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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3 月 12 日电(记者夏军)家住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川山镇何顿村的唐柳平一家去年刚从深山搬
迁出来时，最担心在山外找不到就业出路。在扶贫干部
帮助下，两口子在家门口的物业公司就业，每人每月工
资 2000 多元，世代苦守深山的一家人从此与贫困作别。

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广西，今年计划
“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历年来最多，任
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对此，广西精准再发力，对极度贫
困地区出台精细化帮扶政策，全面梳理剩余贫困地区
的脱贫难点，因人施策、一户一策，向全面小康冲刺。

聚焦 4 个极贫县，以更集中的政策

扶持攻坚

广西共有 20 个深度贫困县，不少地方贫困面广、
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仍面临严峻挑战。都安瑶族自治
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和那坡县更是深
度贫困“硬骨头”。

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杨宏博介绍，去年，广西将这
4 个县确定为极度贫困县，随后又专门出台《决战极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支持政策》，从资金、重大项目、金

融、土地保障等方面针对性倾斜，助力这些地方攻坚。
目前广西已有超过 69 万名贫困群众“挪穷窝”，这

些搬迁群众的后续保障工作十分重要。大化瑶族自治
县扶贫办主任韦立诚说，全县约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
搬迁出来，如今县里正通过推进民族新城农民工创业
园建设，打造全国康养美食旅游目的地，带动解决搬迁
群众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根本。目前广西产业扶贫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113 万户，覆盖率达 80% ，建
立起以糖料蔗、水果、油茶、核桃、桑蚕等为主导的特色
产业体系。

都安瑶族自治县遍地石山，产业发展条件非常有
限。县里引进龙头养殖企业，贫困户通过小额扶贫贷款
资金，从龙头企业“贷牛”，牛养大后企业以不低于市场
价回收，贫困户还牛后再“贷牛”滚动发展，“贷牛还牛”

产业模式很受欢迎。“全县肉牛已达 15 万头，到 2020
年规模将超过 20 万头。”县扶贫办主任罗元吉说。

脱贫难点再梳理，开拓更精细帮扶新举措

精准摸排贫困对象、致贫原因，在脱贫攻坚的冲刺

阶段，广西全面梳理剩余贫困地区的脱贫难点，因人施
策、一户一策，新帮扶措施更为精细。

位于黔桂交界的南丹县是白裤瑶族主要聚居地，
不少人世代居住在深山中，生活极度贫困。要彻底改变
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搬出深山，但搬出后如何发展是
一道难题。南丹县扶贫办主任莫洪东介绍，当地政府结
合白裤瑶独特的民族风情进行精细化帮扶：移民安置
点的建筑都是白裤瑶民居风格，当地将其打造为“千家
瑶寨万户瑶乡”民族风情旅游景点，搬迁群众可参与民
族风情表演获得收入，也可通过旅游商品零售、发展民
宿增收。

融水苗族自治县梦呜苗寨距离县城 147 公里，县
里决定将苗族同胞搬迁到县城附近。为保护山寨具有
浓郁苗族风情的建筑，并以此为依托发展民族风情旅
游，当地将寨子随人一起搬，村民住的吊脚楼拆解后
运到新址复原重建，新的梦呜苗寨与旁边双龙沟 4A
级景区融为一体，仿佛一幅田园风景画，当地群众由
此脱贫。

农村电商成为扶贫产业与大市场紧密连接的新渠
道。位于黔桂交界的天峨县独具特色的“龙滩珍珠李”
曾因地处偏远而销路不畅，如今当地农村电商蓬勃发
展，许多农民通过电商平台、微信朋友圈卖果。天峨电
子商务协会统计，全县近一半“龙滩珍珠李”通过电商
平台售出，销量大增的同时果价不断上涨。

“现在卖果供不应求，客户要提前在网上下订单，我
们定期将果树生长、施肥的情况通过微信视频发给客
户，成熟季节客户再统一收购。”果农王林秋说。

选最有干劲的干部，精准匹配至

扶贫一线

随着决战决胜号角吹响，广西更注重精准选派
帮扶干部，将最能“打仗”的人派到扶贫一线。在深度
贫困地区，广西选派 8271 名干部的同时，还选聘了
8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帮助这些地区加快脱贫步伐。

南宁市打破以往的扶贫干部选派模式，直接从市
直各单位表现优秀的干部中遴选，并按照“因村选人、
人村相宜、精准选派”原则，提高选派精准度和人村匹
配度。

让对脱贫攻坚更有激情、更有感情的干部到帮
扶一线去。自治区统计局干部邹斌两次报名到贫困
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去年 3 月如愿来到都安瑶
族自治县永安镇安居村，一头扎在这个深度贫困村
里，帮助群众硬化道路改善交通条件，修建水柜解决
缺水问题，引导群众发展扶贫产业。如今，村里所有
屯都通了硬化路，安居村群众满心欢喜。

