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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王金涛、伍
鲲鹏、杨仕彦）云
雾缭绕的大巴山莽
莽苍苍，粉色的野
樱桃花和金黄色的
油菜花点缀其间，
透出勃勃生机。地
处秦巴山区的巫溪
县与城口县，多年
来一直是重庆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近日，记者在
两县采访时，传来
了 它 们 一 起 “ 摘
帽”、并肩脱贫的
好消息。

“脱贫 ，是

奋斗出来的”

巫溪县兰英乡
政府地处深山谷，
由此沿挂壁公路盘
旋而上，行车 1 小
时 左 右 ， 豁 然 开
朗。西安村就坐落
在这个海拔 1600 米
的地方，以种植独
活、贝母等中药材
为主。

正是播种独活
的季节，田间地头
许多农民正忙着。
53 岁的刘进开在一
旁很羡慕，“要是
我家再多一口人，
地再多一点，就能
种更多药材了”。

刘进开前些年
是村里的贫困户，
妻子患重病，女儿
交学费，让他这个

种了半辈子土豆的庄稼人始终在贫困线下。
2016 年，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他们家种上了
独活，从此摆脱贫困。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祖辈相传的种植方
法，让西安村出产的药材品质上乘，供不应
求。数据显示，全村共有 6000 亩地种上了中
药材，带动 100 多户贫困户脱贫。

“脱贫，是奋斗出来的！”兰英乡党委书
记王美君说，“兰英乡虽说是九山半水半分
田，但无论是种药材还是搞旅游，现在不愁没
产业，老百姓只要勤劳肯干，都能找到脱贫致
富的路子。”

在城口县高观镇，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把土地流转给了规模化种植香菇的龙头企业。
镇党委书记高仁茂说，这样一来，他们既有土
地租金收入，也有工资收入，还有产业分红。
2 月 10 日企业一复工，第一批来上班的，建
卡贫困户最多。

“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正当药农们赶着春播之际，重庆天宝药业
公司总经理熊兴桂却有点发愁。受疫情影响，
公司原材料进不来，产品又发不出去，家在外
地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也迟迟不能到岗。

位于城口县的天宝药业是 2 0 1 8 年创立
的，专门从事药材收购和初加工。成立一年多
的时间里，公司仅在城口就和 90 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签订了收购合同，涉及建卡贫困户
2246 户。

“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熊兴
桂说，去年公司收入是 1 亿元，今年有望达到 3
亿元，他的目标是做成年收入超过 30 亿元的大
公司。

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有西
南地区最大的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公司董事
长李晓华介绍，目前基地低温储藏库里的一批
种薯已过销售季节，只能当商品薯卖，整体算
下来，公司可能要损失 50 万元，“虽然有损
失，但没伤元气，公司完全可以承受。”

在巫溪县鸿驰鞋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员工
们正在往货车集装箱装货。公司董事长卢镇发
以前在福建打工， 2014 年回乡创建了这家无
污染的加工企业，产品全部出口。他说，公司
2 月 17 日才复工，虽然交货延期，但这是不
可抗力造成的，外方完全理解。

“我对就业充满信心”

在巫溪县桂花村的院坝里，农民工杨益楷
拿出镇政府开具的健康证明让大家看，他准备
次日自驾返回广东东莞，继续当公司保安。同
村的向国尧则表示，他打工的湖南企业已经复
工并通知他上班。而在广东惠州打工多年的胡
昌钱告诉记者，考虑到孩子在县城上学，决定
在县城做生意了，“我对就业充满信心”。

受疫情影响，巫溪、城口两县的许多农民
工目前正在逐渐往外走。截至目前，城口县
3 . 5 万名外出务工人员中，还有 2 万多人在家
等待。城口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龚涌说：
“这些滞留在家的农民工，有的是因为工作单
位没复工，有的还在观望疫情。政府为让他们
尽快返程，想了很多办法。”

从奖励劳务经纪人到包车把农民工运送回
厂，城口在春节后已先后有组织地输出了近
6000 人。巫溪县则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将
所有返乡农民工进行了线上登记，愿意返程的
送，不愿意返程的根据填报的意愿，在当地提
供就业岗位。

