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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记者孙波、张斌、侯雪静）卖还
是不卖？面对相比往年略低的收购价，延安市延川县脱贫户杨
志平和帮扶干部蹲在果园里，激烈地讨论着。秋日暖阳下，又
一笔生意有了眉目。

今年 5 月，随着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革命圣
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截至今年 5 月中旬，全国共有
436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的 52 .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县摘帽后，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

贫困县摘帽进程已经过半，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步伐正
在加快。记者走访多个脱贫县看到，当下各地正在采取有效措
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井冈山到宝塔山 脱贫后干劲儿更足

“神山是个穷地方，有女莫嫁神山郎；神山现在变化大，家
家户户新农庄！”见到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时，他正向游客们
讲述神山村的今昔变化。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考察
时，来到茅坪乡神山村，看望慰问贫困户、烈士后代。他指出，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腾出农房、置办餐具桌椅，当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在村里办
起第一家农家乐时，她没有想到，靠着农家乐，如今她家的年
收入超过 10 万元。

如今，走进神山村，青石路绵亘蜿蜒，白墙黛瓦的客家民
居错落有致，村里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200 元，昔日
的穷山村已经变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就像我们村民说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我
们神山村神气起来了！”彭夏英高兴地说。

2017 年 2 月 26 日，革命摇篮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宣布脱
贫，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1500 余公里外，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后，226 万
老区人民开启了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两片红色土地的脱贫之路，见证着中
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眼下，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宜川县云岩镇辛户村异常热闹，
每天，前来村里收苹果的货车络绎不绝。用筐子装，用小车拉，
村里人忙得停不下脚。

告别“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世世代代住在土窑洞”的
日子后，如今的辛户村修通了路，种上了苹果，人均年收入
已经突破 3 万元，近一半群众住进了“小别墅”，不少村民还
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几乎家家都有小轿车，村里还办起了
敬老院。

辛户村村支书张延刚说：“卖完苹果还歇不了，我们延安
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专家来村给我们讲讲课，我们的苹果
产业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目标不变靶心不散 稳脱贫防返贫

“闺女，怎么又到村里来了？最近都挺好，没事不用天天跑
哟。”朱集村村头，贫困户周学正看到刘双燕从三轮车上跳下
来，迎到她跟前说，今年真是发了“羊财”。

“ 3 年前，村里发了种羊，刘书记说不要卖了，也不要吃
掉，要羊生羊、发‘羊财’，没想到靠这个还真脱了贫。”周学正
脸上乐滋滋。

刘双燕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汝集镇朱集村的驻村第一
书记，今年是她驻村的第九个年头。尽管朱集村 2016 年就已
顺利脱贫出列，但刘双燕依旧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不愿
离开。

“出列不是终点站，村里一日还有贫困户，我一日不离
岗。”瘦弱的她，话语间迸发出无尽力量。

如今的朱集村已经建成 200 多亩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全
村种植经济林木 379 亩，惠及贫困户 190 户 378 人，村民们的
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像刘双燕这样的干部还有很多，他们舍弃小家，一心扎根
基层，誓要带领老乡们战胜贫困、迎来幸福。

摆脱贫困如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记者在多地采访看
到，脱贫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这些
政策正在很多脱贫县得到落实。

走进河南滑县枣村乡，金泰制衣西徐营村分厂的扶贫车
间正在加紧生产。“今年 9 月接到了 1 万件羽绒服的订单，这
个订单还没做完，下一个数量更大的订单已经等着了。”车间
负责人袁艳姣说。

驻村干部介绍，西徐营村建了 6 个加工厂，吸收就业 300
多人，人均月工资达到 2500 元以上，这些扶贫产业成为滑县
脱贫摘帽后，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重要支撑。

今年 4 月，湖北丹江口市退出贫困县序列，为了防止扶贫
干部“走读”“挂名”式驻村，摘帽之后，当地仍然严格督促落实
驻村干部每周“5 天 4 夜”的驻村要求。

湖北省扶贫办副主任蔡党明说：“面对全省剩余的 98 . 3
万贫困人口脱贫、17 个贫困县摘帽的任务，我们近补短板，远
防返贫，将做到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坚决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

期待收入再翻番 日子更红火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眼下，
村里在建的奶站和奶吧让牧民们充满期待。

平均海拔超过 3500 米的俄达门巴村，位于被称为“中国
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 318 沿线。近年来，这个藏语意为“迁徙
过来的部落”的村子通过“企业+牧场+合作社+牧民”的经营
模式，帮助牧民把牦牛奶卖出了好价钱。

2018 年，全村增收 46 万元，户均增收 5200 元。但因为奶
站很远，这些钱挣得并不容易。24 岁的村民根翁说，他和家人
凌晨 4 点就要开始挤牦牛奶，然后翻过海拔 4300 米的折多
山，送到收购点。

