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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张洪河、王靖）初春
的呼和浩特，室外仍是枯黄，而大棚里却绿成一
片。58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田吉喜穿梭在香瓜大
棚里，封顶、绕头、掐叶，一株株四处生长的瓜秧子
被收拾得井井有条，顺着一排排吊线向上攀爬。疫
情中，一直在大棚里务工的田吉喜没受到影响，过
去一月务工收入约 3000 元。

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做好防控的同时，千
方百计克服疫情影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扶贫攻坚向前发展。全区上下，贫困户和帮扶干
部争分夺秒冲刺，全力以赴攻坚，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田吉喜务工的设施农业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
河县聚宝庄村，是重要的扶贫产业。它占地 230
亩，大棚共计 163个，年吸纳村里务工 150 多人，
包括田吉喜在内的 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务
工、土地流转等方式，与这一产业形成了紧密的利
益联结。疫情中，村里组成执勤队伍 4 组、12 人，

至今 24小时严格管理村里人员进出，保障了扶
贫产业及人员务工有序运转。

“疫情刚出现时，最担心没活干、没钱
赚。”田吉喜满意地说，“干部们冲在最前头给
我们看家护院，我们贫困户才得以在后方安
全、安心地埋头干活赚钱。”

2 月，为在疫情之下更好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防止返贫致贫，内蒙古出台了《巩固
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的指导意见》，从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及时分析疫情对扶贫工作的
影响，采取应对措施降低疫情影响等 3个方
面，有的放矢地推动特殊时期的脱贫攻坚任
务。针对扶贫车间、扶贫项目复工复产，贫困
户外出务工等难点问题，各地想方设法解决。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清村巧
手手扶贫车间里，倒纱机嗡嗡作响，妇女们有
的忙着领毛线，有的签订单，有的向老师询问
如何起边、钩挑。日前，镇里通过制定分批领

原材料和任务，把订单带回家做的复工方案，
使扶贫车间复产运转，包括 38 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内的 66 名工人得以上岗复工。

拿到材料和任务，贫困户吴素玲满脸高
兴。过去，她的收入全凭种地，这两年村里介
绍她到扶贫车间上班，每月增收 1600 多元。
“因为疫情，一直闲在家里，也没到种地的时
候，所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扶贫车间这么快
复工，又能继续赶订单喽！”

疫情中，内蒙古脱贫攻坚传来好消息：近
日，经过严格程序，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等 20个旗县退出了
国家级贫困旗县序列，至此内蒙古 31个国贫
旗县全部“摘帽”。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即使甩
掉了“穷帽子”，这些地方没摘责任、没摘政
策、没摘帮扶、没摘监管，继续全力进行着巩
固提升以及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

日前，一车车满载着牛羊饲料的卡车开

进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新发嘎查委员会大
院，建档立卡贫困户们高兴地拥上前卸货。疫情
期间，帮扶单位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武装部在
对贫困户摸排中发现，因为出行难、物资运输不
便等原因，贫困户牛羊饲料出现短缺。帮扶单位
立即对接市场，投入帮扶资金 4 万余元，为 7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 12 . 34 吨饲料。

开着小三轮，贫困户张立国高兴地把饲料拉
回了家。前几天，他家的牛刚下犊子，正愁没有饲
料育肥，“帮扶就送上了家门”。“太及时了，真是
周到。”张立国为扶贫干部们竖起了大拇指。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主任么永波说：“接
下来，内蒙古将千方百计克服疫情影响，优先
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有效防止和解决贫
困地区农畜产品积压滞销问题，全力保障扶贫
产业恢复生产，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开工复工，
全力以赴攻坚，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扶贫车间复工，又能继续赶订单喽”
内蒙古战“疫”战贫一线见闻

看着“钉”在老屋
墙上、落满尘土的水
担，农民路彦荣又想
起父亲在世时，带他
日日夜夜挑水吃的苦
日子。

在甘肃陇中地
区，山里人管扁担叫
“水担”。这几年，在
这片曾经“苦瘠甲天
下”的土地上，下岗的
老古董一个接一个，
水担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路彦荣
一家还世代生活在甘
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
古堆村的山坳里。过
去，山里人吃泉水靠
人拉肩挑，有时候还
得“抢”。

