚的一个截面。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山大
沟深、梁峁纵横。告别年久失修的窑洞、住上安全可
靠的房屋，是不少贫困户的心愿。

为此，延安把住房保障作为群众脱贫的重要任
务，2016 年一次性启动建档立卡 1 . 73 万户、5 . 63 万
人的移民搬迁项目。目前，达到入住条件的房屋 1 . 73
万套，实际入住 1 .16 万套，危房改造 3 .09 万户。

贫困群众有期待，党和政府有回应。在延川，当
地以县城、街镇、景区、园区为中心建成 14 个移民搬
迁集中安置点。“之所以这样布局，是为了方便群众
就近就地发展种养业、文旅产业、光伏产业，配套落
实就业创业、兜底保障、技能培训政策，确保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延川县委书记张永
祥说。

扎根于人民，延安精神一直在路上

天气渐寒。延安枣园，张思德纪念广场前热潮涌
动。“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
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
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张思德烈士的雕塑前，正在
延安市委党校学习的一批干部，重温《为人民服务》，
神情庄重。

11 公里之外，延安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为人民
服务”五个大字镌刻于入口处，在冬日的暖阳中熠熠
生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
的职责，也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

在延川县乾坤湾镇李家圪塔村贫困户郝世禄的
家中，一个不大的炕头，一张不足两米长的布沙发，
曾经挤下了 8 名干部。今年清明节期间，一场倒春寒
侵袭延安，刚刚开花的苹果树眼看就要受冻，无数果
农一年的辛勤即将毁于一旦。

危急时刻，延川县食药监局驻村工作队队员和
乡镇干部及时赶到，在果园里挖坑生火，提高温度防
止果树受冻。8 名干部饿了扒口方便面，困了就挤在
冷炕上打个盹，一连三天几乎不眠不休，终于保住了
郝世禄丰收的希望。

郝世禄迎来了秋天的丰收，穷了半辈子的庄稼
汉，也第一次有了存款。

走看算、帮教干，干群连心一家亲。延安的党员干
部中流传一句话：“没有下乡抓过脱贫的干部，人生是
不完整的。”为此，延安选派 153 名县级后备干部到一
线锻炼，1784 名优秀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组建
1546 个驻村工作队，3 .74 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扶。

如期脱贫就是“军令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从刚刚驻村时被贫困户下过逐客令，到如今成
为群众贴心的“小程书记”，驻村工作两年间，甘泉县
道镇五里桥村 30 岁的第一书记程涛的皮肤变黑了，
方言也说得更溜了。

群众不欢迎，就一张笑脸相迎；乡亲不理解，就
从学群众语言做起。贫困户没有脱贫意愿，就带着党
员做示范。养鸡、地膜玉米发展起来了，老旧的危房
改造了，17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曾经软弱涣散的党
支部有了凝聚力……

程涛说，自己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曾在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展板前驻足良久。作为一名“80
后”党员，两年多的驻村经历，让自己真正理解了什
么是为人民服务。“干部干劲足不足，就看你在群众
中扎得深不深！”

唯有深耕于人民，才能迸发出矢志脱贫攻坚的磅
礴伟力。这是延安扶贫干部在实践中得出的金科玉律！

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延安一直在路上。这是一份
沉甸甸的答卷：

———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4 年至今，延安累
计实现 15 . 75 万人脱贫，在册贫困人口减少到 1 . 75
万户、4 . 77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

——— 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蒸蒸日
上。全市 693 个贫困村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
其中成立互助资金组织的贫困村 693 个，成立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贫困村 124 个。今年以来完成
296 个村 571 处安全饮水提升工程，全面解决了全
市农村通沥青路和安全饮水问题；

——— 群众收入大幅提升。2017 年，延安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168 元和 11525 元；
农民人均种植苹果 2 . 32 亩，43% 的贫困人口直接
从事苹果种植。

面向未来，延安一直在路上。这是一个可以期待
的硕果：

截至目前，延安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贫困
县“摘帽”已全部达标，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实现
整体脱贫，有望如期实现。

“延安的脱贫要做到作风实而又实、工作细而又
细、措施准而又准，确保村村过硬、户户过硬，确保脱
贫成效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
验。”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说。

山梁沟峁间绘就脱贫致富新画卷
绿了山顶子富了钱袋子，4 年贫困发生率从 13 . 2% 降到 3% ，延安革命老区有望率先整体脱贫

▲在陕西延安安塞区南沟进行的一场腰鼓演出结束后，一名外国游客与当地腰鼓手共同打起了腰鼓（10 月
20 日摄）。 本报记者刘潇摄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李继伟)“通过兴春和公司
担保，我有了一个菇房，每年最少收五茬，还完贷款，一
年能挣三四万元钱，很快就能脱贫了。”河北省滦平县
大屯镇窑沟门村贫困户樊立东高兴地说。

樊立东已是不惑之年，年迈的父母需要照料，两个
孩子都在上学，家里就靠他和爱人打零工维持生计，日
子过得紧巴巴。今年 8 月份，承德市兴春和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园区推出了“微型菇房”项目，让他家的生
活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樊立东所说的“微型菇房”，外形酷似集装箱，面积

大约有 100 平方米。记者走进去，看见一个个圆柱形的
菌棒整齐地摆放在 2 米多高的钢架上，菌棒上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平菇，有的刚冒出头儿，有的已经长大，一
团一团地簇拥在一起。在智能化控制系统操作屏前，樊
立东对记者说：“这个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只要识字就
行，现在的室温 15 . 9℃，湿度 69 . 3%，这个数值会不断
变化，如果湿度低的话，我们会进行人工喷洒。”

滦平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贫困人口多，贫
困范围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 3 万人。脱贫攻坚进
入冲刺期，滦平县不断在“精准”上下功夫，与企业合作

研发了适合一家一户生产的“微型菇房”项目。项目分
为 ABCD4种，面积分别为 150 平方米、90 平方米、70
平方米、40 平方米，采取统一提供培养基料、统一技术
培训指导、统一收购产品、统一加工销售的企户联营模
式。

“以 A 型‘微型菇房’为例，公司保障每年生产 28
吨标准达一级的小平菇，每斤收购价 9 元。”兴春和公
司副总经理王清辉说，“如果一年产出不了 28 吨小平
菇，园区会按 28 吨给菇农保底，损失由公司承担，让村
民在家门口‘零风险’脱贫致富。”

虽是稳赚不赔，但让村民一次性拿出 10 万元作
为菇房启动资金，压力依然很大。为此，滦平县制定
了“菇农贷”政策，由滦平县农牧局牵头，以“政银企
户保”和农行合作为主导，让每个贫困户都可以申请
期限为 5 年的 10 万元贷款。

目前，滦平县大屯镇窑沟门村、付营子镇付营子
村已建成“微型菇房”61 个，带动了 101 个农户脱贫
致富，其中，50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滦平县计划在
全县推广 1000 套“微型菇房”，建成 1至 2 个交流中
心，为百姓脱贫致富建设新引擎。

“一年能挣三四万”，“微型菇房”成滦平农民脱贫新法宝

▲两名外地游客在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的稻田旁留影（9 月 12 日摄）。 本报记者刘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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