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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2 月 21 日电(记者曹健、邹欣媛)生态
移民工程是宁夏精准扶贫工作的一项主要措施。2017
年 2 月，记者来到山大沟深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半子
沟村，听村民畅谈自己的心愿。2017 年 8 月，半子沟村
整村搬迁到 400 公里外的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润丰
村。2019 年 2 月，记者再访移民马国权，其移民前的梦
想是否已圆？

记者 2017 年在这个以沟命名的小山村采访时看
到，两道山夹着一条深沟，沿着羊肠山道才能到达有些
村民家中。在沟底，泉水从插进土里的一根塑料管里流
出，这就是村民赖以生活的水源，村民有的用扁担、水
桶挑水，有的开着三轮车拉水。

当时在沟口的家中，马国权向记者讲述了移民后
的心愿：到银川新家后，自己每年能多打工几个月，大
专毕业在银川工作的二儿子能常回家看看，在上海做

房产中介的老幺可以回银川找个工作，孙子方便上幼
儿园和小学……

近日，记者在距银川市商圈仅十几公里的移民村
再访马国权时，他穿一身整洁的休闲服，一时竟没认出
来。

一进马国权家，映入眼帘的是十多盆绿植，四室两
厅一卫 96 平方米的屋子温馨舒适，抽油烟机、太阳能
热水器、燃气壁挂炉等一应俱全。“老家没暖气，哪能养
花。”马国权说。

在外打工 20 多年的马国权，在润丰村真正找到家
的感觉。他说，以前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春天天气转
暖大门一锁就走了，冬天冷了才回来，一走成百上千公
里，常年吃住在工地，轻易回不了家。现在就近打工早
出晚归，干完活儿就可以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

二儿子马俊也认同父亲的话。已毕业 4 年的他，提

起移民搬迁后的生活仍很兴奋：“找活儿再也不用来
回折腾，不像以前为了参加招聘会，在银川租房子住
了一个月，现在不中意先回家，继续找，不着急。”

最让马国权欣慰的是小儿子的工作。“他现在一
年能挣 7 万多元。”马国权骄傲地说，搬迁前，小儿子
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电焊培训班，有技术傍身后从上
海回到银川，在一家钢构厂找到工作，成了家里的
“收入冠军”。

自己和儿子的心愿达成，孙子好上学、上好学的
愿望也已实现。下午 4 点多，两个小孙子从幼儿园回
到家，绕着屋子跑跑跳跳。“以前大山里哪有幼儿
园。”马国权说，老伴和儿媳妇现在都忙着挣钱，3 岁
半的小孙子一年前就上幼儿园了。

移民搬迁后，马国权一家看到了更多改变生活
的可能性。“老家那地方，即便挣钱了，除了养牛羊，

不知道还能干啥。来这儿后，手头有钱了，想着做生
意、租温棚，‘小目标’可以很多。”马国权说。

除了收入好了，担任润丰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的
马国权也感觉更有成就感了。他告诉记者，移民前村
民各自在外打工，就想着挣钱过好自己的日子，现在
大家集中住在一起，能做一些服务大家的事情，自己
累点心里也高兴。

“移民目前还在适应，我们要铺好就业和产业两
条脱贫致富路。”润丰村村支书王施程说，鼓励年轻人
务工，同时建设温棚租给移民种，再逐步配套产业，以
发展“旅游业+服务业”为长期方向，将来可实现村民在
家门口增收。

“靠双手，肯吃苦，一定能过上好日子。”马国权说，
现在全家人新年有了新目标，再奋斗两三年，交个首
付给二儿子买套房，进城生活。

再访宁夏生态移民：走出大山梦圆否？

元宵节当天晚上，民政局长老戴收到一个贫困户
反映救助不到位的信息。老戴已经多年没有收到这类
求助信息了，何况精准扶贫已实施了好几年，刚看到
时老戴气不打一处来，第二天一早便去了村里了解情
况。

老戴名叫戴友良，今年 55 岁，是河南漯河市民政
局局长，在村民看来，这个干部看着却跟个农民没啥两
样，除戴了副眼镜显得有些文化外，还是个急脾气。

收到短信的第二天，记者跟着老戴一起去了漯河
市郾城区商桥镇沟张村。路上老戴跟记者简要复述了
短信的情况：这一家是贫困户，父亲因病刚刚去世，母
亲和年幼的妹妹都有智力障碍，家里只有大女儿一个
劳动力，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主动救助，安置母亲。