一年又一年，泉
水时有时无。33 岁
的路彦荣回忆，年少
时，天不亮父亲总会
叫醒他，爷俩挑着家
里的水担，往山泉
口去。

“凌晨四、五点钟
去挑水，排队人少，泉
水也足。”路彦荣说，
他和父亲每日挑水至

少五次，待水满缸时，天就亮了。
山里的日子穷得叮当，过得踉跄。大山

里种粮只能勉强糊口，挑水吃的日子一眼望
不到头。

日久天长，路彦荣的父亲把水担用出了
“包浆”。闲暇时父亲总是唠叨着让他再去多
挑些水回家。

父亲的水担挑断了，光荣“下岗”，路彦荣
就拿新的来“接棒”。这根水担，他一用就是
十年。

遇上下雨天，山路泥泞，去挑水的路彦荣
数不清自己跌倒过多少次，受过多少伤。水，
把路彦荣等农民牢牢“拴”在山上。

2013 年春季，下山挑水的路彦荣，突
然看到不少大型机械横在村口。打听了
才知道，原来，山下正在建设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区 ，他和村民们要搬迁下
山了。

当时，路彦荣不在乎搬到哪里，只关心如
何吃水。“自来水”“引洮水”“干净水”，村干部
的“连珠炮”，让他眼里放光。

2015 年夏天，甘肃省引洮供水一期工程
正式运行。清冽的洮河水翻山越岭，让定西、
白银等地的 200 多万群众不再在“十年九旱”
中煎熬。

2018 年秋天，路彦荣一家搬进山下的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在 100 多平方米的
大房子里，他第一个冲向水龙头，哗啦啦的流
水，路彦荣怔怔地听了好几遍。

在渭源，引洮工程解决了总计 6个乡镇
10 多万人的饮水问题，为农民生产生活、高
效灌溉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两年，通过食用百合、黄芪、党参等
种植，路彦荣陆续添置了农用三轮车、皮卡
等“大家伙”。“如今，我犁地都用‘气死
牛’。”他指着自家旋耕机说，这个省力的好
把式让老牛也“下了岗”。最近，除了忙春
耕，他还联系周边农户，做起了贩运中药材
的小生意。

甘肃省是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困难
的省份之一。近年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等
系列举措，甘肃已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清零目标。甘肃
贫困人口由 2 0 1 8 年底的 1 1 1 万减少到
1 7 . 5 万，贫困发生率由 5 . 6 % 下降到
0 . 9%。

从“盼水来”到“用好水”，在元古堆
村，中药材种植加工、土鸡散养、肉羊舍饲
养殖等新产业因水而兴，村民们腰包渐鼓。
2018 年底，元古堆村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首次超过 1 万元，彻底“甩”了“穷帽
子”。

（记者程楠）新华社兰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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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 50 岁的马海平时，她正在村里的
手工药材馆内提取中药材纯露，面前摆着 3 部
手机，边干活边对网友直播讲解。

这种生活对于马海平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山
村的妇女来说，显得有些魔幻。“做梦也梦不到。”

从 2017 年第一次来到山西省沁源县长征
村，这已是记者第三次来这里。三年间，不只是
马海平感到魔幻，也令记者吃惊：这个山村一年
一个样。

沁源是革命老区，在晋东南太岳山的深处，
是抗战时期太岳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所

在地，但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在发展中
掉了队。

2017 年冬天，记者第一次来到这个村
子，采访脱贫。那个时候，村里到处是灰扑扑
的，在村里的土路上走两趟，脚面上裤腿上都
是土。有不少破旧的泥坯瓦房，甚至有两座
房子还留着抗战时期被侵略者焚烧过的黑色
痕迹。

村民刘五生那时刚脱贫，这个佝偻着身
子的 50 岁汉子脸上“沟壑”很多，看起来像七
八十岁。他家在前一年住上了新房，此前的

近十年他们一家五口都借住在村里的破房
子里。

脱贫攻坚战役开始后，长征村开始种植
中药材。没办法，480 多口人的村子耕地有
1 . 1 万亩，但能种的只有 1400 亩。为了不瞎
山坡上的撂荒地，村干部带着大家种下了中
药材。