在巫溪县西安村，一直在湖北荆州务工的
杨光威正帮着岳父播种独活，他对记者说，公
司通知他继续耐心等待，“我舍不得放下这个
月收入上万元的工作，疫情总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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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3 月 8 日电（记者李银、杨洪涛、郑
明鸿）农业园区里热火朝天劳作、扶贫车间里有条
不紊生产、外出务工路上“点对点”帮扶……连日来，
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省，在分级精准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的同时，优先解决贫困地区劳动力稳岗就业、
调整结构做强农业产业，确保群众稳定增收。

援企稳岗促就业

走进务川县全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200 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娴熟地加工手机耳机
配件。

“新招的工人正在培训，马上要再开一条生产
线了。”公司负责人赵海说，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
了生产计划，在紧急关头，政府帮助协调了口罩、
消毒液等物资，公司 2 月 21 日得以复工。

43 岁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杨艾容上班两年了，
现在每月收入 3000 多元。“走路上班 20 分钟就到
了，有班上，才能有收入。”她说，两个孩子读书都
要花钱，公司复工当天就上岗了。

“在家创业就业好，方便照顾老和小。”像务川
县一样，德江县、沿河县、册亨县、余庆县等地均通
过实施“一企一策”“一项目一方案”，精准解决企
业困难，助推贫困劳动力和刚脱贫的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

“春节前，社区就打电话问我想不想来上
班。前几天，厂子一开工，我就过来了。”在德江
铭仁食品有限公司上班的贫困户申秀珍说，在
这里上班能照顾小孩，收入也能接受。
公司董事长黄立说，公司集红薯种植、淀粉

生产及深加工为一体，带动了周边 3000 多户农
户增收。“现在库房一件货都没有。由于产品质
优价廉，仅在本地就被抢购一空，为赶订单，最
近加大了招人力度，现在有 60 多名工人正在面
试。”

目前，各地纷纷实施企业缓缴社保、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税收优惠、企业房租负担减免、企业
贷款贴息等措施，各种政策“拧成一股绳”，已帮
助 1410 多个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开工。

除“内拓”岗位外，贵州主动与浙江、广东、
江苏等地沟通对接，向外输出劳务人员，拓宽就
业渠道。截止到 3 月 6 日，全省已有 206 万建档
立卡贫困户外出务工就业。

抢抓农时调结构强产业

“李姐，帮我再拿一捆葱苗。”“哎呀，你栽得
可真快！”……在余庆县白泥镇满溪大坝的农田
里，十几名妇女一边栽葱一边不停说笑着。现场
负责人田维刚说，为不耽误 500 亩大葱订单，趁

着天气好加紧移栽，每个劳动力每天工资 80 元
至 100 元。

白泥镇镇长王代伍说，早在春节前，镇里就
做好了今年产业发展规划、农资储备，拟将
1700 多亩低效作物全部调整发展早熟蔬菜、辣
椒、苦丁茶等高效作物，“现在疫情好转，要抓紧
推进。”

为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2 月以来，贵州各
地抢抓农时，继续调减低效作物，扩大茶叶、食
用菌、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规模，深入推进产业
扶贫。除土地流转和产业分红外，群众还能就近
务工增加收入。

在务川县丰乐镇新场村花椒基地，2 台挖
掘机正在平整荒坡，上百名群众在移栽花椒苗。
“今年计划种 30 万亩，需要大量劳动力。”务川
县花椒办片区负责人冉再光说，眼下正是栽种
的最佳时节，最多时一天有 300 多人在漫山遍
野种花椒，在山地劳动每天收入有 120 元，平地
每天 100 元。

集中火力帮助剩余贫困人口增收

“每天上班 7 小时工资 70 元，加班费另
算。”这几天，沿河县高峰村土家族群众黄廷英
在家门口的草莓大棚务工忙碌。她说，儿子、儿

媳都外出打工了，她在家照顾孙子，每月还有
2000 多元收入。

沿河县地处武陵山区，是尚未摘帽的深度贫
困县。高峰村石漠化严重，长期“靠天吃饭”，是全
省 2760个深度贫困村之一。2018年，江苏省张家
港市善港村开始整村帮扶高峰村，两年多来已帮
助建成有机农业产业园、生态茶叶公园、生态养
殖场等，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4000 多元增至
近 8000元。

“养殖、种植一刻都没停，对鹌鹑养殖还实
行 24 小时监守。”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善港村
驻高峰村精准脱贫攻坚队队长朱洪伟说。

