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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2 日电(记者孙英威、梁冬、黄腾)“这也不像农村
啊，咋整得跟花园似的。”如今在黑龙江拜泉县上升乡团结村，时常有外来
客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两年来，团结村村两委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努力
不懈，以安定民心为起点，以凝聚民心为目标，用“团结”振兴了团结村。

创新党建工作 重聚涣散人心

“现在有 3 种价格不一的炉灶，大家看看选购哪种好。”
“先别谈价格，咱得先看到实物啥样才能下判断。”
在团结村的一场党员议事会上，新型炉灶的采购成为讨论的重点。党

员们接二连三发言，最后大家拍板决定，3 个型号炉灶都试试，哪个实用
买哪个。

团结村所在的拜泉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全村 2705 名村民中有
贫困人口 245 人。村里有党员 50 名，一小半经常在外务工。

“驻村工作队来之前，党员不拿自己当党员。”提起从前村党建状况，
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张文义说，那时支部要开会，党员不愿来，村民也离党
组织越来越远。

2017 年 6 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团结村。
经走访调研，工作队和村两委认为，团结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党组织在带
动农民致富方面未能起到核心作用。工作队针对村党组织涣散问题“有的
放矢”，创新搭建了党员议事会等平台。

“过去有建议没地方提，时间长了党员们自然没了心气。现在通过开展党

员议事，党员们有了存在感。”团结村老党员丁甲林说，现在每月都要召开一
次党员议事会，每逢有重大事务还会临时召开。前段时间，工作队员们发现
洋甘菊种植项目前景不错，便在党员议事会上征求意见，收到良好效果。

为密切党群关系，团结村还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党员设岗定责、“多帮
一”联建共建等活动。村民对党组织和党员越来越信服、越来越拥护。

69 岁的老党员王作臣常常在村里“转悠”，见到谁家门前卫生没搞好，
他马上就去提醒，有时还自己拿着笤帚扫起来。“党员设岗定责给我定了环
境卫生维护岗，咱是老党员，干就好好干，必须维护得干干净净的。”

党组织重焕生机，村民也找回了主心骨。两年多来已有多人提交了入
党申请书。

厚植产业根基 增收致富“强心”

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致认为，要彻底拔掉“穷根”，村里必须拥有强健的
产业根基。

团结村有蔬菜种植传统，同时有邻近县城的地利。工作队和村两委对
全村摸底后认为：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大有可为。

这一方案得到拜泉县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很快，67 个蔬菜大棚在农
家院里拔地而起，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绿色“小院菜”很快畅销县城。

贫困户谢守龙的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没多久谢守龙又突发脑出
血，家里为救治父子俩欠下大量外债，生活困窘。去年开始，谢守龙与母
亲在自家庭院里种上了“小院菜”，全年增收 3000 余元。加上妻子在外
打工的收入，一家人的好日子又有了盼头。“侍弄好大棚就能增加收入
供孩子读书了。”谢守龙说。

种“小院菜”增收真切地改善了贫困户们的生活。通过在周边城市推
广、在微商电商平台上零售，“小院菜”去年全年共吸引包年订单 200 多
份，成为村民增收重要项目之一。

此外，团结村还引进了一家食用菌企业。在该企业打工的贫困户王秀

霞告诉记者：“平时一天有 80 元钱的收入，一年能挣上一两万元”。
像王秀霞一样在村里企业打工的村民有 120 余人，除了务工收入，

2018 年通过折股量化分红等方式，带动团结村 110 户 185 名村民人均增
收 930 元以上。

另外，依靠黑龙江省扶贫政策，团结村还新建了占地 7000 平方米的
光伏发电站，预计将带动 60 户村民户均年增收约 3000 元。

“这两年村里新建产业越来越多，守在家里就能把钱赚了。”村民王会
娟说，“这要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专注服务民生 美好生活“安心”

“以往村里都是沙土路，一到大雨天，烂泥成坑，大人要背着孩子走上
二里地，之后再换车到县里上学。村里菜也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园子里。”
王作臣说。

除了路不好走，吃水也困难。村里每天供水时间固定。遇到农忙时
节，错过时间接不到水，就做不成饭。下地干活回来身上又是汗又是土，
也没法洗澡。

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团结村从省交通部门争取投资近 900 万元，对
整村道路进行全面硬化；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村里协调省水利部门争取
到二次供水厂项目，实现全天供水。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王作臣笑着说。
“再也不用存水了，想什么时候用水就什么时候用！”村民邹翠玲说话

时喜上眉梢。
如今的团结村道路宽阔、绿树成行；村民家里窗明几净、庭院整洁。全

村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村民们制定了村规民约，产生了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监督的内生动力。

