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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12 月 26 日电(记者柳昌
林、罗江)驻村第一书记“传帮带”，内“推”
外“引”建强基层党组织队伍……近年来，
海南在脱贫攻坚战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志智双扶激活群众“主人翁”意识，农
村基层治理能力得到提升，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补齐短板、夯实基础。

党建“传帮带”，打造带不

走的党支部

今年 9 月，因动脉硬化住院的隋耀达
惦记着村里工作，没待半个月就匆匆出院。
2015 年到保亭县任共村第一书记，他举家
“落户”山村扶贫。结合山多地少的实际，他
引导村民种植红毛丹和益智、养殖黑山羊、
发展黎锦编织，带领各族群众蹚出了一条
脱贫路。

当前，海南还有 83 个未出列贫困村，
这些村庄的党建工作不同程度存在软弱散
的现象。驻村第一书记不仅是脱贫攻坚“作
战员”，还是基层党建“组织员”。

“白天忙扶贫，晚上忙党建。”琼中县什
运乡便文村第一书记徐世明说。从完善“三

会一课”制度到讲党课，再到发展党员，驻
村后他在党建“传帮带”上倾注了不少心
血。截至目前，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帮助培养
村级后备干部近 3000 名。

脱贫攻坚还需破除陈规陋习。当前，海
南贫困地区危房改造陆续完成。驻村第一
书记指导各地制定村规民约移风易俗，防
止攀比斗富、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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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尖岭村出台“红七条”“黑十七
条”和红白理事会章程等村规民约，向攀比
斗富、铺张浪费等陋习“宣战”。

海南省委组织部二处副处长吴永忠
说，促脱贫还需强党建，打造一支带不走、
战斗力强的党支部，才能带领村民接续脱
贫、振兴乡村。

筑牢贫困村庄“战斗堡垒”

走进白沙县南班村，密林掩映着幢幢
小楼，林荫小路上不时有自驾游车辆驶过。

谁能想到，这座美丽的村落，曾经是远近闻
名的“光棍村”和“垃圾村”。

2016 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曾在三
亚一家旅游企业工作的高勇高票当选了
“一肩挑”的书记、主任。他带领村民们发展
起了乡村旅游业，引导村民成立了芭蕉村
休闲观光合作社。去年南班村成功实现了
整村脱贫出列，彻底甩掉了“光棍村”“垃圾
村”的帽子。

海南一手抓贫困村支部建设，一手建
强带头人队伍，以村(居)“两委”换届为契
机，既从现任村干部中择优“留”，又从农
村致富能人、大学毕业生和复退军人中
择优“推”，还从务工经商能人中择优
“引”。

目前，海南村级组织班子平均年龄不
到 44 岁，致富带头人 8618 人，比上届增加
1726 人。今年 10 月，海南印发《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将建强贫困
村党组织，建立健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长
效机制。

海南立足村级组织，借助产业扶贫壮
大集体经济，提升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带动
致富能力。截至去年底，海南贫困地区

1514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由村两委干
部领办创办的 188 个。干群互动促进贫
困村经济发展，也为党员实践提供平台，
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

从去年起，屯昌在全县设立产业互
助合作社，由村两委干部担任社长，社员
轮流生产巡查、共同防疫免疫、共同购置
生产资料、共同销售。屯昌县委书记田志
强说：“互助合作社解放劳动力、节约生
产成本，依托规模化经营掌握更多定价
权，同时有效提升了村两委干部的‘双带’
能力，壮大集体产业。”

志智双扶激活群众“主人

翁”意识

在五指山市毛路村，一面“心愿墙”
汇集着几百户村民对村庄建设、扶贫等
工作的建议，架起干群沟通桥梁。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海南农民不仅是受
益者，也成为积极参与的建设者。

海南自 2016 年底起开设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邀请相关部门领导、行业专
家、致富能手及优秀帮扶干部讲政策、

教技术、举案例。全省 2721 个教学点，
10 . 6 万贫困户主要劳动力和 2 万多名扶
贫干部一同学习、讨论，勠力同心谋脱
贫。

两年来，大量贫困群众从“要我脱贫”
到“我要脱贫”、从“脱贫没想法”到“致富有
门路”转变。在夜校的启发和指导下，海口
市罗经村贫困户黄振步和其他 5 名贫困
户成立合作社养殖黑山羊，去年全部实现
脱贫，合作社还纳入了周边村庄 22 户贫
困户。

基层自治能力、民主协商不足，群众
参与社会治理热情不高、渠道不畅……针
对脱贫攻坚暴露的基层治理短板，海南在
全省村级组织推行由村党支部、村委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务协商会构成的“一
核两委一会”治理模式，激发农民参与村务
积极性。

结合脱贫攻坚，琼中正逐步推动富美
乡村建设向全县 544 个自然村全覆盖。琼
中县富美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国
清介绍，从村庄规划到管理运营农民广泛
参与，大小事项均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
表大会、村务民主协商会决定。

