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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 月 3 日电(记者王念、胡佳丽)新年
钟声敲过，壮族妇女石崇香在家里的门背后挂上新的
挂历。2019 年是石崇香一家脱贫后的第一个年头，因
此与以往迎新年的心境完全不同。

石崇香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
乡龙甸村里排壮寨，由于家境特殊，生活一直比较困
难。得益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多年扶持，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他们达到脱贫标准正式摘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里排壮寨，他们是最后一个脱贫的家庭，从此全寨贫
困发生率降为零。

元旦刚过，记者走访里排壮寨，壮家人有的忙着杀
猪做腊肉，有的忙着榨山茶油，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
节，也谋划着来年的生产。沿着山村弯弯曲曲的水泥路
来到半山腰，一栋 2 层的房子坐落在树林间，这就是石
崇香的家，房前的庭院架子上挂着百香果，灶台上炕着
新采摘下来的罗汉果，屋子里收拾得很整洁……

45 岁的石崇香快人快语，她坦言：“我和丈夫都很

勤快，孩子也很懂事，如果不是家里情况太特殊，我们
也不会成为寨子里最后一个脱贫的贫困户。”

石崇香一家 5 口人，除了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女
儿，以及随她嫁过来的哥哥。困扰她多年的烦恼，是哥
哥自幼患严重的智力缺陷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些
年里排壮寨发展百香果、猕猴桃、罗汉果种植和凤鸡养
殖等特色脱贫产业，寨子里的其他贫困户都逐一脱贫
了，而石崇香一家因病因学致贫，需要帮扶。

脱贫攻坚精准识别、因户施策、一户一策。针对这
户人家的特殊情况，当地政府给予石崇香哥哥“五保
户”政策兜底，每月能领取 490 元补贴，每个季度还发
给粮油、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上大学的大女儿每年有
8000 元无息助学贷款，还享受每学期 1500 元的“雨露
计划”助学补助；上初中的小女儿每年有 1250 元的义
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贴。

“如果没有政府帮扶，孩子根本不能好好上学。”石
崇香带记者看了家里的一面墙，上面贴满了两个女儿

获得的“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各类奖状，一
共 47 张。石崇香说这面墙是家里最漂亮的地方，“贴
上的只是小部分，很多证书都放在柜子里。我们这辈
人吃了文化不高的亏，孩子一定要学知识。”

当地同时对石崇香一家在产业发展和就业上给
予精准帮扶，引导和帮助他们种植 2 亩多枇杷，3 亩
猕猴桃，3 亩油茶。“果树种植需要技术，县里的农业
技术人员每个季度都进村培训，有病虫害可以及时
解决。掌握猕猴桃套袋技术后，果子更好了，卖价比
以前高。”石崇香介绍，水果种植已成为家中的支柱
产业，2018 年枇杷和猕猴桃收入 1 . 1 万多元。“两年
后猕猴桃进入丰产期，收入会更高。”

考虑到石崇香家的特殊情况，去年村委会推荐
她的丈夫陶良玉担任护林员，负责村里的天然林防
护，一年工资 1 万余元。

围着火炉谈脱贫后第一年的打算，石崇香计划
改造家里的 3 亩油茶园，这个想法与龙甸村的计划

不谋而合，油茶产业正是今年全村的产业发展重点。
村党支部书记侯光祖说，根据地方刚出台的政策，村
民发展油茶每亩可以得到 2000 元的补贴和 500 元的
贷款，群众只需自筹 500 元。“接下来我们将召集村民
商议种植计划，统筹规划，利用新政策把油茶产业做
起来。”

侯光祖说，2014 年底龙甸村公安户籍人数为 378
户 1626 人，2015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212 户 913 人，经
过几年努力，现在只剩 8 户 32 人。“脱贫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侯光祖说，新的一年要保证所有贫困户如期脱
贫，继续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巩固脱贫成果。

辞旧迎新之际，石崇香对未来寄予了更多期待：希
望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多，希望两个孩子学习成绩更好，
希望顺利种上新一茬油茶树……石崇香指着家门前用
水泥硬化的庭院告诉记者：“这里是为以后预留的小车
停车位，现在还实现不了，但我们一家有这个梦想，相
信以后会实现。”

