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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23 日电(记者贺占军)姑
娘阿扎提古丽·阿布都拉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脱
贫路：不靠地养家，不外出务工，不进厂打工，而是与
同村一姐妹联手，在“城市—乡村—农家”这条物流
线上动脑筋，找到了一条快递投送的创业之路。半年
来，二人生意红火，名气渐盛，人送名号“快递小姐
姐”。

阿扎提古丽·阿布都拉所在的喀提其村，是南疆和
田县塔瓦库勒乡的深度贫困村之一。虽处于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但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覆盖，网购在这里
早已不是新鲜事。

可让乡亲们烦恼的是，因为缺少物流，网购的商品
只能送到距塔瓦库勒乡近 100 公里的和田市，自取来
回需要半天，还得搭上百元左右的车费，取快递的成本
往往比一件商品还贵！

即便如此，村里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网购热情依然
不减。

今年 28 岁的阿扎提古丽·阿布都拉和 24 岁的古
丽克孜·伊明托乎提从中看到了商机。二人本是网购达
人，家人穿的不少衣服、家里用的不少物件都来自网
购，但每次下单前总会为 100 公里的路途纠结。

能不能让这 100 公里变短呢？
二人开始琢磨。消息传到了自治区团委选派至喀

提其村第一书记缪飞的耳朵里。这位 80 后扶贫干部对
网购感同身受，决心解决这一难题。后经村两委班子研
究，最终决定由村委会提供门面房设立快递投送站，扶
贫干部帮助办理营业证件，两位姑娘负责经营。

随后，姐妹俩奔赴和田市，找到中通、圆通、百世
等快递公司和田地区相关负责人，希望承揽最后
100 公里的物流活计。两个小姑娘干物流？对方都摇
了摇头，但最终还是被二人的执着感动，决定交给她
们。

回到村上，二人租了辆货车，跑和田市取快递。“每
天有 200 件左右。”阿扎提古丽·阿布都拉说，乡上好几
个村子的快递都在这里，村民过来自取，每件收几块
钱。

解决了“100 公里”的难题，没多久，姐妹俩又开始
琢磨起“最后一公里”来：1 公里很短，但如果不去占

领，这 1 公里就会变长，业务就容易被别人抢走！能不
能跟城里人一样，送货上门、分发到户呢？

二人一合计，决定用家里的摩托车，每天下午免费
送货上门，村民们在家坐等签收即可。从此，大家总能
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快递小姐姐”忙碌的身影。
下一步，姐妹俩还打算在村里开个超市进行代购，提升

乡亲们的消费体验。
抓住“100 公里”和“1 公里”的契机，阿扎提古

丽·阿布都拉不仅脱了贫，干着“快递小姐姐”的事
业，也让她有了不一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扶贫干
部缪飞说，虽然这里是沙漠腹地，但生活在这里并
不荒芜，只要真情浇灌，必然山明水绿，一片锦绣。

100 公里很短，1 公里很长
南疆“快递小姐姐”的脱贫故事

新华社兰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赵宇鹏、张玉洁、
侯韶婧)脱贫户余彩红的这个春天格外忙。除了像往
年一样准备春耕，她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去离家不远
的扶贫车间做服装。田间车间两头跑，她忙得不亦乐
乎。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六峰镇新庄村村民余彩红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2018 年 7 月，她成功“转型”，在
镇上的扶贫车间做起了缝纫工。“活了 45 年，我头一
回挣了工资。去年家里脱了贫。现在每天上班骑的电
动车也是自己挣来的。”余彩红脸圆圆的，笑起来眼如
弯月。

余彩红一家曾是贫困户，三个读中学的孩子每月
要花 1200 多元。之前一家人全靠丈夫打零工生活，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以前忙完地里的活儿就在家歇着了，今年我得
趁着车间休息抓紧去地里春耕。”她说，家里 7 分地
不能撂荒，今年计划种点玉米。

余彩红没读过书，也没什么手艺。去年听说镇上要
建扶贫车间，并优先招收贫困户，她赶忙报了名。“开
始还怕车间不要我，没想到头三个月教我手艺时还能发
补助。”

工作了大半年，缝纫机已成了余彩红的“拿手兵
器”。她边做工边笑着说：“开始踏板都踩不匀，现
在一天能做 10 来条裤子，一月能挣 3000 元左右。”
运针走线间，她的手艺越来越好，不仅会做简单的校
服，还会做央企的标准化工装。

工作带给她的，更是精神面貌的变化。
余彩红也爱美，可以前家里困难，钱都得攒下来

给娃娃们用，她很少为自己添置新东西。当领到第一
个月工资时，余彩红给自己买了件新衣服。“有条件
了，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工作还让她认识了很多新
工友，“朋友圈”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老人、孩子、家务事把农村妇女
“拴”在了家里。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是不少家庭
脱贫路上的绊脚石。

