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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3 月 13 日电(记者任卫东、屠国玺、王
朋)13 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甘肃省白银市靖
远县引来了一个产业扶贫大项目——— 大型民企将在这
里建设年出栏 50 万头的生猪产业园，能为当地贫困群
众年人均增收“一头猪”。当地政府甘当“店小二”，这个
以往至少需要对接半年以上时间的项目，此次从洽谈
到落地，仅用两周时间。

当天上午，新希望集团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与白银
市靖远县人民政府，在白银市签订年出栏 30 万头生猪
种养一体化生态产业园区和 20 万头生猪养殖产业扶
贫项目。这两个项目总投资 9 . 5 亿元，除了基础养殖，
还为当地提供生猪种养加指导、人员培训、就业输转等
帮扶措施。

这对于正处于脱贫攻坚决战期的靖远县来说，可
是“及时雨”。“这是我们县迄今引进的规模最大的农业
项目。”靖远县县长刘力江说，这也是当地签约最快的
农业项目。

签约企业的投资发展部总经理韩占河从事农业投
资超过 20 年，在全国 30 多个县区都推进过类似项目。
他说，推进如此规模的农业产业园项目，他们先要考察
半年，考察结束后与政府部门进行对接，再到最终签
约，还需要半年时间。

“对于企业来说，投资最看重的就是效率，时间就
是效益。”韩占河说，产业园建设需要的多种前期手续，
以往办理超过 1 个月时间，这里只用了不到一周，当地
政府的服务和办事效率让他直呼没想到。“从没有像这
次一样耗时少、推动快。”

“起初企业内部对这个位于西北地区的项目是有
‘偏见’的。”这家企业的总裁周端阳介绍，不少公司管理
者认为西北风沙大，缺水、缺地、缺配套。但实地考察
后，他们得出不同结论。“这里有一定的种养发展基础，
市场潜力大，玉米充足，并且地处兰州、银川等城市之
间，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

和这些硬条件相比，打动投资者的更是当地“软环

境”。
刘力江介绍，企业提出具体投资方案后，当地各

部门共同研究认为，方案中企业租赁经营、开展贫困
户养殖培训、饲料销售和有机肥料生产等内容，与当
地发展实情切合。“我们认准了企业，就主动对接，把
企业迎进门，询问需求，开展帮办，像‘店小二’一样服
务企业。”

“我们并不是要给他们提供额外的优惠，而是想
方设法确保让服务提速，让各种政策能够在短期内
得到落实。”刘力江说，在与企业对接过程中，县委书
记和他带头，真实了解企业在考察、办理手续等各方
面需求，农牧、环保等部门精准帮办，确保了签约工
作在短期内顺利完成。

靖远县属于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度
贫困县。目前有贫困人口 4 万人，深度贫困村 61 个，
贫困发生率 9 . 53%，脱贫任务重、难度大。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当地干部已经形成了共

识，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离不开产业培育和发展，但目
前产业基础依然薄弱，急需要龙头企业的带动。

据了解，此次签约项目中，年出栏 30 万头生猪种养
产业园由企业独家出资 5 亿元建设；20 万头生猪养殖
产业扶贫项目，由企业、政府和银行出资 4 .5 亿元建设，
500 多名贫困户可参与养殖小区筹资建设入股分红，
5000名贫困群众可通过基地就业和分散养殖增加收益。

近年来，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并把 2018 年
确定为“营商环境建设年”，旨在对民营企业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形成让市场主体“少跑
路”“不跑路”的工作流程，全省营商环境开始出现好
转。甘肃省提出，政府部门要把自己摆在“店小二”的位
置，尽心竭力为企业和公众做好服务。

签约结束后，项目马上开工。“有务实的‘店小二’，

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和决心在甘肃扎根。”周端阳说，如
果首期项目顺利落地，企业将会在当地追加更大规模
的投资。

政府甘当“店小二”，两周落地扶贫大项目
甘肃靖远：政府服务和办事效率提速，打动投资者更靠“软环境”

