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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3 月 5 日电(记者何天文、李凡、汪军)
冬去春来，贵州武陵山区乍暖还寒。村民吴文龙因腿脚
残疾被安排在村里的合作社上班，每月工资 3000 元，
“再加上妻子王顺珍经营小餐馆的收入、村里入股分红
等，一年纯收入超过 10 万元。”吴文龙说。

吴文龙一家 4 口居住在贵州省石阡县本庄镇凉山
村，两年前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当地许多摆
脱贫困的农户一样，他家的改变也得益于石阡县推行
的“村社合一”机制。近年来，石阡县在决战脱贫攻坚
中，结合山区实际，积极探索村级组织与专业合作社
“村社合一”发展模式，让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从产业发
展中分享“红利”。

带头闯富路：贫困“下”凉山

凉山村海拔近 900 米，全村 350 多户人家散居在凸
起的山上，一条泥巴路连接山外，1300 多名村民“靠天
吃饭”，一遇天干，地里庄稼绝收，不少农户生活艰难。

2010 年，年富力强的李文安被村民们推荐当选为
村委会主任。利用政府补助的 9 万元，他组织村民投工

投劳修建蓄水池和通村公路，整治村里土地和荒山荒
坡，领着大家摆脱烤烟、玉米等低效传统作物，利用当
地生态系统大面积发展绿茶、脱毒马铃薯等收益好的
产业，村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但到 2014 年底全村仍
有 30% 左右的贫困发生率。

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等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
下，村干部带头集资入股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 300头
牛的养殖场建起来了，拥有加工厂、冷库等设施的茶叶和
脱毒马铃薯两个专业合作社，也越搞越红火。2016年，合
作社分红 180万元，除入股农户受益外，全村 110 户贫困
户全部享受到“保底分红”。之后，合作社每年都有 100多
万元的分红，贫困户、70岁以上的老人都从中受益。

贫困户蒋坤筹资 6 万元入股合作社，已参与两次
分红共得到 3 万元。他说，两年前他外出打工回来就进
入合作社上班，每月工资 4000 元，一个月前还买了一
辆小轿车，多亏了有村干部的努力。

2016 年，凉山村摘掉贫困村帽子。李文安在这一
年担任村支书后，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他把目光
又投向乡村旅游，去年旅游收入 50 多万元，还带动 30
多个村民就业。2018 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 . 2 万元。

77 次会议：致富“活水”来

大沙坝乡任家寨村老百姓一直靠传统种植和养殖
为生，村民脱贫增收缓慢。5 年前，村里有人牵头发展
水果产业，群众参与栽了大片桃树李树，但产品却没有
市场，产业名存实亡。

2016 年，村里发现一处优质泉水，村干部认为可
以集资建一个水厂，带动大家增收致富，但也有村民怕
出的资打水漂。村支书李文锋与其他村干部带头出资
请来专家和技术人员，搞论证，扩泉眼，检测水质……
在科学的数据面前，村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水资源如何作价？村民如何集资、怎样入股、怎么分
红？一连串问题容不得村干部们半点马虎。“大大小小的
群众会开了 77 次，才把大伙的心拢在一起。”李文锋说。

2017 年 5 月，水厂开工建设，当年 9 月投产，年生
产能力为 18 .9 升的桶装水 180 万桶。记者看到，从自动
化的灌装生产线下来的桶装水十分透明，车间整洁，管
理有序。“水厂实现当年投产，当年分红。”李文锋说，
2018 年销售 46 万多桶，产值 230 多万元，企业盈利增
加，村里共分红 61 万余元，其中 74 户贫困户全部受益。

贫困户杨宗波告诉记者，他在村合作社仅入股
1000 元，去年分红 3800 多元。依托水资源，大力发展
精品水果、蔬菜、中药材等产业，2018 年任家寨村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 1 万元，比 5 年前翻了一番多。