“现在就等奶站和奶吧建好，我们再也不需要跑远路了，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根翁满怀期待地说。

对村民增收，俄达门巴村第一书记井钟也底气十足：“我
们村上已为贫困户购买和饲养了 370 头牦牛，按照每头牦牛
一天产 3 斤奶，每户牧民每年可实际增收 11340 元，巩固脱贫
成果不成问题，收入还能再翻一番！”

经济摆脱贫困，路越走越宽。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乌苏里江边的田野一片金黄，48 岁

的郭守振站在猪圈里，一边干活一边念叨着：“今年‘送礼’送
点啥好呢？”

郭守振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大通河乡青山村村民，年轻时，
他一门心思想过上“手头松快”的日子，可折腾了这么多年，穷
日子就像乌苏里江长长的流水，一眼望不到尽头。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力度不断加大，位于祖国边陲的饶河
县也感受到浓浓春意。2017 年，扶贫干部带来了 100 多只鸡
雏和鹅雏，郭守振夫妻俩起早贪黑伺候这些“宝贝”，一年下来
收入 4000 多元，加上其他补贴，全年进账八九千元。

“手头彻底松快了”之后的郭守振想做点事感谢一下大
家，于是把杀好的鸡给帮扶过他的人送去，可又被人退了回
来，“送礼”不成的他把鸡转手送到敬老院。

“自己脱贫不算啥，我要带领老乡们一起脱贫奔小康。”这
是脱贫后郭守振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

养殖利润加上在村里担任保洁员的收入及各种补助，保
守估计，今年郭守振夫妻俩收入将在 2 万元以上。

郭守振笑着，抬手向窗外猪圈一指：“今年‘送礼’就送它
了！”

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因户施策，越来越多脱贫
地区迎来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彻底告别贫困，奋力奔向
小康。

（参与记者：邬慧颖、吴慧珺、李伟、孙清清、张超群、黄腾）

脱贫后不松劲，目标不变频道不换
贫困县摘帽过半，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稳脱贫防返贫

总 书 记 关 心 的 百 姓 身 边 事

新华社郑州 10 月 31 日电（记者王丁、韩朝阳）位于豫西
伏牛山深处的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 310 个行政村中超
过 1/3是贫困村，63 万余人中超过 1/8是贫困人口，是脱贫
攻坚过程中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近年来，为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嵩县认准产业扶贫
是固本之策，依托本地资源和生态优势，按照“县有龙头企业，
乡有主导产业，村有集体经济，户有增收项目”布局，做大做强
扶贫产业，为全县稳定脱贫打下坚实基础。

因地制宜谋发展 培育扶贫特色产业

嵩县县域面积中 95% 为山区，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
称，加上县域面积中 60%是饮用水源地保护区，50%是天然
林保护区，产业发展多受限制，资源优势长期难以转化为发展
优势。

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嵩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异地扶贫
搬迁、强化公共服务等措施先补短板，再谋发展，特色农业是
其因地制宜看准的产业发展方向。

2016 年，经过数次动员后，洛阳企业家郭建桥来到嵩县
种植中药材。素有“天然药库”之称的嵩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郭建桥这样懂经营、会管理、
有资金的投资者是嵩县急缺的产业带头人。

传统中药材种植基地没把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郭建桥
分析原因，关键是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信息告诉我种什么，
我就种什么。”郭建桥在库区乡先后流转 3000 余亩土地种药
材，种的多是白术、板蓝根等“大路货”，但仅 600 亩白术，他去
年就收入 400 余万元。

随着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壮大，其带贫效果日益显现，
120 户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增收租金，44 户贫困户从中分
红，并累计吸纳 300 余人就业增收，仅今年前 10 个月，就发放
工资 310 万元。

近年来，嵩县先后引入 9 家中药材企业，利用“企业+基
地+农户”模式，发展中药材 30 万亩，通过“薪金、租金、股金”
等形式带贫 13000 余户，户均年增收 4000 元以上。此外，嵩县
挖掘资源优势，培育林、烟、牧、菌等十大特色产业，确保每户
贫困户有两个以上稳定增收门路，逐渐实现稳定脱贫。

绿水青山绽希望 全域旅游富民强县

嵩县虽是贫困县，但多山峰、多森林、有河流的嵩县又是
生态资源富裕县，旅游产业成为嵩县摆脱贫困的重要产业。

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地下没矿，山上无林，位于嵩县东南
部的黄庄乡三合村曾是这里最穷的山村。“地在山上挂，旱涝
都害怕，一场大雨来，要啥都没啥。”三合村村支书武松生用一
段顺口溜描述靠天吃饭时村庄的贫穷，“全村 415 户，133 户
都是贫困户。”贫困曾乌云般遮蔽三合村人脱贫致富的希望。