“这是为以后预留的小车停车位”
广西龙胜里排壮寨最后一个脱贫户的梦想

“合作社给咱分红了！”3
日，一场分红大会，让一个名
叫稻坪的贫困村提前进入过
年模式。

稻坪村是甘肃省陇南市
徽县嘉陵镇的一个贫困山
村，地处秦岭山脉南麓、嘉陵
江上游，从县城出发，要翻过
十几道雾霭霭的山梁。村子
依着山势而建，被大大小小
的山沟分隔成三个社，白墙
黑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村道
都是慢坡，把地势高低不等
的一户户人家分割开，在清
晨薄雾中，小山村仿佛水墨
点染而成。村道两边挂满了
红灯笼，男女老少东一堆西
一簇，不时爆出哄然大笑声。

村子最高处是一个乡村
大舞台，台下的一张乒乓球
桌上一捆捆红艳艳的钞票扎
得整整齐齐，垒成一个金字
塔状，另有一摞摞厚薄不一
的钞票铺满了半张桌子。

3 日 10时整，分红大会
开始，雪花洋洋洒洒从天空飘
落，不一会就把摆放的钞票裹
上了一层洁白。人们静下来，
身戴大红花的致富带头人、产
业带头人、脱贫先进个人台前
端坐，没有了刚才的嬉闹，神
情郑重。

稻坪村村如其名，过去
以适种水稻得名。有嘉陵江
和秦岭的养育，这个不大的村子物产丰富，种啥长啥。
但村子“山富水富人不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慢慢
变成了“富裕”的贫困村，全村 114 户，有 49 户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贫困人口接近全村一半。

大伙一直不甘受穷，有的四处打工、有的放蜂种菜、
有的喂牛养鸡，但多年过去，山外面的大楼越来越高，汽
车越来越多，电商四通八达，村子还是破破烂烂的，路还
是坑坑洼洼的。贫困户张文平说，家里日子本来还凑合，
2013 年母亲生病一年，立马由富变贫，成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有因病致贫的，还有村民种庄稼“种”成了贫困户、
打工“打”成了贫困户，养殖“养”成了贫困户……村民们
不断向贫困发起冲锋，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小农户跟大
市场不对接的难题加上弯弯曲曲的山路，每次轻微的市
场波动和天灾人祸都会将大家打回原形。

单打独斗没有出路。要斩断穷根，让大伙口袋越来
越鼓，又能抵挡风险，必须发挥集体优势，培育集体产
业。2017 年底，在陇南市委组织部门包抓和徽县县委
组织部帮扶下，包村干部和帮扶干部跟村两委班子一
起召开村民大会，商量成立专业合作社闯市场，村民高
票通过，仿佛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冬日苏醒了。

几天后，“青泥岭树蜜稻坪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正式成立。合作社实行股份制，每股 1000 元，全村
79 户入股，注册资金 110 万元。贫困户每户配一股，贫
困户张文平拿出全部积蓄 1 万元，一分不留地投到合
作社里。

随着喧天的锣鼓声，全村 49 户贫困户和 30 户非
贫困户陆续登台领取分红，每股分红高达 848 元，人们
大声喊着领奖人的名字。有的领奖人跑下台，把胸前的
红花塞到妻子手里，有的则高举着成摞的人民币，任凭
大伙用手机的闪光灯把自己“淹没”。

合作社成立以后，徽县县委组织部在探索出以“三
标一体”党建标准强化村党支部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又
摸索出“三合三分”的合作社管理模式，规范了村党支
部、合作社理事会及合作社监事会的关系，实现了合作
社领导权、管理权和财权的分离。自此，合作社管理上明
明白白，财务上清清楚楚，村民对村两委和合作社理事
会信任有加，参与热情高涨，把合作社当成“自留地”，一
有时间就自觉去合作社义务干活。

