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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4 月 1 日电(记者张志龙、邵琨、闫
祥岭)2018 年，山东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发力，盯紧
“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集中力量
攻坚克难。截至 2018 年底，17 . 2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3 年累计减贫 251 . 6 万，基本完成脱贫任务。记
者近日在山东菏泽、临沂、潍坊等多地调研了解到，
各地着力巩固提升脱贫成果，逐步建立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

给滩区群众一个稳稳的家

在菏泽市鄄城县李进士堂镇镇政府驻地的新居住
点，田楼村在这里的迁建点已经入住了 768 户，2500
多人。

“做梦都没想到能住这么宽敞明亮的楼房。”71 岁
的村民彭步青说，以前住的房子小，且滩区的房子容易
被黄河水浸泡损坏。这次终于能安心住下来了。

鄄城县黄河滩区迁建涉及李进士堂、左营、旧城、
董口 4 个乡镇，49 个自然村 12923 户、41727 人，涵盖
易地扶贫搬迁、迁建村台、居民外迁和居民迁建试点四

类项目。目前已经有 1 万多名群众实现了搬迁。
灌溉难，吃水难，用电难，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

安居难，娶亲难——— 滩区人，祖祖辈辈与“滩区八难”为
伴。相比改革开放 40 年来滩区外各种基础设施的突飞
猛进，许多滩区内“水、电、路、学、医”等公共设施不仅
十分滞后，而且屡遭水患损毁，脱贫攻坚任务较为艰
巨。

据介绍，以中央 60 亿元补助为动力，山东正想尽
办法加大投入力度，采取就地就近筑村台、外迁安置、
筑堤保护等方式，为 60 万滩区群众的安居梦想而努力
奋斗。

发扬沂蒙老区精神 攻克深贫堡垒

走进刘加芹在临沂市平邑县武台镇咸家庄村开办
的凯凯服饰有限公司，一台台电动缝纫机快速运转，一
件件衣服在工人手中成型。至今已有 12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刘加芹的帮助下脱贫。

和刘加芹同村的贫困户赵治美，丈夫常年患病，一
直靠药物维持，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家庭十分困难。“刘

大姐不仅教会了我裁剪、缝制衣服，还送来一台缝纫
机，让我每月不出门就能拿上 1000 多元工资，再也
不用为生活发愁了。”赵治美说。

临沂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临沂市
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剩余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摘帽，已脱贫人口
实现稳定脱贫。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革命老区还坚持靶向施策，
以破隘之力攻克深贫堡垒。继续为贫困人口购买人
均 260 元的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巩固完善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机构兜底、民政救助
救济“五位一体”安全屏障。

锁定“老弱病残”群体 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

白菜炖粉条、萝卜炒肉、小米粥和香蕉……在山
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绿康源养老院的一间屋
子里，热气腾腾的午饭送到了 80 岁的老人孙玉娥的
床边。还有专人照顾她的起居，有医护人员来送医问

诊。
过去，孙玉娥虽然有低保补贴，但还是有起居、就

医等心事。孙玉娥担忧的消除，得益于潍坊市峡山区
政府的改善民生系列工程，建立起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作、全社会参与的精准扶贫和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救
助体系，实现特殊困难群体经济有救助、生活有照料
的目标。

由于身心障碍、劳动能力有限等原因，残疾人及
其家庭成为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的特殊困难群体。
山东锁定“老弱病残”群体，群策群力巩固提升脱贫成
果。

数据显示，2018 年，山东基本完成 17 . 2 万省扶贫
标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巩固 253 万已脱贫
享受政策人口的脱贫成果；7005 个建档立卡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中尚未退出的 68 个村全部退出；2000 个
省扶贫工作重点村贫困人口基本脱贫……

山东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 年，山东将
着力巩固提升脱贫成果，逐步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加快推进 2000 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延伸。

盯紧“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

山东攻坚深度贫困，给群众一个稳稳的家

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两个达里雅布依，一个
是距离 G315 国道 200 公里的“旧”达里雅布依，一
个是距离 G315 国道 91 公里的“新”达里雅布依。新
旧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脱贫人口大迁移。

于田县位于我国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
新疆和田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近
一半，165 个村中就有 161 个贫困村，属于深度贫困
县，达里雅布依就是其中之一。

无信号、无常明电、每年连续 7 个月的风沙、土
地贫瘠产出低、旱涝贯穿全年的河水、几天才能走完
的沙漠路……居住在这里的村民长期以放牧维持生
计，脱贫增收困难，是困扰“旧”达里雅布依发展的难
题。

2016 年，在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和生态恶化的双
重考虑下，于田县将达里雅布依搬迁提上了议程，一
年后，“新”达里雅布依在距离迁出地 110 公里外的
地方拔地而起。