“扶贫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要提升人的素质，进而引领大家团结
一心，奔向幸福生活。”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王绪新说。

“团结”振兴团结村，不像农村像花园
黑龙江拜泉县团结村凝聚民心攻坚脱贫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李志浩、张晓龙)说起水，买买提·阿不拉老
人想到了三种滋味：涝坝水、山泉水、自来水。在新疆南部黑尔塔格山脚生
活 70 余年的他，一生喝过这三种水。

处在天山支脉黑尔塔格山南麓的新疆阿
克苏地区柯坪县，是老人的家乡。荒漠、戈壁、
山区面积占据全县总面积 72 . 4%，县域东南
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与南疆多数地区的
干旱气候类似，柯坪县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近 40 倍，地表水弥足珍贵。

“以前，我们喝大涝坝的水，人畜共饮一
池子水。”回想少年，山区长大的买买提老人
说，冬天冰封河面，需破冰化水，到春天，水里
长有各种微生物，特别是在蝌蚪繁殖季节只
能喝“蝌蚪水”，许多人还患上了大脖子病(甲
状腺肿大)。

1995 年，新疆开始实施大规模人畜饮水
工程建设。柯坪县持续 20 余年的改水工作亦
在此背景下启动。为了挖渠引水，书记、县长、
农牧民齐上阵。30 公里的山渠，人人有份，买
买提老人当时负责其中的 6 米。“我们是掂着馕、卷着铺盖去的，吃住在工
地，许多人手都打起了血泡。”

不久，引水工程贯通，清澈的泉水流到山下乡村。“泉水比涝坝水好多
了，干净。”话讲到这，那年通水时的喜悦又浮现在老人脸上。

但水的问题并未解决。“泉水是来了，味儿却是苦的。”老人皱了眉，他
的牙齿因水而斑驳泛黄。

柯坪县城乡饮水管理站站长艾尼·阿布都热合曼说，泉水总硬度、硫
酸根离子、硫化物超标，矿化度高，县域内的水属于苦咸水，人长期喝容易

得胆结石等病。国家饮用水标准在提高，柯坪县后来对地下水、地表水做
过普查，“根本找不到好水。”

随后的 20 年间，多项农村水处理工程在柯坪县陆续建成并投入使
用。约十年前，买买提老人和乡亲们喝上了直接入
户的自来水，水源来自经过水厂处理的地下水和
泉水。但由于缺少好的水源，水源水质差、水量不
足、设备运行成本高昂等，群众供水仍难得到保
障。

而随着柯坪县城区规模扩大、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用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饮水问题
“扼住”了柯坪脱贫与发展的咽喉。

2014 年，“全县无好水”的柯坪县走出了县
界，到周边地区多处地下水丰富区进行水文地质
详查，对水质、水量、供水保证率等反复比对。最
终，100 公里外的温宿县恰格拉克乡英巴格买里
村，被选定为柯坪县 5 . 6 万群众的新水源地。

但数亿元的资金投入，成了横在贫困县面前
的无解难题。

转机发生在 2016 年。为彻底解决广大农村地
区安全饮水问题，中央政府安排专项资金，重点向南疆这样的贫困地区倾
斜。得益于中央和自治区的支持，总投资 6 . 09 个亿的柯坪县城乡饮水安
全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底完工，全面通水入户。

经过多次检测，艾尼·阿布都热合曼说，目前全县饮用水水质已经达
标，水量也符合设计目标。

已过古稀之年的买买提老人，在家中没有烧奶茶，而是烧了一杯自来
水。几口喝下，他咧嘴一笑，露出已脱落不全的牙齿，“这水跟以前的味道都不
一样了。”

新疆古稀老人喝过的“三种水”

不善言辞的张瓦匠成了县里名人。在大巴山深处的重庆市城口县，
280 余户贫困户追随了他的脚步。

张瓦匠名叫张瑞波，是城口县明通镇金六村村民。前些年，他居住
在破旧的土坯房里，母亲重病卧床，儿子正在上学，母亲的医药费和儿
子的学杂费是家里沉重的负担。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没有一技之长的张瑞波，除了伺候卧床的
母亲，就是侍弄“挂”在山坡上的十几亩山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全家
人勉强填饱肚子。2015 年，他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两年后的一天，张瑞波接到村支书肖加云召集贫困户开会的电话
时，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不想当贫困户了……”

肖加云立即将情况向镇党委政府报告。对口联系金六村的镇党委
副书记贺书逊心里直犯嘀咕：“难道他对脱贫政策、对干部的工作不满
意？”