一年来，合作社通过蜂群繁育、承接养蜂培训任务
及蜂群蜂具租赁、花卉油料作物种植等多种经营，盈利
收入 46 . 7 万元。股民分红 25 . 5 万元，村集体分红 21 . 2
万元。其中贫困户最高分红 9328 元，最低 848 元，实现
人均纯收入同比 2017 年增加 620 余元。

集体有了钱，村子有力量。为鼓励村民致富，稻坪
村制定出台了一项“拿钱奖钱”制度：2018 年村民每挣
1 万元，村上奖励 300 元。分红大会上，全体村民拿到
合作社各类分红资金共达到 225 . 99 万元。

集体有大笔分红，在这个贫困山村还是破天荒头
一次。这次分红的钱虽不多，但在村民心中分量可不
小。“一个人的致富路比山路更难走。”贫困户张文平
说，“领到手里的是分红，存到心里的是希望。”

(记者朱国圣、姜伟超、周啸天)
新华社兰州 1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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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降临三湘大地，在武陵山脉腹地的国贫县保
靖，来自山东济南历城区的农业技术员张峰和当地百
姓一起正将反季大棚蔬菜装车送销；在国贫县凤凰，依
托济南市天桥区的帮扶，县内禾库安置区的搬迁户在
家门口开始就业技能培训……

近日，记者在湖南扶贫攻坚主战场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各县采访发现，自 2016 年 10 月湘西与济南
确立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后，两地干群携手聚力
共战贫困，走出了一条坚实的脱贫之路。

“让扶贫措施精准到村到户到人”

湘西山多林密、人均耕地面积少，贫困人口多且分
散，扶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为提高帮扶效率，济南、湘西两地坚持“聚力扶
贫”，在济南 7 个区与湘西 7 个国贫县、两地 22 个市州
直单位结对的基础上，鼓励民间企业和公益组织参与。

目前，济南 162家企业与湘西 185 个贫困村、142
所济南学校与 172 所湘西学校、21家济南医院与 22
家湘西医院结成帮扶对子。

为更好地连接两地政策和市场，去年 6 月，济南市

区域办、济南报业集团牵头成立东西部扶贫协作产
业联盟。截至去年年底，入盟企业已达 122家，协调
企业赴湘西投资兴业 24家，完成投资额过亿元，吸
纳湘西贫困群众就业 400 余人。

作为联盟成员，山东蓝翔技师学院为帮助湘西
贫困群众提高就业技能，在花垣县成立十八洞分院，
实行学制教育与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适应不
同学历、年龄和基础的学生需求。目前，共培训贫困
生 187 人，不少学员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山东有需求，湘西有产品，一拍即合”

不久前，在产业联盟带动下，到济南参加展销活
动后，来自凤凰的湖南青禾畜牧业有限公司已将刚
上市的产品销售一空。

这是济南对湘西“产销”帮扶的缩影。联盟利用
济南各类博览会、展销会和大型超市等举办湘西特
产推广活动，助贫困群众打开山东市场。

“山东有需求，湘西有产品，一拍即合。”湘西韵莱
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龚付波告诉记者，过
去没有打开销售渠道，湘西农产品很难卖到山东，在

联盟建议下，公司对外包装进行了精细化改良，得到
山东客户的认可，售价更高，企业和贫困户都受益。

“要为这里的百姓尽早摆脱贫困

倾尽全力”

两年多来，两地干群携手聚力共战贫困。去年，
济南泉城义工成立“湘西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团”，组
织 170 名医生、教师等专业人才到湘西。

36 岁的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教师张杨就是其中
之一，她来到湘西自治州民族特殊教育学校已一月
有余，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主动承担起部分孩子
的康复教育工作，并用文字记录下孩子们的故事，在
朋友圈和微信群中转发。远在济南的同事看到后，自
发地发起捐赠。“大家寄来了衣服、棉鞋等等，虽然数
量不大，但我们是真心希望能为这些贫困残疾儿童
尽一份心。”她说。

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要为这里的百姓
尽早摆脱贫困倾尽全力！这是战斗在扶贫一线的济
南挂职干部的共同心声。