转折发生在 2016 年，村中外出求学归来的年轻人冯亚
珂是村里第一个通过发展旅游致富的。美术专业毕业又在
郑州办过 4 年美术培训班的冯亚珂，深知原生态村落的开
发价值。“我一直想回村里建个写生基地，肯定能赚钱。”他
用筹集到的 150 万元资金在三合村建了首个农家宾馆，主

要接待写生学生，不出所料，开张半年宾馆就营收 20 多
万元。

冯亚珂的成功让村里百姓看到了发展旅游的前景，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三合村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村容村貌，与
70 余家画室签约，成了写生专业村。如今，25 家农家宾馆年
接待游客 3 万余人次，年收入约 400 万元。近年来，更多像
冯亚珂一样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三合村已逐渐发展为集写
生、摄影、研学、培训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2018 年，三合村
脱贫摘帽。

贫困村蝶变景区只是旅游发展的模式之一，近年来，嵩县
通过龙头景区带动、多方合作分红、社会爱心帮扶等模式打造
全域旅游，带动全域脱贫，共打造景区 22 家，发展 23 处乡村
旅游点，1500 余家农家宾馆，提供约 5 万个就业岗位，10 万
山区群众通过旅游增收。

利益联结求双赢 企民互促共建共享

因母亲和妻子有病在身，无法外出打工的闫庄镇裴岭村
贫困户姬留柱只能在土里刨食，一年万把块钱的收入仅勉强

生活。今年 4 月份，59 岁的姬留柱却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好工
作，在奶山羊养殖基地打工增收。“我们夫妻俩管理 200 多只
羊，喂养、扫圈、打针，活不累，一个月能挣 6000 多块钱。”姬留
柱说。

姬留柱的就业机会源于当地引入洛阳妙妙牧场有限公司
发展羊乳产业，企业借助周边 40 个村的集体经济 700 余万元
建设羊舍，再通过分红、就业、代养等形式反馈当地村民，共同
把羊乳产业做大做强。

“短期来讲，借助集体资金能快速起步，长期来看，仅凭一
个公司想养 10 万只奶山羊难度很大，通过农户代养，可以有
效解决奶源问题。”公司总经理刘汇峰说，前端养殖让农户挣
钱，我们靠销售产品盈利，带贫的公益性和企业盈利并不冲
突，而是双赢，企业发展得越好，带贫效果越显著。

产业能做大，农民能增收，集体有收益，企业有效益，产业
扶贫才能见实效、保长久。嵩县县委书记徐新说，发展产业是
稳定脱贫的关键，企业带动是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前提，利益
联结是产业扶贫良性循环的要害。促进企业和农户多种形式
合作，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为脱贫攻坚打下坚实
基础。

“薪金租金股金”创收，认准产业扶贫“固本策”
河南嵩县脱贫攻坚观察

新华社贵阳 10 月 31 日电（记
者汪军、欧甸丘）眼下，贵州省石阡
县大沙坝仡佬族侗族乡付家坪村，
村民正忙着管护果园里的黄桃、蜜
柚、青脆李。傍晚时分，贫困户余启
翠从果园忙完后回到家里。

“丈夫外出务工，我在家里照管
孩子读书，附近果园能上班，这是最
好的事。”站在自家院坝里，余启翠告
诉记者。锄草、施肥、摘果，这些活她
都能做，计件或者按天算，一天至少
收入 70元。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处
的付家坪村，目前发展了 300 亩黄
桃和 150 亩蜜柚，带动了部分留守
群众就近务工。能有这样的条件，还
得靠“两条路”：公路和“网路”。

近几年，村里修通了 18 . 6 公
里通村路通组路，极大方便了运输。
随着 4G 网络覆盖，付家坪村“水果
网上卖”变得越来越流行。村党支部
书记邓真霞介绍，今年村里的 20 万
斤黄桃，至少 80%是通过电商销售
出去的。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大沙
坝乡乡长安冰介绍，随着通讯、交通
越发便捷，当地的生态优势逐步转
化为产业优势，大沙坝因地制宜发
展了 1 . 5 万亩精品水果，一到水果
成熟时节，几乎是一扫而光。

石阡县电商办副主任唐树龙介
绍，自 2015 年石阡县被列入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目
前已建成电商产业园 2000 平方米，
已入驻电商经营主体 13 家。通过在
贫困村、产业基地建设电商服务站，
已设计出本地网销产品包装 32 款。