脱贫政策包含“真金白银”，他为啥不想当贫困户？
贺书逊百思不得其解，遂登门拜访。张瑞波敞开心扉：“我现在有了

技术，日子也越来越好，不想给国家添麻烦了。”

张瑞波被确定为贫困户之后，母亲治病和儿子上学的费用大部分
得到减免，政府以建房补贴的方式，帮助他从山上搬迁到公路沿线。张
瑞波还被推荐到镇上的工程队做泥水工，勤奋的他很快学到了砌砖盖
房的好手艺，村民们盖房修房都愿意找“张瓦匠”。

很快，儿子高中毕业，回到镇上的中学当了保安。去年，张瑞波当瓦
匠加上养猪，一年挣了 4 万多元，儿子一年收入也有 1 万多元。唯一的
遗憾就是母亲去世，没有享受如今的好日子。

贺书逊登门拜访几天后，就收到了张瑞波的自愿脱贫申请书，上面
歪歪扭扭写着：“我享受了国家不少优惠政策”“不能光靠国家，我有力
气，也有技术，只要自己勤劳肯干，日子就会越来越好，我申请不当贫困
户了。”

“张瑞波已达到脱贫标准，为防止返贫，他原则上可以继续享受一
段时间脱贫政策。”贺书逊说，镇党委政府经过研究，考虑到张瑞波返贫
可能性较小，且自愿脱贫意愿强烈，就批准了他的申请。

张瓦匠成了城口县第一个自愿摘掉“贫困帽”的贫困户。消息不胫而走，
在全县的贫困户中引起很大反响。

在张瑞波的带动下，一年多以来，仅明通镇党委政府就收到 120 多
份自愿脱贫申请书，经过严格审核和谨慎论证，其中 64 户贫困户自愿
摘掉“贫困帽”。全县有 280 余户贫困户提交了自愿脱贫申请，经过多级
多层核查，120 余户贫困户被批准“摘帽”。

如今，张瑞波不仅自己当瓦匠，也开始试着组建工程队承包工程，
希望能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看吧，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张瑞波笑着说。
(记者赵宇飞)新华社重庆电

张瓦匠为啥自愿脱贫

广西平乐县融媒体中心自去年 10 月正式运营后，专门开设专栏宣
传扶贫活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平乐县组
织慈善晚会，举办送戏下乡专场扶贫演出，县融媒体中心都精心准备，
适度预热后用手机端进行直播，让全县各阶层人士更广泛地关注扶贫、
支持扶贫工作。今年 3 月，县里将成立爱心中转站的消息经融媒体中心
发布后，共有来自县内外的 18 家企业到现场捐赠了现金或扶贫物资。
当天，家住大发瑶族乡苍板村的 76 岁贫困户孔庆芬与其他乡镇的 18
位贫困户通过新闻获悉县里成立爱心中转站后赶到现场，都领到了大
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为帮助偏远村屯的贫困户销售自产的农产品，融媒体中心将县电
商平台纳入融媒体微信公众号“平乐发布”。目前全县已有 60 多家电商
进驻“平乐发布”，通过该电商平台发布农产品销售信息，向更多的消费
者推荐贫困户自产的农产品，有柿子、柿饼、红薯干、大水李等 30 个品
种。仅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全县通过电商销售的农产品就
达到 2500 多万元。

平乐县融媒体中心还通过网络及“平乐发布”开通“民意直通车”，
让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委办局领导了解基层群众尤其是贫困户的
所思所想所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张家镇贫困村老埠村委砧板寨到湴
田村路段坑洼难行，影响了贫困村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村民们通过民意
直通车反映情况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今年 5 月，这条路段开
始进行水泥硬化，全长约 1 . 2 公里、宽 12 米，总投资约 420 万元。今年
秋天，这条在建的宽敞水泥路就可竣工通车。 (陈利、石丽梅)

平乐发挥融媒体优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羊之乡”

养羊致富

▲ 7 月 21 日，在长兴德睿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低收入农户在检查湖羊生长情况。低收入农户的湖
羊集中在农业公司统一养殖，便于农户学习饲养知识，也便于管理，保证出栏湖羊能达到统一标准。

近年来，“湖羊之乡”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以“产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帮扶低收入农户养殖湖羊增收
致富。目前全乡共有 24 户低收入帮扶对象认领 240 头“扶贫羊”，每年每户可增收 1 . 8 万元。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涝涝坝坝水水：：人人畜畜共共饮饮，，水水里里长长有有

各各种种微微生生物物

山山泉泉水水：：味味儿儿是是苦苦的的，，人人长长期期

喝喝容容易易得得胆胆结结石石等等病病

自自来来水水：：从从““全全县县无无好好水水””到到水水

质质达达标标，，水水量量符符合合设设计计目目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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