(记者张玉洁)据新华社长沙电

“湘西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济南湘西东西部扶贫协作观察

新华社郑州 1 月 3 日电(记者刘雅鸣、韩朝阳)
2018 年新学年开始时，34 岁的海关职员卜凡国来到
河南省卢氏县横涧乡中心小学支教。新建的教学楼、装
有教学交互智能平板的教室让他眼前一亮。

“申请来卢氏山区支教扶贫，就做好了吃苦准备，
但这里的教学条件远超自己的想象。”卜凡国说，他的
主要工作是带学生踢足球、打篮球，“孩子们相处起来
也很好，几乎看不出来谁来自贫困家庭。”

卢氏县，河南省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人口密
度最小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5 . 7 万余名在校生中有
1 . 3 万余人是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贫困之殇，教育尤甚。2016 年年底以来，卢氏多方
筹集资金 10 多亿元，共建教学楼 26 栋、综合楼 32 栋、
宿舍楼 20 栋、餐厅 21 栋，新建运动场 24 个，完成了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作。

为提升教育质量，卢氏县按国家一级标准完成 25
所初中理化生实验仪器、体音美器材、劳动技术教室装

备和 33 所小学体音美器材、科学实验仪器配备。
如今，走在卢氏的城镇山村，最漂亮的建筑是学

校，最优美的风景在校园。
卢氏县第一小学的音乐课堂上，9 岁的小班长

胡薇婷正和班里的同学练习合唱。一年前，因易地扶
贫搬迁，她随父母搬入县城里的新家，到卢氏县第一
小学就读。“我很喜欢新学校，学校很干净，老师也很
好，很开心。”胡薇婷和班里的小伙伴围着记者“叽叽
喳喳”说个不停。

美术教室里，五颜六色的粘贴手工画铺满了桌
面。“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绿豆、红豆、瓜子，我教他们
做手工。”美术老师宋予鹏说。宋予鹏说不清自己有
多少学生，她每个月要在全县范围内做一次线上直
播教学，有需要的学校都可以组织学生跟着学。

计算机课堂上，四年级的张云霄略显生疏地在
屏幕上输入自己的名字。“以前没用过电脑。”张云霄
盯着键盘说，“很喜欢，学起来不难。”学校成立 30 余

个兴趣社团，有 50 个孩子加入了刘彬彬老师指导的
计算机社团。

卢氏县第一小学有六成学生来自农村，其中不
乏贫困家庭的孩子，但看着这些一起上课、一块嬉戏
的孩子，城和村、贫与富的“裂痕”正被尽力弥合。

硬件条件极大提升，卢氏的教育也还有难题。
“每学期开学，最头疼的事就是校长找我要老师。”卢
氏县教体局局长张锐锋说，“我们激励老师到基层一
线去，离县城越远，工资补助越高。”

卢氏完善乡村教师待遇政策，教师晋级晋升、职
称评聘、评优评先向农村一线教师明显倾斜。2015
年到 2018 年，共发放农村教师生活补助 1765 万元。

2018 年 11 月，卢氏被认定为国家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县。县委书记王清华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
苦不能苦孩子”在卢氏扎实践行，教育是卢氏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希望，也是卢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良
心”。

算算这个国贫县的教育投入账
河南卢氏县扎实践行“再穷不能穷教育”，两年投入 10 多亿元

脱了贫修了房

日子更有盼头

近日，在江苏省盱眙
县淮河镇周湖村，化红霞在
网箱内捕捞大闸蟹。为了捕
捞大闸蟹供应当下的市场需
求，化红霞当天早早就来到
养殖场。

化红霞曾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近几年，当地政
府推出的“阳光扶贫”让化红
霞享受到小额信贷、技能培
训等多项扶贫惠民政策，化
红霞家的大闸蟹养殖也逐渐
发展起来。她在科技人员的
帮扶下，将成熟的大闸蟹在
网箱内暂养，使大闸蟹的上
市时间由秋季推迟至冬季，
产值逐渐提高，日子越过越
好，全家人已顺利脱贫。

化红霞说：“脱贫致富靠
勤劳，我现在脱了贫，修了
房，日子更有盼头了”。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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