“村社合一”：1+1 大于 2

同样的资源和土地，昔日的穷山村为何能旧貌
换新颜？“根本在于找到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
路径。”贵州省农科院研究员、石阡县委副书记邵明
波说，产业兴旺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但目
前在一些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一方面个体专业合
作社不能有效组织更多群众参与发展，另一方面村
“两委”又不是市场运作主体，致使产业发展不畅甚
至屡屡受挫。而“村社合一”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可
产生“1+1 大于 2”的效果。

据了解，2016 年，石阡县出台政策措施鼓励村
“两委”结合实际，以集体资产、资源为依托，领办或
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让村级管理职能与合作组织
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机结合，村干部可在合作社兼职，
也可以聘任“能人”经营管理，通过“村社合一”发展
模式，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目前，石阡县 304 个
行政村共有专业合作社 1018 个，实现“村社合一”
100% 全覆盖，贫困户入社 100% 全覆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石阡县“村社合一”发展模
式受到基层干部群众欢迎。乡村干部认为，“村社合
一”能有效整合和盘活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
并实现共享，还能以“经济纽带”激励村干部带领群
众苦干实干，并确保贫困户收益，这有利于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贵州石阡：“村社合一”让贫困山村“柳暗花明”

2018 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易地扶贫搬
迁 280 万人；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以上……

5 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减贫关键词，
引来代表委员的点赞。摘掉“穷帽子”的乡亲们过得怎
么样？脱贫攻坚进入关键一年，还有哪些“硬骨头”要
啃？在基层代表委员们的讲述中，蕴含着一曲曲脱贫
“好声音”。

“昔日石缝里种粮，今天也把蜜来尝”

“风来风扫地、月过月点灯。石缝撒种子，丰年也缺
粮。”说起家乡曾经的模样，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惠水
县濛江街道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应和忍不住感叹。
但自从 3 年前全村的贫困群众搬进县城的安置社区，
这样的苦日子一去不返。

来京参加两会，这位基层代表说起家乡之变，话匣
子一开就合不上。“小学和幼儿园开学了，音乐室、美术
室、书法室一应俱全；社区医院开张了；扶贫车间开门
了，300 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搬进社区之初，乡亲们曾遭遇“幸福的烦恼”：许多
人没见过水厕，没坐过公交车，新生活要从学冲水、学
投币开始。成为新市民 3 年后，社区群众的人均年收入
突破 4100 元，私家车增加到 320 多辆。乡亲们打工不
再是两眼一抹黑，还会底气十足地向企业“要社保”。

“昔日石缝里种粮，今天也把蜜来尝。”罗应和说，
乡亲们托他一定把好消息带到北京。

在听到政府工作报告谈及去年的脱贫成绩时，全
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高向秋心生共鸣。过去一年，高向秋用“合作
社+农户”方式，带动了 130 多户脱贫。“合作社免费提

供辣椒种苗，老乡来种，我按照一定价格回收，带动的
贫困户户均年收入有 2 万多元。”

愁眉舒展开，劲往一处使，干群更亲了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李家圪塔村贫困户郝世禄在
2018 年底第一次有了存款，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去
年春天，一场寒潮侵袭，紧急时刻，乡镇干部赶到他家
的苹果园，挖坑生火驱寒防冻。饿了吃口方便面，困了
趴着打个盹，郝世禄家一张不足两米长的布沙发，曾经
满满当当挤下了 8 名干部。

在延安，近 4 年来，全市累计实现 19 . 5 万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13 . 2% 降至 0 . 66%。1546 个驻
村工作队、3 . 7 万名包扶干部，活跃在延安脱贫一线的
山墚沟峁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越是到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
越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经
得起历史检验。全国人大代表、延安市市长薛占海说，

干部必须沉下心、沉下身，用真情、有措施，全力推进
脱贫各项工作。

越过越红火的好日子让群众的劲儿往一处使。
在 5 日的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崇阳县
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说，为了让缺乏劳动
技能又需要照顾家庭的贫困户脱贫，村里建起扶贫
车间，10 多位贫困户在家门口上班。

“这样的车间在崇阳已有 30 个，安排了 800 多
位贫困群众就业。现在老百姓讨论生产技能、到车间
上班的变多了，打牌的现象也少了。”程桔说。

一年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卓有成效，群众更有获得感。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省广水市观音村党支部书记熊永俊说，现在扶贫资
金的发放、使用越来越规范，工作越来越实。