“7 年前我刚到民政部门的时候，一年差不多能收
到 30 多个反映低保的材料。近三年只收到过一例，还
是一个五保老人咨询低保政策的。”没想到刚过完年就
出现了救助不到位的情况，老戴越说越气。

沟张村位于漯河市的西北部，村部建在一片麦田
旁，正月的天还很冷，凝雾成的霜打在刚出土的麦苗
上，也挂在老戴的脸上。一进院，乡民政所、村第一书
记、支部书记还有一些群众已经齐刷刷地等在那里。
“有些事情看不到是能力问题，看到了不去做是担当问
题。”刚进门老戴的脸就拉得老长。

老戴把贫困户的信息刚一说出来，一旁的驻村第
一书记李洪涛就开了腔：“他们家我熟得很，我是他们
的帮扶责任人，一家四口，父亲刚去世，母亲有智力障
碍，两个女儿已成年且有劳动能力，政策范围内能帮扶
的都帮了。”

“这家父亲在患病期间及去世后家庭有无外债、母
亲能不能自理……”老戴开始“刨根究底”，了解下来并
未发现救助盲点。

老戴不放心干部的“一面之词”，想要去家里看一
看，但赶上这家贫困户家里老人出殡，老戴没见到当事

人。于是他又通过村里群众、邻居进一步了解情况。

事情原委渐渐清晰：短信反映的是一个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家里父亲患病，母亲有智力障碍，政府
及时将一家四口按照政策纳入低保，住房也已完成
了危房改造。家里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市里的服装
店打工，19 岁的小女儿在家照顾父母，村里利用空
闲时间给小女儿安排了公益性岗位，一月有一千块
钱的收入。父亲患病期间享有当地的贫困户医疗“政
策大礼包”，看病基本不花钱。父亲去世后，姐妹俩希
望由政府安置母亲。

“这家贫困户提出诉求后，村里就一直在想办
法，但按照政策，有子女且子女有赡养能力的老人不
符合政府集中供养的条件。”村支部书记张建中说，
要养老也要致富，最近几天一直在跟当事人商量解
决办法。

“民政救助在脱贫攻坚中起的是兜底保障作用，
应在政策范围内做到‘应兜尽兜’，但不能突破政策底
线。”老戴提出了一个方案，联系社会养老机构照顾
这家老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进一步
增加家庭收入。养老所需花费低保政策覆盖一部分、
子女承担一部分、临时救助一部分。

随后，老戴又查阅了对该贫困户的历次帮扶救
助记录和图片，气渐渐消了。“类似于这种困难家庭
的养老问题，家庭和政府都要担起责任，家庭要担起
赡养老人的责任，政府也要主动介入，积极救助。”老
戴说。

说着就到了晌午，老戴婉拒了要留他吃饭的老
乡。回程的路上，老戴感慨道，如今国家的贫困人口
在减少，困难群体也在减少，但是民政支出每年都在
增多，这说明我们的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围在提高。

“新春一开年，各类惠民政策都紧锣密鼓地开展
了，这才是共享发展成果。”老戴说。

(记者史林静)新华社郑州 2 月 21 日电

元宵节，席年保参加了村里组织的秧歌队，去县里
表演。走在敲锣打鼓的队伍中，席年保挺直了腰杆，扭
得轻盈欢快。

57 岁的席年保曾是全村“最穷、最懒”的人。过去
的一年，扶贫扶志让他实现了华丽转身。这个春节，他
第一次杀年猪、第一次买家具、第一次发红包，第一次
有存款……席年保终于活出了人样。

岁末年初，山西省蒲县黎掌村的一个小院里围满
了人。好奇的村民想看看，席年保这个出了名的“懒汉”

把猪养成了啥样。“真不赖，两头猪有 400 多斤！”村民
席耀昌笑着说，“我得多割上几斤。”个头瘦小、皮肤黝
黑的席年保，一边忙活一边憨笑。

就在半年前，全村没人相信席年保能把猪养活。
“干啥啥不成，吃啥啥没够。年保能养猪？他连自己都养
不了！”村民席国杰当初也不相信。

懒惯了，胆又小，怎么让席年保勤快起来？驻村第
一书记郭伟想出个点子，与他比赛养猪：一人抱一头猪
崽，都交给席年保养。养好了，算席年保的，亏了，就算
郭伟的。即便如此，这“懒汉”一句“俺可养不活”愣是给
推了几个月。