勇于作为的扶贫干部成为脱贫攻坚有生力量。
去年 3 月，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柳州机务段干部吴
李东担任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大德村扶贫“第一书
记”。他带动群众种植了 400 多亩指天椒，支持返乡青
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大批贫困户参与特色
养殖，引进公司与村民合作种植优质红薯、养殖黑香
猪，扶贫产业覆盖村里所有贫困户。去年底，大德村顺
利脱贫“摘帽”。

今年计划“摘帽”的县为历年来最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广西精准扶贫再发力，新帮扶措施更精细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11 日电(记者阿依努尔、宣
力祺)37 岁的绣娘热娜古丽·素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会迎来人生“高光”时刻：由她“一针一线”参与绣制的高
级定制服装登上巴黎时装周舞台。这位贫困家庭主妇，
成长为一名刺绣匠师后，亲手绣制的“绣片”配饰卖出上
万元价格，并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深造”刺绣技艺……

热娜古丽家住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出生刺绣世家，
妈妈是当地有名的刺绣能手。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女儿
出嫁时，妈妈会精心准备一套亲手绣制的被褥、坐垫、
枕头等嫁妆，刺绣技艺因此代代传承。2014 年，在当地
政府扶持下，热娜古丽开办了刺绣专业合作社，吸纳周
边乡村妇女就业，并随当地组织的学习班多次赴内地
学习刺绣技艺。

2016 年，上海服装品牌 MOODBOX 创始人兼
设计总监秦旭来哈密采风，被热娜古丽及其母亲精
湛的刺绣技艺吸引，随后创作出一系列融入哈密刺
绣的时装。如今，热娜古丽订单不断，很多内地企业
来找她合作，每年还要做数十件高端定制的时装绣
片，收入也一路水涨船高，贫困生活彻底改变。

近些年，得益于当地政府贴息贷款、品牌创建、奖
励机制等政策“红利”，哈密形成了以手工刺绣企业和
合作社为主的刺绣产业，相关企业达 230家，通过刺绣
赚钱在哈密市农村妇女中形成风潮，吸引了 5600多名
绣娘参与。其中，不少妇女因此实现脱贫增收，提升了
家庭地位。

哈密市文化馆馆长崔建兵告诉记者，2016 年 3

月，文化部在哈密设立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与此同
时，文化部牵头，雅昌文化集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山西灌木集团和哈密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致力
于哈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传统刺绣工艺
保护传承和市场化开发，共同打造“密作”品牌，让哈密
刺绣走出国门，为世人所知。

自 2016 年起，借助文化部和教育部共同推进的“中
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335 名哈密刺绣
传承人、“密作师”先后赴广州、苏州、北京、上海等内地
高校学习专业绘画、刺绣、图案设计、市场营销等。哈密
传统工艺工作站成立以来，结合现代理念和传统刺绣
技艺，研发了 1300 多件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新产品，仅去
年就接到 1750笔刺绣订单，销售金额逾 100 万元。

新疆哈密数千少数民族绣娘实现脱贫

以绣为“媒”，贫困家庭主妇迎“高光”时刻

春暖时节，处于群山之中的
波溪村，云雾缭绕。这座位于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普戎镇土家族村庄的宁静 ，被
“95 后”返乡创业大学生王先智
“喔——— 喔——— ”的呼唤声打破，
他在山上散养的生态土鸡闻声赶
来，“咯”声阵阵。

王先智出生于 1995 年，24
岁的他如今成了村里的“红人”，
本科毕业的他去年回到村里，立
志要在大山中干出一番事业。刚
回来时，乡亲们不理解，好不容易
考出大山，为什么要回来？“面对
质疑，我用效益说话。”有些腼腆
的王先智谈到自己回乡创业的决
定时，神色坚定。

王先智出生在贫苦家庭，自
小勤奋好学，成了村里少有的大
学生，2017 年大学毕业后，他在
南京找了份环境设计的工作，收
入可观。而在此时，王先智父亲的
肺气肿病情加重，哥哥常年在外
务工，弟弟又患有精神疾病，让原
本生活艰难的家庭更加困顿。为
了照顾家人，王先智做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辞掉工作回乡创业。

“我们村山地多，水质好，空
气也好，就想到了在山上散养土
鸡，主打生态、健康、绿色。”王先
智说干就干，刚起步时，本钱少、
技术缺乏，他就自己动手搭鸡棚、
修鸡窝，向当地有养殖经验的农
户请教。他坚信只要肯吃苦，在大
山里用双手也能致了富。

王先智个头不高，干劲却不
小。没多久，他就用木框、棉被、塑
料薄膜等材料做成了温水孵化用
具，买来 1000 枚种蛋正式开始孵
化小鸡。

由于悉心饲养，王先智的生
态鸡品相好，在附近集市赶场总
是销售一空，价格能卖到 20 多元一斤，是肉鸡的
两到三倍。算起账来，半年多时间赚了六七万元。

王先智说，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主打生态、
健康、绿色的散养土鸡市场越来越大，接下来他打
算扩大规模，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王先智成了我们村的致富榜样。”波溪村村支
书田永海说，这个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勇于回到大山
创业，虽然规模还不大，但起到了脱贫致富的示范带
头作用。