海拔 700 多米的中坝街道长坡
村，全村大约五分之三的耕地目前已经发展了黄桃产业，面积
有 1100 亩，400 多亩已进入盛产期。村支书冯再刚告诉记者，
通过合作社的专业化运作，随着公路的通畅和电商的进入，今
年村里的黄桃卖出了好价钱。

“去年黄桃烂了一半，只收入 11 万元，今年通过电商全部
卖出去，得了 21 万元。”冯再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之所以去
年烂掉一半，是因为过去没做好产销对接，黄桃成熟后，没办
法在短期内推向市场。今年，通过扶贫干部的积极对接，把电
商引进来，市场销路一下就打开了。

在已有 13 公里通村路通组路的基础上，长坡村目前正在
规划 6 公里产业路，到时候果园里的运输会更方便。驻村第一
书记张弦说，如果 1100 亩全部挂果，到时候产量就会翻倍，订
单也会越来越多，对运输能力的考验也会加大。因此，现在就
要下好产业路“先手棋”。

2018 年，石阡县获得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称号。根
据石阡县交通局统计的数据，目前全县“组组通”已建成大约
1415 公里，通村公路大约 1500 公里，全县 28 个产业园区均
已覆盖水泥路。

随着“网路”和公路越发便捷，农产品销售已经不再局限
于石阡县本地，石阡苔茶、黄桃等特色“阡货”，逐步“走出”深
山，去到千里之外的繁华都市。

为了让“两条路”更加有效助推“阡货出山”，石阡在物流园、
冷库等方面还在加强建设。唐树龙介绍，下一步还将加大电商人
才培训力度，壮大电商队伍，推动更多特色产品在网上流通。

此外，道路交通的着力点主要在提档升级，必要的地方加装
安全设施，有的地方适当加宽，在通达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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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10 月 31 日电（记者褚晓亮、张博宇）黑山村
的人都没想到，靠着小小的蒲黄，贫困户朱庆忠老两口半个月
不到就挣了一万多元。人们都说老朱发了“生态财”。

黑山村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吉林省大安市的海坨乡西部，
地处霍林河流入查干湖的河口附近。这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
的贫困村，蒲黄并不是村里的主业。

蒲黄是蒲草的花粉，六七月份的时候在蒲草的顶端长出，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杨九龙说：“我们村
后有个霍林河冲出来的‘黑山泡’，原本都是芦苇，这两年蒲草
才开始多起来。”

蒲草为什么在这两年多起来了？谈起这一话题，干部和村
民们都来了兴致，向记者道出其中的原委。

历史上，大安所在的白城地区是水草丰美之地，河湖纵
横。后来，由于大开荒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白城地区荒漠
化和盐碱化严重。

近年来，吉林省和白城地区将生态环境整治列入重点任
务，实施了河湖连通工程，把嫩江等自然水系引入大安灌区、向
海湿地等区域，形成了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水系网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多了，蒲草就多了，农民们也
跟着发了“生态财”。

别看蒲黄来钱快，却是个辛苦活，只能手工采摘，要穿着
水衩、推着小船在水里走，而且采摘期也只有十几天，必须披
星戴月，早起晚归。

“黑山泡”成了黑山村的村民们“挖宝”的地方，特别能吃
苦的朱庆忠自然成了“挖宝”的领头人。

老朱虽然是贫困户，却是大家眼里公认的勤快人。他之所
以贫困是因为头几年被诊断出胃癌，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欠
了很多债。老朱身体刚好一些就和老伴开始劳动。用他的话
说，“我不能躺着等政府救济，要靠勤劳脱贫致富。”

在脱贫攻坚中，通过地方政府扶持，朱庆忠养了 3 头母
猪，同时，借助危房改造项目，朱庆忠和老伴搬进了新房子，家
里的庭院也利用了起来，种上了大葱和谷子，每年能多收入上
千元。摘蒲黄更是让老朱找到了一个脱贫和致富的新门道。老
两口也真是能吃苦，蒲黄采摘期里每天都是凌晨三点忙到晚
上八点。

在朱庆忠老两口的带动下，今年村里有 70 多户人家采起
了蒲黄，十几天下来，全村增加了 40 余万元的收入。

“这是我们村的好机会，将来我们还打算组织村里妇女参
加草编培训班，把蒲草也利用起来，做成编织工艺品卖出去。”
杨九龙说。

这几天，朱庆忠庭院里种的谷子也卖得差不多了，因为完
全施用农家肥，每斤小米至少能卖 7 元钱。再加上卖猪崽、种
玉米、摘蒲黄的收入和村里光伏项目给的补助，老两口一年下
来有四五万元的收入。

“我家现在可不是脱贫呢，是致富咧！”朱庆忠憨厚地笑着说。

贫困户老朱的“生态财”

▲洛阳市嵩县黄庄乡香菇种植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在采摘香菇（10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郝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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