这几年来，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带动下，这
个昔日的“烂村”翻身成了“红旗村”，村民们脱贫致富、
你争我赶的氛围也在慢慢感染着席年保。以前经常跟
他打牌的几个“懒汉”也是打工的打工，养猪的养猪，心
有不甘的席年保这才狠下心来试试。

“出门之前五件事，早晨起来先喂猪……”伴着《学
习雷锋好榜样》的调子，席年保每天早晨扯着嗓子“唱”

一遍郭伟给他写的注意事项。看起来有些滑稽，好习惯
却在逐渐养成。

到了年底，席年保的猪居然养成了。两头猪被热情
的村民们一抢而光，一共卖了 4300 多块钱。活了半辈
子的席年保手里头一回有了存款：卖猪的钱、打工的钱
和低保收入，加起来有一万多元哩。

有了钱日子就好过。席年保住的旧窑洞是老父
亲留下的，除了一张床啥也没有。媳妇嫌他好吃懒
做，搬到隔壁分开住；出嫁的闺女也不愿进门，回村
就住到大伯家。席年保早就想收拾房子，但一是懒、
二没钱，就一直搁着。

得知了席年保的“小心思”，郭伟领着扶贫干部
给窑洞修了门脸，刷了墙壁，扯上电线，屋里亮堂起
来。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席年保买了台彩电，置办
了两个衣柜和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墙上挂起了自
己身着西装的照片……

“结婚都没有这么多家具。”媳妇孟俊芳说。家收
拾好了，扶贫干部又紧着撮合，分居十几年的两口
子，终于在年前把堵门的砖头给推倒了。

大年三十晚上，席年保一家人嗑着瓜子，守着新
电视机，看了完整的春节联欢晚会。从今年起，席年
保再也不用到别人家“蹭饺子”“蹭春晚”了。

席年保的焕然一新，子女们看在了眼里，年前就
给他送了一堆年货。大闺女还早早地告诉他，大年初
五要带丈夫回来拜年。

从未给过闺女红包的席年保，今年想表达一下
心意。过完年，他手上还有 7000 多元。“包个 1000 块
钱的大红包，行不？”心怀对闺女的愧疚，席年保悄悄
跟郭伟商量。

郭伟一把摁住了他，“给 500 就行。等今年咱挣
上了几万，再包个大的。”

怎么能挣更多钱呢？席年保也在琢磨。这几天，
他常往养牛户席纪奎家跑，两人以前都是懒汉，如今
席纪奎栏里有 5 头牛，马上还要下两头小牛，一头就
能卖 1 万多元呢。

“出了正月，我也想养牛。”以前连小猪崽都不敢抱
的席年保有了个“大想法”，跑去跟郭伟商量，“你看人
家纪奎，腿脚不好都能把牛养好，我养肯定比他强！”

(记者陈忠华、王井怀)新华社太原 2 月 21 日电

民政局长老戴“气”消了 “懒汉”老席活出人样了

一个小山村的脱贫故事

山西省武乡县大有乡王庄沟村原来是个被黄土和大山包围的偏远贫困山村。2014
年，村里开始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随后，村里进驻扶贫工作队，王庄沟村脱贫工作逐
步加速。

在扶贫干部的带动下，王庄沟村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家禽养殖、光伏电站等产业，还入
股乡里的扶贫产业园和养殖有限公司，引导村民参加服装加工、微商等技能培训。近几年，
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发生很大变化，村子通往乡里的柏油路铺好了，新建的村广场、扶
贫超市、创客小院等陆续投入使用。2018 年底，王庄沟村实现整村脱贫，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到 6100 多元。

春节期间，王庄沟村从武乡县城请来剧团，在村里的剧场连演三天欢庆脱贫的武乡琴
书。村里解散多年的宏光剧团的老人们也拿起闲置的乐器，排演起自己充满乡土气息的节
目。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影报道

▲在王庄沟村，村里请来的剧团在文化剧场为村民演出（2 月 16 日摄）。

车辆行驶在王庄沟村通往大有乡的道路上（2 月 16 日无人机拍摄）。2018 年 8 月，
王庄沟村通往大有乡的柏油路建成通车，方便村民出行。

▲在王庄沟村，村民赵先菊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自
家的农产品（2 月 15 日摄）。

▲在王庄沟村，村民路四先在养鸡场内收鸡蛋
（2 月 16 日摄）。

▲王庄沟村村民在表演快板(2 月 19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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