2019 年底，贵州剩余贫困人口 30 . 83 万
人，占全国九分之一。

一秒也不能耽搁！2 月 10 日，“贵州省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向脱贫攻坚战场的这
些难中之难、艰中之艰发起了总攻，对 9 个未摘
帽的深度贫困县和 3 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 1 万
人的摘帽县，由省级领导挂牌督战。全省还有
4 . 3 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扎根基层帮扶。

此外，贵州今年以来还投入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及涉农整合资金 162 亿元，安排项目 1 . 9
万个，目前已开工 9100 多个，将带动大量群众
就业增收。

“在家创业就业好，方便照顾老和小”
贵州脱贫攻坚一线稳就业强产业，确保群众稳定增收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8 日电（记者白明山）疫情
防控关乎健康，复工复产关乎生计。记者在河北省
采访了解到，一批“妇字号”基地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前提下，陆续复工复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贡献巾帼力量。

缝纫机咔嗒咔嗒作响，在河北省临城县耿家
庄村扶贫“微工厂”，箱包加工车间一片忙碌。脱贫
户尹如梅正带领姐妹赶制来自上海的订单，她们
动作轻快麻利。“咱们的活儿一定严格按照标准
来，保质保量完成啊！”尹如梅抬头紧了紧脸上的
口罩，招呼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又忙活
起来。

“感谢县妇联的积极协调，我们留守妇女这么
快复了工。”“微工厂”负责人赵素花说，受疫情影
响，之前我们所需的原料供应不顺，现在好了，县

里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们又有了上海
的订单，接下来就要抓紧生产。

临城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目
前已建成各类扶贫“微工厂”120 多家，吸纳
3000 多名贫困人口就业，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妇
女，“微工厂”成为贫困户脱贫和留守妇女劳动
力转移的主渠道。

民以食为天，复工生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不缺席。

河北玖兴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是河北省巾帼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仲春时节，天气依然有点清
冷，位于保定的公司基地，各项生产有序推进。

“作为关乎百姓‘菜篮子’的民生企业，我们
必须及时复工复产，保障群众的食品供应。”玖
兴农牧负责人孙清辉说，公司女员工比例高，跟

大伙一商量复工的事，大家群情激昂，表示要迎
“疫”而上！在周密安排后，我们正月初六就复工
生产，姐妹们真是好样的！

复工生产，各有各的招，有的由聚集到分
散，干活不断档。

位于保定阜平县的标杆商贸有限公司是
河北省妇联命名的巧手脱贫示范基地。负责人
孟玉梅说，我们由厂房集体生产转为家庭生
产，姐妹们领到任务后，在家加工腰包、编制珍
珠包、缝制双肩背包等产品，日平均收入 100
元，按期完工验收后及时结算工资。

“等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会带领姐妹们重整
行装再出发，注册商标、开辟电商销售渠道、学
习新技术、引进新项目，用加倍的努力为社会贡
献半边天的力量！”孟玉梅说。

河北：复工留守妇女，发展巾帼力量

心系村民的

脱贫女干部

▲ 3 月 7 日，在锦屏县河口乡加池村，锦屏县融媒体中心帮扶干部杨晓琴（左二）和队友给群众送农
用物资。2019 年 7 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融媒体中心与河口乡加池村结成了帮扶对
子。加池村距离县城 50 多公里，是锦屏县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杨晓琴作为锦屏县融媒体中心的负责人，
她吃住在村里，与驻村队员一起谋划脱贫之策。杨晓琴通过多方联系筹集资金，用于整治和美化村庄人居
环境，同时带动农户发展魔芋产业 600 余亩。 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新华社兰州 3
月 8 日电（记者任
延昕）在甘肃省平
凉市崆峒区上杨乡
下杨村，54 岁的白
西艳盘坐在自家炕
头，把手机架在窗
前，双手绕着毛线，
眼睛紧盯屏幕，跟
着正在直播授课的
老师学习钩织手工
艺品。

春节前，在当
地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她和同村妇女
参加了甘肃省妇女
联合会组织的“陇
原巧手”免费手工
编织技能培训。

疫情期间，她
“宅”家多日，并没
闲着。利用已掌握
的技能，她一天织
两双拖鞋，能卖 80
元，足不出户实现
创收。

下杨村交通、地
理条件差，产业发展
单一。全村 970 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占
到 44%，村里青壮年男性多外出务工，留守妇女
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并无直接经济来源。