走进达里雅布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排排
崭新的房子鳞次栉比，屋前小院，木制院墙，门前干
净整洁的柏油路一直通到不远处的县城。安置点学
校、卫生院、自来水厂、车站、旅游接待中心等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安置房内电视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
现代化装饰应有尽有，基本满足了搬迁群众的生活
需求。

“自来水真甜”是搬迁安置点居民对记者最常说
的一句话，他们对水管中流出的“甜水”很满意。当地

蒸发量惊人，以前居民饮用水多为高氟、高碱水，远
远达不到国家饮用水标准。今年政府投入资金，在当
地兴建供水处理厂，解决存在多年的饮水安全问题。

“活了 43 年，第一次住上有钢筋混凝土的砖
房。”牧民古力速汗·吾斯曼说。以前她家住的是用胡
杨、红柳、芦苇、淤泥盘搭而起的“芭子屋”。这种夏不
遮阳、冬不避暑、风起沙进的房子曾让她吃尽了苦
头，与温暖、安全的新居根本没法比。

易地扶贫搬迁教育保障是关键，也是搬迁群众
“搬得出、留得住”的有力支撑。

“不仅学校教学质量高，学生上学也近了。”达里
雅布依小学校长艾则孜·托合提说。搬迁前，学校深
处沙漠腹地，牧民居住分散，几十公里的上学沙漠
路，学生往往要走上大半天。

搬迁不仅要搬出新天地，更要搬出好日子。牧民
布外古力·买买提的商店经常卖断货，三天两头就要
去县城进货；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支教老师罗小虎立
下誓言“最少扎根五年”；牧民海日木汗·托胡提搬来
了就不想走，天天想着进县城……“新”达里雅布依
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今年底，剩余的 114 户牧民也将搬迁至此，未
来通过有组织的赴外地就业，发展旅游业、畜牧业、

大芸种植等方式让居民脱贫致富，真正实现‘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于田县扶贫办主任唐明
生说。

(记者高晗、白佳丽)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这些天正忙着扩建农家院呢！”白毛庄村的刘媛
看着房前成堆的建筑材料，脸上挂满笑容，“去年挣了
近 20 万，而且经营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好，现在 10 间
客房已经不够住了，打算再扩建 8 间。”

刘媛家所在的白毛庄村位于天津宝坻区林亭口镇，

是一个紧邻潮白新河的小村庄。谈起村里办得火热的农
家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树林感慨道：“以前
大伙儿只知农家苦，谁会想到有‘农家乐’这回事。”

白毛庄曾经位置偏僻，交通不便，80 余户村民长
久以来都过着“地里刨食、水里捞食”的苦日子，人均年
收入不到 1 万元。改变出现在 2013 年。这一年，天津市
决定开展联系群众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从市级机关、

市属企事业单位选派驻村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全市
500 个困难村进行精准帮扶。白毛庄村幸运地进入了
帮扶名单，来自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的帮扶组来到
这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共谋发展。

“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人才、理念、资金、技术，

为我们全村带来了新希望。”冯树林说。

帮扶期间，上级政府投入 200 万元，帮扶组先后投
入近 60 万元，白毛庄村有了充足的发展资金。他们硬
化道路，打通村子连接唐廊公路的断头路；清理坑塘，
恢复水面面积 40 多亩；修建地下排水管道、公厕，安装
了路灯、垃圾回收箱……

“那些日子，整天都能看到帮扶干部和村干部们忙
前忙后。村里也是一天一个样。”69 岁的村民冯旺说，
“村里搞乡村旅游，喊得很响，可是大家谁都没经验，所

以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为打消大家的顾虑，村党支部和帮扶组商议决定，
带大家伙儿出去看看。在镇里的支持下，2013 年夏天，
白毛庄村 40 多个村民去往北京和河北农村考察学习。

冯树林说：“在河北昌黎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不仅
让人‘嘴馋’，当地农民鼓鼓的腰包、红火的日子，更让人
‘眼馋’。”回来后，村子上下对提升基础设施、发展旅游产
业积极性一下就提高了。大家还想，在村里也种上葡萄。

为此，帮扶组为村里买来优质葡萄籽，免费发给村
民，投资搭建葡萄架子。白毛庄村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葡
萄，村庄街道被改造成了一条 2000 米长的生态葡萄走
廊。原本“土气”的白毛庄，转身一变成了“葡萄庄园”。

帮扶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着手改善村居环
境的同时，还考虑到创造经济效益。”除了葡萄长廊，在
治理改造坑塘时，帮扶组还为村里培育了野生垂钓的
旅游项目。