让余彩红这样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脱贫，是
当地企业家张维林的心愿。 2018 年，他在甘谷县建

成了甘肃省第一家扶贫车间。如今，该企业已在全省
10 个县建设了 64 个有厂房实体的扶贫车间。

“关键是培育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有了，订单自
然就来了。”少年时曾南下进厂闯荡的张维林说，长
三角、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源
红利正在显现。承接东部产业将助力当地群众脱贫。
现在，扶贫车间已经接到江苏、上海、台湾等地的订
单。

甘谷县已进入脱贫摘帽的最后阶段。“有的贫困群
众能出去务工，有的出不去。政府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有
活干、挣上钱。扶贫车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甘谷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李平顺说。
除了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予以产业贷款等

金融扶持外，政府还对建设扶贫车间的企业进行奖
补。如 2018 年，车间每吸纳一个贫困群众务工，
政府就按照每月每人 500 元进行奖补。目前，全县
有 17 家企业参与其中。

“现在物流费用有点高。希望未来能有绿色通
道，把物流成本降一降。”李平顺说。

临近中午，余彩红还不肯休息。“抓紧时间干吧，
我们按件提成，能多缝一件，就能多挣些钱。过两天
还得在地里多操心呢。”

新华社长沙 3 月 23 日电(记者万志云)春风和煦，阳
光明媚，万物生长。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万坪镇杉木村，胡廷贤正与徒弟坐在自家门前，全神贯注
地编织土家族传统竹编，一根根粗细不同、金黄或靛蓝的
竹丝条在指尖灵活穿梭，精美的图案转眼就被编织出来。

“制作土家族竹编用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刀、斧等
工具，从老人到小孩，这里人人都会些竹编活。”54 岁
的胡廷贤是湖南省省级非遗项目湘西竹编制作技艺传
承人，凭借高超的手艺和敢于创新，他将万坪镇的竹编
带向了全国各地。

万坪镇位于永顺县北部，是远近闻名的“竹编镇”，
全镇几乎家家有篾匠，竹编每天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销
售到全国各地。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十几
年前，竹编一度成为“夕阳产业”。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

改变，竹编逐渐被塑料、金属等制品代替，购买竹编的
人越来越少。”胡廷贤说，上个世纪末，竹编的销路越来
越窄，许多篾匠都放弃了手艺，到沿海地区务工。

在困境面前，胡廷贤选择了坚守与创新。2002 年湘
西州小背篓擂台赛，胡廷贤独揽四项大奖，这次经历让
他看到了传统竹编的新市场。原来出现在田间地头的普
通生活农具，逐渐被他创新为小背篓、茶具、提包等商
品，深受游客和年轻人喜爱。此外，由他创作的大型竹编
景观也出现在各大展会和城市街头。

湘西竹编再次迎来“朝阳”，在胡廷贤的带动下，当
地百姓又纷纷拾起了手艺，目前从业者有近 200 人。
“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采取‘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
式，每年能为当地百姓带来上百万元收入。”胡廷贤说，
来自全国各地的竹编订单每天不断增加，产量还远远
满足不了需求，在这里只要勤劳肯干，人人都有机会靠

竹编脱贫致富。
55 岁的杉木村村民李毓书正在家中完成胡廷

贤的背篓订单，他给记者算了笔账，4 天完成一个背
篓，能卖 600 多元，一个月就有 4000 多元收入。“我
年轻时一个月能做 15 个背篓，可惜现在年纪变大，
手脚慢了，不然还能赚得更多。”李毓书说。

据介绍，永顺县目前正在探索“非遗+扶贫”的发
展模式。永顺县非遗中心工作人员向金霞说，将湘西
竹编制作技艺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既能传承发扬
传统手艺，促进手艺人凭借本领实现增收；又能通过
技能培训，帮助贫困户创业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胡廷贤最近正在研究制作民宿竹楼，他希望把湘
西的竹编、竹雕等技艺结合起来，让缕缕竹丝条创造更
大的价值。胡廷贤说：“把竹编手艺传承下去，不能只
靠情怀，更要让手艺回归生活，让手艺人过好生活。”

湘西：缕缕竹丝条，编织致富梦

农妇余彩红家门口“转型”脱贫记
进扶贫车间做缝纫工，挣来电动车，“朋友圈”变大

张三“学艺”

“在外干得好好的，咋回来啦？”

常年在外务工的张三突然返乡，消息一下子在
村里传开了。

有的乡亲心里犯嘀咕：“一回来就天天背着个大
书包往县城跑，忙啥呢？”

张三名叫张保月，是河北省临西县大张庄村人。

因排行老三，乡亲们都叫他“张三”。张三家里过
去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父母年迈，每年要花掉上万
元医疗费。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

“年年还了旧账欠新账，没有不拉饥荒的。”