生态鸡养起来了，王先智最近又打起了山塘的
主意，他正准备承包二伯的近 10 亩山塘，养殖生态
鱼、鸭。王先智说：“我喜欢农村，我想要在这里做一
番事业，金山银山，最好的还是家里这片山。”

(记者万志云)据新华社长沙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于文静)如何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专家发现，我国深度贫困地区
与中华蜜蜂(即中蜂)适宜养殖区域高度重合。近年来，
专家团队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带动
贫困地区发展甜蜜事业，走出脱贫致富的希望之路。

破解科学养蜂三难题

宁陕县位于陕西南部，有大量椴树、漆树、五倍子
等优质蜜源植物，是中蜂的天然栖息地。据专家测算，
载蜂量至少可达 10 万箱，年产优质蜂蜜 1000 吨，产值
可以超过 1 亿元。然而，这个“流淌着液体黄金”的地
方，仍在努力脱贫攻坚。

近年来，蜜蜂所专家团队深入宁陕调研，由李建科
教授作为对口帮扶责任专家。李建科对记者表示，调研
发现，当地虽有养蜂习惯，但科学养蜂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主要体现在：

——— 靠传统观念养蜂，土法树洞养殖管理粗放，毁
巢取蜜，卫生标准和质量难以保证。

——— 饲养技术不精准，蜂农不知蜜蜂在缺蜜粉季
节需要饲喂，蜂群时常饿死或飞逃；冬天依然喂稀糖
水，导致蜜蜂兴奋飞出遭遇低温冻死。

——— 对病虫害缺乏防治手段，尤其是对有“中蜂
癌症”之称的中囊症束手无策。

对此，专家们多次深入宁陕开展科学养蜂技术、

蜂病防控、蜂种选育和产品加工等技术指导，普及活
框取蜜养蜂方式。当地蜂群逐渐强大，产蜜量实现翻
番，李教授被蜂农亲切地称为“蜂汉子”。

有了科技保驾护航，当地通过“园区+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模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科技攻关保障质量安全

随着消费者对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蜜蜂所专家
们刻苦攻关，推动贫困地区蜂蜜产业向安全、优质、
标准化方向发展。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陵山区，有
主要蜜源植物 13种，辅助蜜源植物 76种，具有 50
多万群的载蜂量。然而几年前，个别地区曾发生食用
蜂蜜导致中毒事件，引起舆论关注。

在产业遭遇波折之时，蜜蜂所质检中心主任李
熠和当地专家深入现场排查有毒蜜源植物。通过攻
关，终于探明有毒蜜源植物，并成功研制出雷公藤甲
素检测试纸条。“现在测试纸条已在蜂蜜生产和收购
环节推广应用，3 至 5 分钟即可判断蜂蜜是否含有

有毒成分，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难题，也为保障云
贵地区、横断山区、武陵山区的蜂蜜产品质量安全起
到重要作用。”李熠说。

为了构建长效机制，蜜蜂所专家们在当地普及科
学养蜂和饲喂技术、养蜂器具卫生及消毒知识、倡导
蜂农个人卫生和蜂场环境整治、宣传加工和品牌营销
思路等，让优质优价理念走入更多蜂农的心。

电商销售助力好蜜出山

如何把品牌做亮，实现好蜜出山？蜜蜂所的专家
们将目光投向“互联网+”蜂业。

多年来，蜜蜂所在秦巴山区的陇南市开展了定点
蜂业扶贫，协助建设蜜蜂学校、开展科技培训，通过专
项支持建设示范基地，利用电商平台帮助扩大销售渠
道。如今，陇南中蜂养殖量约占甘肃省的 60%。各县区
依靠电商平台，线下组织货源，线上销售产品，注册网
店微店 300 多家。在 2018 年天猫“双十一”活动中，当
地“小崔蜂蜜”、两当狼牙蜜成为“抢手货”。

一年四季做培训，从春到秋忙产业。蜜蜂所的专
家们像蜜蜂一样忙碌。为了把甜蜜的希望变成现实，
蜜蜂所提出，“十三五”期间开展科技扶贫产业示范，
2019 年在全国遴选 10 个贫困县继续开展科技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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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关的脱贫“娘子军”

▲山西省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村民段计英
（前）在制作旅游纪念品（2 月 27 日摄）。娘子关镇山
路崎岖、资源匮乏。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巾帼不让须
眉的脱贫“娘子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路线规划、
餐饮服务、住宿等旅游业关键环节进行“精耕细作”，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18 年年底，娘子关镇的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得益于当地政府贴

息贷款、品牌创建、奖励

机制等政策“红利”，哈

密形成了以手工刺绣企

业和合作社为主的刺绣

产业 ，相关企业达 230

家，通过刺绣赚钱在哈

密市农村妇女中形成风

潮，吸引了 5600 多名绣

娘参与，不少妇女因此

实现脱贫增收，提升了

家庭地位

在位于新疆哈密市伊州区
的传统工艺工作站，绣娘阿依古
丽·伊斯坎代尔（左）在绣制绣片

（3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这群“蜂汉子”，用“甜蜜事业”帮农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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