为调动起她们的积极性，2019 年 11 月，
甘肃省妇联“陇原巧手”项目来到上杨乡，为
贫困留守妇女提供免费手工编织技能培训。

平凉市崆峒区妇联副主席、下杨村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张丽霞和同事们挨个上门劝说，
鼓励村里 20 名妇女参加培训，还请来本地老
师为村里妇女每周“加课”“加练”。

很快，第一批学员熟练“上岗”。村干部牵
线，当地手工编织店提供毛线、钩针等原料，
大家领料回家加工，再统一回收、销售。

销售产品并不容易，只能靠村干部的朋
友圈拓展销路，亲朋好友你买两双，我买三
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扶贫干部们为
每双拖鞋附上手写祝福卡片。

“现在闲人少了，大家聚在一块就琢磨着
做点活、挣点钱。”白西艳说。靠做拖鞋，她每
月收入可达 800 元至 1000 元，不仅充分利
用农闲时间，还能兼顾农活和照看家人。

疫情期间，在甘肃省妇联的号召下，各
地手工业者借助“陇原巧手”项目平台开展
网上直播，发挥手工技能优势，丰富大家
“宅”生活，带领贫困妇女居家学习技能、
增收致富。

记者从甘肃省妇联获悉，过去五年来，
甘肃省累计投入资金 5000 万元，对全省 58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7 个省级插花县有培训
意愿的贫困妇女和农村低收入妇女进行培
训，帮助 22 万“走不出去”的妇女通过手
工编织居家灵活就业，人均年增收 2000 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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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拂过，春回南国，广西百色市乐业县
新化镇百坭村雨后初晴。清清的谐里河绕着村
屯缓缓流淌 ，田园里到处是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

位于桂西北大山深处的百坭村是深度贫困
村，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在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记者走访百坭村看到，干部群众忙着防疫和
脱贫“两线作战”。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黄文秀的“接棒
者”、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杰兴一大早来到地
里，与村民黄金候一家人一起干农活，并提醒大家
要继续防控疫情，不能麻痹大意。

48岁的村民黄金候与妻子、儿子正在地里给20多亩
烤烟施肥。“这个项目一年纯收入有5万多元，接着再种一

茬水稻，又是一笔收入。”老黄笑着说，“还种了15亩油
茶。近年靠发展种植业，一年收入有七八万元。”

别过老黄，杨杰兴爬到山腰处查看村里养
殖的 120 箱蜜蜂。他小心翼翼从蜂箱里取出蜂
巢板，上面凝结着黄灿灿的蜂蜜。蜜蜂养殖是
黄文秀生前开始谋划要做的项目，目前以“村
集体+养殖大户+基地”模式运营，清明过后就
可以割第一批蜂蜜。养蜂项目每年产值大约 20
万元，村集体按 60% 比例分红，一年可获得 12

万元红利。
黄文秀在百坭村抓脱贫产业花了很大力

气，砂糖橘是其中之一，全村种植面积 2000
多亩。疫情突如其来，砂糖橘一度销售受阻，
杨杰兴心急如焚。他多方联系各地客商，一天
打上百个电话。近日，最后一批 30 万斤砂糖
橘销售已近尾声，杨杰兴松了一口气。

“小小橘果成了群众脱贫‘金蛋蛋’，得感
谢文秀书记有眼光，除了抓产业，还抓基础设

施。”杨杰兴说，今年 1 月，长约 22 公里的扶
贫产业路通车，连通 6 个屯，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更方便了，村民们信心也更足了，春耕生产 20
余天已抢种油茶 1000 多亩、烤烟 240 多亩。

在百坭村，黄文秀牵挂的事一桩桩得到落实：
去年 10 月，百坭村村民合作社发起成立村集体公
司，申请注册“秀起福地”商标品牌，通过电商平台
推介销售特色农产品；砂糖橘、养蜂、油茶、清水鸭
等产业逐步发展起来；黄文秀生前谋划的幼儿园
项目近期也将开工，今年上半年有望建成。

“目前还有 9 户 37 人未脱贫，要确保不让
一个贫困群众掉队，到年底只有 300 来天了，
一天也等不得。”杨杰兴说。

（记者王念、何伟） 据新华社南宁电

百 坭 村 的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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