近日，江西余干县枫港乡白家圩村获得一笔贫困资
助金后，村民们的厕所改造项目正全力推进，这个贫困
村又将迎来新变化。

资助村民“厕所革命”的，是方大集团下属企业方
大特钢公司，白家圩村已是方大特钢主动“接单”助力
精准扶贫的第三个定点扶贫村。此前，方大特钢已助力
江西省瑞金市武阳镇石阔村、于都县新陂乡庙背村成
功实现脱贫“摘帽”。

找准乡村短板，因村因地精准施策，是方大特钢精
准扶贫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方大特钢扶贫办主任、驻
村扶贫第一书记马锦彪说，为尽快帮助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方大特钢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开展技术帮扶、教

育扶贫，发展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打
出了一套精准扶贫“组合拳”：

在产业扶贫上，为石阔村捐资 120 万元实施脐
橙仓储项目，协助组建合作社；组织庙背村发展“一
村一品”产业，引进牲畜无公害处理企业落户。在技
术帮扶上，与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建立结对帮扶
联系点，提高农民技能。在教育扶贫上，捐资 50 万
余元用于方大石阔小学校舍改造及添置设施，实施
“雨露计划”等等。此外，修村路、拆“空心房”、建水渠
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完善后，村民脱贫之路更加畅
通。

除方大特钢外，方大集团旗下多家企业主动承

担农村扶贫工作，纷纷与当地贫困村结对帮扶。方
大萍钢通过帮助村民修建马路、改善村民饮水条件
等，实施精准扶贫；方大炭素 2018 年捐资 5000 万
元，用于支持甘肃扶贫事业……

承担扶贫任务只是方大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的一方面。近年来，方大集团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超
过 5 亿元。集团先后在东北大学、沈阳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助学金。自 2008 年起，方
大炭素每年捐助 100 万元帮助甘肃省晚期癌症贫困
患者等等。“践行‘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企业宗
旨，为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这是方大集团
的初心与梦想。”方大集团负责人表示。 (洪鸣)

“主动接单”助扶贫，因地施策帮“摘帽”
一家民营企业的精准扶贫探索

“文创扶贫”助
侗乡妇女增收

▲ 3 月 12 日，在贵州省黎平县侗品源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侗族妇女在扎染侗布。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大力实施文化创意产业扶贫工程，对贫困妇女等群体进
行技能培训，鼓励和扶持她们成立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刺绣、侗布、蜡染等通过创意设计和加工，
变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帮助侗乡妇女就业和增收。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王朋)46 岁的脱贫户马秀花，
是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龙泉镇拱北湾村村民。只有小
学文化水平的她，从 2018 年 10 月至今，自学识字快半
年了。

一位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要自学，原因为何？
这事儿要从马秀花到村里的扶贫车间培训说起。

2018 年 9 月，村里建起了服装加工扶贫车间，马秀花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到车间培训上班。由于上手快，学
得好，她很快被总公司选为工人代表，到离村 300 公里
外的总部甘谷县进修 10 天。

到外地培训，马秀花既兴奋又害怕。“兴奋是因为
这是第一次出远门。”马秀花说，害怕是因为过去在家
一直围着锅灶转，很少与外界打交道，自己文化水平又
低，害怕与人交流。

“培训时，见到生人，我连头也不敢抬。”马秀花说，
村里很多妇女和她一样，教育水平低，小学文化水平以
上的很少，她的妈妈只上过半年学，婆婆一天学都没上

过。
培训之后，马秀花成了车间主管。原本就害怕见

人的她，每天除了带领工人们学习公司规章制度，还
要向来车间的参观者介绍车间情况。“有些企业规
章，自己没有完全学懂，不敢带着工人们学习；普通
话又说不好，担心不能让参观者了解车间的真实情
况。”马秀花说，她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已经很难适
应现在的工作需要了。

特别是村里公开推选她为妇女主任，她的肩上
又担了一份责任。“为了更好向村里贫困妇女宣传党
和国家的惠民政策，我必须学习识字。”马秀花说，识
字才能有文化，有文化才能带领群众真脱贫。