海南“党建+扶贫”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这是乌英苗寨 100
名村民的肖像，他们中间
最大的 94 岁，最小的 3 岁

（拼版照片，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12 月摄）。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
界的大苗山深处 ，共有
140 户，其中 100 户属广
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贵
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
乡南岑村。由于地处偏远，
山多地少，经济发展缓慢，
目前整个苗寨还有 76 户
是贫困户。

面对艰巨的脱贫任
务，当地党委政府在努力
改善乌英苗寨公共基础设
施的同时，因地制宜，带动
群众积极发展特色产业。

从 2017 年 11 月至今的一
年多时间，这里发生了很
大改变：10 户村民新建了
木楼，120 多户完成“三
改”（改厕改厨改圈），1 名
贫困考生考上大学，1 户
购买新汽车，4 对新人举
行了婚礼，宽带网络开始
进入贫困户家庭，苗寨修
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和戏
台，安装了 4 盏太阳能路
灯，购买了 40 多个新芦
笙，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 年种植的百香果也
开始有所收获，18 户贫困
户进入脱贫公示阶段……

乌英苗寨 600 多名黔
桂苗族群众，正在用勤劳
的手，拔穷根摘穷帽，一起
创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乌英苗寨

脱贫影像
走进桂林市雁山区草坪回族乡碧岩

阁村，白墙灰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木质台
阶直通漓江，长长的沿江步道从摇曳的
竹林间穿过，江边停泊着一些竹筏。

“几年前这里可是另一番景象。”竹
筏工吴秋红说，那时沿江农户的生活污
水任意排放、流入漓江，江边基础设施破
旧不堪，竹筏多是个人分散经营，一年也
就国庆、春节有些游客来，群众收入微
薄。

2015 年以来，桂林市大力推进漓
东百里生态长廊建设，碧岩阁村修通了
到乡里的宽阔公路，农户改厨、改厕，污
水全部集中处理后排放，沿江建起了
“旅游驿站”，竹筏也由政府成立的公司
统一经营，村民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
上岗。

环境好了，前来观光的游客也多了，
靠划竹筏吴秋红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
元的收入，2016 年成功脱贫。现在，村里
有 60 多农户从事筏工、保洁、票务等工
作，江边小摊点也免费提供给贫困户使
用，农民们吃上了“旅游饭”，人均年收入
从 2015 年的 2700 元增长到今年的
5500 元。

碧岩阁村的变化是桂林市雁山区
“生态脱贫”的一个缩影。雁山区辖区三
分之二的面积处于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核心区内，养殖、工业等发展受到很大
限制。

雁山区委书记古保华表示，近年来，
雁山区转变发展观念，在强化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生态农业，促进农旅结合，群众脱贫

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在大埠乡灵口村，除了萝卜、西瓜
外，今年村里又开始种植罗汉果。当地企
业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提供种
苗、保底收购。

被称为“东方神果”的罗汉果不仅有
药用价值，还能加工出健康的甜味剂。记
者在吉福思公司了解到，公司的罗汉果
甜苷产品占全球市场的 50% 以上，罗汉
果蜜、罗汉果茶膏等产品在国内销售良
好。“市场的拓展为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
富提供了保障。”公司总裁蓝福生说，目
前公司已带动 5000 多农户种植罗汉果，
还吸纳了不少贫困户就业。

在距离漓江不远的雁山区“柿里回
乡”休闲农业核心示范区，漫山遍野的柿
子树非常壮观。近年来，当地立足良好的
气候 、地理条件 ，利用荒山荒坡种植
3000 多亩柿子等水果，还将路修到果园
里、建了观景休闲平台，近三年有上百人
通过种植柿子陆续脱贫。

这些天，大田村党支部书记李格秀
又在琢磨如何才能吸引更多游客的问
题。“我们这里种的多是月柿，游客说好
看是好看，就是不能摘下来直接吃。”目
前，村里已经试种了一些新的柿子品种，
一个红薯干加工厂也投产了，一些农户
还计划发展农家乐。

“今后，游客坐竹筏游完漓江，还可
以来我们这里采摘柿子、品尝红薯干。”

李格秀说，生态环境好了，群众的增收门
路会越来越宽。

(记者刘伟、向志强)
新华社南宁 12 月 27 日电

“生态脱贫”的甜头尝到了

盼了 120 多天，林森亲手养的鸡终
于开始出栏了。

海南省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 46 户
贫困户还剩 3 户未脱贫，38 岁的林森就
是其中之一。“他是去年底纳入贫困户
的，主要是因病致贫。”公坡镇镇长符方
利告诉记者。

林森有一个 6 岁多的儿子，从 3 岁
半起就得了糖尿病，一直靠药物治疗，每
个月的治疗费就得 2000 元。以前林森在
海口当小货车司机，一个月有 2500 元的
收入。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今年初他回到
了文昌老家。

没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让这个贫
穷的家庭雪上加霜。林森只能靠种点瓜
菜赚钱，勉强维持生活。

“幸亏政府帮扶，给我送来了鸡苗！”