现在的白毛庄，农家院就有 10 家，还发展出了垂
钓、认种认养、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村民的土地则流
转给了几家大户做规模化经营。

结对帮扶工作结束后，白毛庄村成功摘掉了困难
村的帽子。农家院现在每月收入最少的也达到 1 万元
以上，村集体每年还有 20 多万元的稳定收入用于公共
建设。冯旺种了一辈子的地，看到村里的变化，他打心
底感到高兴：“全靠国家支持，村里才有翻天覆地的改
变。以前是我们羡慕别的村，现在大家都来羡慕我们白
毛庄了。” (记者黄江林)据新华社天津电

易地搬迁，沙漠小村搬出新天地就地帮扶，河边小庄帮出好日子

▲在河南省卢氏县沙河乡果角村，任当锋在喂羊(3 月 27 日摄)。
今年 41 岁的任当锋是河南省卢氏县沙河乡果角村村民。他多年在外打工，由于腰部有伤不能干重活，只能在工地上看管仓库，收入微薄。任当锋的母亲重病在

床，没有劳动能力，每个月还有一定的医药费支出。
2018 年，在知悉卢氏县的金融扶贫政策后，任当锋返乡创业，用贷来的 5 万元无担保无抵押小额贷款，购买了 38 只羊，从打工仔变成了一个羊倌。

由于缺乏养殖经验，第一个冬天就有 15 只新出生的小羊夭折，这对任当锋的打击很大。“当时心里很难受，半年的努力都白费了。”但任当锋没有放弃，他刻苦
钻研养殖知识，有不懂的地方就询问养殖大户。“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加倍努力。”任当锋说。

现在，任当锋的羊群已经扩大到了 54 只，其中不少母羊还怀了孕。在放羊的同时，任当锋也能在家照顾自己的母亲。“靠别人不如靠自己，羊是自己的，虽然累
但是有干劲。”

在春暖花开的山岭上，任当锋和他的羊群走在脱贫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张玥)初春
的黑土地上透着一丝凉意。黑龙江省
勃利县田润产业扶贫设施农业园的温
室大棚内绿意盎然，已经成熟的草莓
圆润可人，等待着与游人亲密邂逅。

“有机标准种植，绿色无污染。”田
润产业扶贫设施农业园经理彭伟从地
里掐下一颗粉白饱满的草莓，递给采
摘的游客。

乳白色的果肉，被粉红色的果皮
包裹，看似不成熟的颜色，却淌出甜蜜
的汁水。浅尝之后，细腻和甘甜满足了
心中所有好奇。

这种甜蜜的草莓名叫小白，是由
草莓品种“红颜”变异而来。与果皮果
肉均为红色的“红颜”不同，“小白”的
果皮呈粉白色，果肉呈白色，具有清香
的气味和香甜的口感。

“勃利县的土质很适合种草莓，但
是市场上的草莓品种琳琅满目，价格
参差不齐。只重视产量，注定要被市场
淘汰。加入科技手段提升品质，才能占
领市场。”彭伟说。彭伟大学读的专业
是农学，毕业后毅然返回家乡，要在这
片土地上“折腾”出点名堂。

2018 年 7 月，由财政部门、企业
共同出资，总面积 11 万平方米的田润
产业扶贫设施农业园建成投产。一期
16 栋科技型日光温室种植了有机草
莓和有机玉米，农业园收益的 45% 作
为扶贫项目收益，用于勃利县的脱贫攻坚。

全自动的温室大棚，24 小时全天候监控植物的各
项生长指标。每个大棚中都有蜂箱，住着为草莓花朵授
粉的蜜蜂。草莓的生长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农药、生长调节剂，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为草莓营造天
然的生长环境。7 个月后，第一批“小白”草莓陆续产
出，零售价 136 元一公斤，是市场上普通草莓价钱的 3
倍。生长在温室中的“小白”草莓迎来了采摘季。

家住勃利县小五站镇的付丽杰和十几个同乡在农
业园打工，负责草莓的田间管理、采摘和包装。她摘下
一颗粉白色的草莓，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再把草莓
逐个包装好，放进包装盒。一盒 12 颗草莓，能卖到 80
元，她也因为“照顾”这些草莓，每月收入两千多元。

黑土地上长出的“小白”草莓带来了扶贫的新思
路，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草莓进入丰收季，用工
量能达到四五十人，很多贫困户在这里实现了脱贫梦。

“我们在这儿打工，一年能挣两万多元。农民种多
少地才能挣这些钱！关键还不用风吹日晒，不靠天吃
饭。”在家门口找到了好营生的付丽杰说，现在的生活
像草莓一样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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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在在脱脱贫贫路路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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