一开始，张三跑建筑工地，干了些装卸、搬运的
杂活，一个月赚 2000 多元。“别看挣钱不多，卖的力
气可不小，只能怪自己没有技术呀！”

2017 年，临西县对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就业愿望
进行了摸底，针对市场需求，启动了特色种养、电子
商务、婴儿护理、电气焊技术等一系列免费培训课，
政府部门还给推荐就业。

了解到这个消息后，张三赶紧报了名。
“别看他年过四十，初中文化，学习起来甭提多

认真了！”提及张三，县职教中心教师杨帆印象深刻。
3 个多月后，他顺利拿到焊工操作证，去了南方

一家船舶制造厂，收入也翻了一倍。
“挣这么高的工资，刚开始，俺真是想都不敢

想！”张三乐了，这两年，家里的外债还清了，生活开
销不愁了，还第一次有了家庭存款。

不过，他现在又返乡了。

原来，今年开春，张三发现，不少同龄人的工资
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儿。一问，人家手里捏着焊工中
级资格证。

返乡，还是为了“学艺”。

回到县职教中心，坐回教室，张三信心满满，一
定要把焊工中级资格证拿到手。

他还盘算着今年把房子装修一下，安上暖气，彻
底告别以前的“穷模样”。

“让贫困人口有一技之长，靠技能挣钱养家，是
实现脱贫、防止返贫的关键所在。”临西县扶贫办主
任谷金亭说。

临西县曾是河北省级贫困县。近年来，全县已对
2 . 8 万多名农村贫困人口进行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
位 3000 多个，推荐创业致富项目 30 多个，直接带动
900 多个农村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2018 年 9 月 29 日，临西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
序列。 (记者杨知润、徐步云)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22 日电

仲春时至，山花烂漫。
北方地区仍是乍暖还寒之

时，地处粤东山区潮州市归湖
镇的狮峰村已经迎来一年之中
最为舒适的季节。

马路平整，绿树成荫，民房
错落有致，白鹭湖上不时有鱼
儿跃出，游客在绿水青山间驻
足……这景象很难令人想到，
几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
穷的小山村。

作为 2016 年至 2018 年广
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重点帮扶
村，狮峰村过去一直面临贫穷
落后的问题。脱贫工作展开之
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3 万
元左右。全村 500 多户村民中，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 48 户
137 人，脱贫形势严峻。

在这种形势下，狮峰村没
有采取简单的“给钱式”扶贫，
而是在村党支部书记李统伟的
带领下，干起了淡水养殖。

养鱼在狮峰村是一门再常
见不过的营生，但问题来了：
48 户贫困户中，只有 35 户有
劳动能力，其余的怎么解决？李
统伟和村干部们想出个妙招。
有劳动能力又想养鱼的，可以
和当地的淡水养殖公司签订合
同，实行“公司+贫困户”的扶贫
模式，公司向贫困户预支鱼苗、
饲料并无偿教授养殖技术，在
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统一收
购并提供价格兜底保护，确保
贫困户不吃亏。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李统伟和村干部们引导他
们把申领到的扶贫资金投资到
当地的淡水养殖公司中去，每
年给予他们 10% 以上的投资
分红，让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也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今年 52 岁的村民李亮喜
是狮峰村“养鱼大计”的受益者之一。李亮喜一家六
口人，上有一对父母年迈患病，下有一双儿女正在上
学，全家就靠他和妻子做农活和打短工勉强度日。在
村干部的引导下，李亮喜到村里的淡水养殖公司打
工，每月 2800 元的稳定收入加上年底分红，一年下
来能挣到 3 万多元。

腰包逐渐鼓起来的李亮喜又承包了两个鱼塘。
如今，李亮喜年收入 8 万元左右。“日子越过越好，村
干部给我家谋了一条好生路！”

养鱼让大家脱了贫，怎么才能让村民们真正致
富？随着村里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狮峰村旧
貌换新颜，村容村貌大改观。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潮
州、汕头甚至是邻省福建自驾前来游玩。

这让李统伟和村干部们眼前一亮。他们发动村
民对旧房、危房进行翻修，将其打造成乡间民宿，吸
引了不少游客。据李统伟介绍，一栋三间房的民宿一
年可以给村民带来近 5000 元的收入。

截至 2018 年年底，狮峰村 48 户 137 人已全部
实现预脱贫。如何避免贫困户返贫，让他们真正走上
致富路又成了新的课题。如今，李统伟和村干部们正
忙着和旅游公司对接，依托白鹭湖和狮峰山的旅游
资源，开发出更多新项目。

(记者孙少龙)新华社广州 3 月 23 日电

▲阿扎提古丽·阿布都拉做快递生意，名气渐盛，人送名号“快递小姐姐”。 新华社记者贺占军摄

▲ 3 月 13 日，余彩红骑车经过扶贫车间。 新华社记者张玉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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