识字学习并不顺利。马秀花介绍，驻村工作队在
村里的小学组织了普通话培训班和“扫盲班”，可是
自己除了在车间上班，还要喂养家里的 19 只羊和 4
头牛，再加上村委会的工作，她没时间参加培训班学
习。只能在忙完一天工作后，晚上回家自学。

“我认得拼音，每天晚上读报纸看书的时候，就
用拼音把不认识的字标注上，一个一个地学。”马秀
花说，上大学的女儿得知此事也非常支持她，去年寒
假放假回家，也教她识了不少字。

马秀花的大儿子和女儿是大学生，小儿子再过
两年也要参加高考了。“孩子有文化，是我最自豪的
事。”马秀花说。

今年，马秀花家里有 20 多亩地种上了啤特
果，也养了牛羊，自己也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在
村上的扶贫车间打工。增收渠道多了，生活更有保
障了。

如今，在东乡县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多
的人和马秀花一样，开始走出家门，接受培训，学习
技能。目前，东乡县有 18 处扶贫车间正在运营，740
多名贫困妇女实现就业，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等精准
扶贫措施，更是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
活力。

这位贫困山区妇女为何要自学识字

新华社贵阳电(记
者骆飞)开学季，位于贵
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城的
“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内一大早便穿
梭着学生上学的身影。
平坦宽阔的马路上，“大
手牵小手”的他们大多
是今年首次搬出深山区
“进城入学”。告别了乡
村崎岖泥泞的上学路，
县城家门口的学校是这
些孩子们拥抱新生活的
幸福起点。

今年 3 月前，10 岁
的罗铃梅和家人一起，
从黔西县定新乡的山区
搬到了县城里。新学期
开始，她第一次走进了
城里的校园。3 月 5 日 7
时左右，记者与罗铃梅
一起踏上上学的路，从
安置点走到黔西县第十
小学只用了 10 多分钟。
而就在 3 个多月前，罗
铃梅每天上学至少要翻
山越岭走 1 个多小时。

“在新学校，老师对
我格外关心照顾，我也
很快结识了新朋友。”罗
铃梅高兴地说，这里的
学习环境比村小好很
多，更有信心好好学习。

同样是易地扶贫搬
迁户子女的罗鑫悦，作为
学校首批接收的学生，去
年 5 月就实现了在家门
口上学的愿望。“家门口
读书让在外打工的爸爸
妈妈很放心。”她说。

黔西县第十小学校
长赵彤介绍，全校共有
1959 名学生，其中 988
人是易地搬迁来就读
的，县里和学校都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
加大硬件投入满足教学
需求；另一方面加强关
怀，采取城乡学生“一对
一”结对子、党员教师包
保等措施，加快他们融
入新环境。

黔西县结合县城现有师资和校舍条件做好接
纳新生保障，还在安置点新建校舍满足幼儿就近
入园。安置点教育服务等窗口帮助群众办理相关
手续，实现“进一扇门办多项事”。

在“锦绣花都”安置点，占地约 4900 平方米
的“锦绣恒大中心幼儿园”装饰一新。宽敞的教室
被有效地分隔为教学区、活动区、睡房等。园长董
炜介绍，幼儿园目前开办了大中小共 12 个班，有
595 名幼儿，全是搬迁户的孩子。幼儿园基建由恒
大集团对口帮扶修建，县里按照每个班 5 万元投
入资金装修，标准和城里的公办园一样。

搬迁户丁女士 4 岁的孩子读小班。谈到孩子
能就近读书，她难掩心中的喜悦：“比起住上新房，

小孩能在城里接受这么好的教育，更是我愿意从
山里搬迁出来的动力。”

安置点教育服务窗口的负责人黄鹂介绍，从
2018 年 5 月至今，共有 1700 多名义务教育阶段
的易地搬迁户子女实现了就近入学，为了更好地
保障安置点内群众子女的后续教育需求，安置点
正在借助东西部对口帮扶的力量筹建新的小学，
以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教育服务。

黔西县教育局局长蒋刘恩说，省里提出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教育保障是关键。这
是促进城乡教育公平，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留得
住”的有力支撑，更是“教育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最有效措施”理念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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