脱贫攻坚战，代表委员有啥“招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以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进
入关键一年，完成目标需啃下多个“硬骨头”。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
说，当前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是深度贫困地区和自我
脱贫能力较弱的群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对特殊贫
困人口的保障措施。“方向很清晰，指明了下一步脱贫
的着力点。”

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截
至 2019 年 2 月，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已入住 132 万人。
罗应和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基金，为就业、创业、培训等提供支持，帮助群众稳得
住、能致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医药集团董事长
耿福能对此深有体会。“企业在凉山 11 个县发展了
2 . 3 万亩中药材，带动了 1 万多名群众增收，其中包括
3000 多名贫困户。边远地区能够提供优质药材，生产
出高质量药品，这是一项多赢事业！”

“发展绿色农业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良策，但这
些地方大多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往往会出现农产品
卖难问题。政府应积极为农民搭建平台，让深山里的
宝贝走出大山。”全国政协委员霍卫平说。

一些基层代表已开始谋划未来之路。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乡长张慧
说，近年来当地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带动贫困户开家庭
旅馆、参与民俗表演来增加收入。接下来，我们准备在
一些村子开办旅游公司经营景区，带动更多群众参与
其中。 (采写记者：陈晨、吴光于、吴刚、李平、王君
宝、梁建强)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基层代表委员带来脱贫“好声音”“好招儿”

▲ 3 月 6 日，技术人员在五河县城关镇沟东村梨园里向贫困户及村民讲解梨树
剪枝知识。

入春以来，安徽省五河县开展“扶贫课堂”进乡村活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为贫困户开展田间管理、果树剪枝、蔬菜种植等技能培训，提高贫困户的劳动技
能。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安徽五河：“扶贫课堂”进乡村

据新华社杭州 3 月 6 日电(记者
许舜达)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舟车劳
顿，近日，建档立卡贫困户唐启富从
将近 2000公里外的四川省沐川县到
达浙江省江山市。与唐启富一同来
的，还有其他沐川籍建档立卡贫困
户 33 人。经过统一招聘、体检、培训
等流程，他们成了 2019年“江山—沐
川东西部劳务协作”首批到江山的务
工人员，进入当地几家企业务工。

“这是我头一回离开四川打工，

家乡虽好，但日子却不好过。”38 岁
的唐启富告诉记者，自己以前的工
作就是在老家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
零工，经常没活干，收入也很不稳定。

如今，唐启富和他的 10 余名沐
川老乡成了浙江健盛集团的一线工
人。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郑井奇介
绍，健盛集团在江山的工厂能吸纳
就业工人 2000 多人。“我们实行 8
小时工作制 3 班倒，工人刚来不熟
练的话，一个月收入大约能有 3000
元左右，如果熟练工的话月收入
5000 元不成问题。”

一人就业，可以带动全家脱贫。

据江山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 年底江山与沐川建立东西部
扶贫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大力推进
劳务协作，2018 年组织到江山就业
的沐川县贫困人员 47 人次，并组织
培训班 22 期，培训近千人。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沐川籍来
江山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人员
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给予每人
一次性务工补助 3000 元、交通费
补贴 1000 元和每人每月 1000 元的岗位补贴。

沐川籍建档立卡贫困户杨元金去年 9 月就来到
健盛集团务工，今年他又报名参加了劳务协作。他说
除了工资，一年光政府补贴就有 1 万多元，他希望能
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脱贫致富。

开展就业脱贫的同时，2018 年江山市和沐川县共
完成结对帮扶 119 对，援助沐川县 300 万元资金用于产
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援建 9 个项目，惠及 1 . 3 万名沐川
县贫困户。2018 年沐川县成功摘除了国家贫困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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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3 年前全村贫困群众搬进

县城的安置社区，苦日子一去不返”

“现在老百姓讨论生产技能、到车

间上班的多了，打牌的现象少了”

好声音

“在国家层面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基金，帮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政府应积极为农民搭建平台，

让深山里的宝贝走出大山”

好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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