林森说。今年 8 月 20 日起，林森成了村
里的文昌鸡养殖大户。一棚鸡有 3600
只，一般一户人家养两棚鸡，而林森不怕
吃苦，养了四棚，一共 14400 只。

这得益于去年底以来水北村探索
的“产业+村集体经济+贫困户”扶贫模
式。符方利介绍说，村委会引进当地的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由村集体经济出资建设鸡棚，公司免
费提供鸡苗和饲料并负责培训指导，
农户不用出一分钱，只需进行养殖管
理，最后再由公司定价回购，确保每只
鸡的利润至少 3 . 5 元，然后农户和村
集体经济按三七分成，获得 70% 的利
润。

林森每天负责给鸡喂饲料，清理鸡

粪，按照公司的标准化流程对这一万多
只鸡进行管理。一般情况下养满 120 天，
文昌鸡就可以出栏了。

如今，第一棚文昌鸡已出栏。接下来
几天，剩下的三棚鸡将陆陆续续出栏。他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4000 多只鸡，按每
只 3 . 5 元的纯利润和村集体分成以后，
他能赚 35000 多元。文昌鸡一年可以养
两次，一年养鸡的收入就能达到 7 万元。
“还有鸡粪和鸡蛋可以卖钱，一年应该有
一两万元。”他说。

除此之外，公司还按规模给养殖户
发固定工资，林森一个月的工资有 1500
元。这样算下来，林森一年的收入预计达
到 10 万元。

“感谢政府帮扶我们！”林森说。

水北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创福说，采
取这种模式，贫困户既赚了钱脱了贫，又
掌握了养鸡技术，可以持续发展。在今年
初引导 2 户贫困户养殖文昌鸡的基础
上，目前水北村筹集村集体经济发展资
金 100 万元，建设了 6 个基地、24 个鸡
棚，发动了 9 户贫困户和 2 户低保户养
鸡。

“只要勤劳，肯学技术，就能赚钱，而
且越勤快，赚的就越多。”陈创福说，贫困
户有了本钱还可以自己干，就不用再和
村集体分成。

这是林森第一次养鸡。“等养鸡技术
掌握成熟以后，准备再扩大养殖规模，自
己创业。”他说。

(记者周慧敏)
新华社海口 12 月 26 日电

第一棚“扶贫鸡”出栏了

1 万瓶蜂蜜 1 分钟售罄、千年藏寨开
门迎远客、“张懒娃”变“张勤娃”……这是记
者在四川平武县采访到的脱贫新事。平武
因野生大熊猫数量居全国之首而被誉为
“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也是地处秦巴山连
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县。经过多年的奋力攻
坚，当地贫困发生率已由 2014 年的 12 . 8%
降至目前的 0 . 46%，脱贫摘帽即将实现。

1 万瓶蜂蜜 1 分钟售罄

在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依托优
质生态资源，蜜蜂养殖一直是当地村民的
传统产业之一。“以前，我们的村民只懂酿
出好蜂蜜，销路却成问题。”关坝村养蜂合
作社理事长、36 岁的李芯锐说。

李芯锐和关坝村别的年轻人一起，在
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用新理念引导乡亲
们保护生态、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成功
将关坝的生态农产品打造成“网红”。今年

8 月，依托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电商平台，
当地第一批 1 万瓶蜂蜜不到 1 小时即售
罄；9 月，第二批 1 万瓶只用了 1 分钟即被
抢购一空……“绿水青山就是最好的名片，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品味平武的原生态味
道。”李芯锐自信地说。

古寨吃上了“旅游饭”

走进平武白马藏族乡扒昔加古寨，一
排排青瓦木梁的藏式小楼依山而建，民族
风情浓郁。过去以打猎、采草药等为生的当
地村民，如今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 78 岁的白马藏族老人旭仕修告
诉记者，他们家在 2014 年就开办了民宿，
但那时候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知道古
寨前来参观的游客还很少。“后来水泥路修
好了，政府把旅游产业引进了乡村，如今我
家的客栈一年能赚十几万，日子越过越
好。”旭仕修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在扒昔加古寨，20 多户村民都
搞起了农家乐，随着当地旅游业蓬勃发
展，村民们的生活也蒸蒸日上。

“懒娃”变“勤娃”

在平武县黄羊关藏族乡草原村，曾经
的贫困户张平文算是“名人”。过去，他不求
上进，家里脏乱差，不弄庄稼还爱打麻将，
村民便送他一绰号“张懒娃”。

“张懒娃”不缺胳膊不缺腿儿的，他脱
贫，“思想”必须先脱贫。驻村工作组和村干
部反复登门，鼓励并支持他劳动致富。

“这么多人用心帮我，我肯定还是要雄
起噻。”张平文选定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种植中药材，经过几年时间，他现在已经
拥有 8 亩多的中药材种植地，涉及大黄、
芍药等七八个品种，一举摘掉了“穷帽子”。

(记者杨三军、康锦谦、杨迪、张海磊)
据新华社成都 12 月 26 日电

“大熊猫第一县”的脱贫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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