刘五生家脱贫就得益于此。2013 年村
里成立了合作社，刘五生以自己的 3 亩撂荒
地入股。亲眼见到种药材能挣钱，随后两三
年间，刘五生在自己的 6 亩玉米地里套种了
柴胡，每亩地每年多收入两千元钱。

2018 年，沁源县退出贫困县，成为山西
省首批脱贫摘帽县。记者再次来到长征村
时，村里已经焕然一新，土路硬化了，干干净
净。村里不仅中药材种植上了规模，而且还
有了中药材粗加工车间，可以对药材进行储
藏、切片、烘干等。村党支部书记张慧斌开始
着手进行中药材的高附加值探索。

前两天，记者第三次来到长征村时，长征
村竟然成“景点”了。2019 年，来村里的游客
有两万人次。

他们来看啥？村主任郝银刚带着记者在
村里新出现的药王文化园里走了一圈。除了
新出现的上党道地药材体验馆、中药茶馆、药
材手工馆外，还有民宿。村里的中药材旅游
区有模有样。

记者看到，村里步道旁、小花园中种植着
各种药材，村民院门外扎着的木篱笆围墙整
齐有序。“除了改造出来的新设施，这几年村
里百姓的危房改造超过了 60% 。”郝银刚说。

长征村的合作社带动了周边村民种植了
上万亩中药材。他们建立了公司，注册了品
牌，开发出 30 多款手工药妆产品。“村里公司
现在有 50 多人，护肤品、药茶、药材种植一年
下来收入近百万元。”张慧斌说。

从城里跑来村里投资的王红，两天开一
场直播，在网民的注视下进行药材种植、收
获、磨粉、萃取、提纯、做成药皂等产品。她的
粉丝已经有 9 万多人。

刘五生也不用出去打工了，两口子在村
里就有工作，一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去年
他们把家里又重新装修了一遍。

（记者孙亮全、胡靖国）新华社太原电

仲春是采菌时节，在重庆彭水县三义乡莲
花村，19 个羊肚菌种植大棚沿着山势排布开
来，农民有的负责采菌分类，有的负责装箱、包
装，在大棚内外进进出出忙碌着。

“我们的羊肚菌可是论个卖，鲜货市场价一
个要 10 块钱。”在大棚里，侯春均一边引路，一
边开着玩笑，“你们可‘脚下留情’，踩到了，损失
就大了。”

侯春均来到偏远的莲花村，一待就是两年
多。在武陵山深处，创造了一个“一亩地产值两
万多元”的扶贫故事。

三义乡是重庆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山
高坡陡、交通不便，产业扶贫难度不小。

“群众脱贫快，得靠能人带。”三义乡驻乡扶
贫工作队队长王祖勋说，当初我们进行了多轮
市场考察，发现在其他地方种羊肚菌的侯春均
技术好、思路活、善管理，是引来发展扶贫产业
的合适人选。

侯春均也被三义乡干部的诚意和优惠政策
打动。双方一拍即合，侯春均带着资金、项目，在
莲花村搞起了羊肚菌标准化种植基地，乡里则
帮助他申请扶持资金，用于补贴建设羊肚菌产
业基础设施。

已与羊肚菌打了多年交道的侯春均，对这
个产业的各种门道摸得清楚。“如果光是种植，
三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没比较优势。”侯春均

决定，要搞就要搞全产业链，把深加工附加值
做出来，三义羊肚菌产业才更有前景。

这两年多来，在莲花村 800 多米高山上，
侯春均真把自己“家底”搬过来了：在这里羊
肚菌种选育室、种植大棚、食品加工车间已相
继建成，产业链建在了田间地头，羊肚菌面、
菌汤罐等产品已研发成功，产业初具规模。

因为把羊肚菌“种”成了好产业。去年 10
月份，侯春均还被三义乡党委政府聘为莲花
村的“产业村长”。

“接过‘产业村长’聘书的时候，真是感觉
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侯春均说，当了“产
业村长”，就更不能光想着自己做大做强，还
要想着怎么帮全村搞好产业，拓宽老百姓增
收门路。

为此，侯春均和乡、村干部一起谋划，将
部分产业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村集体和村
民。“靠着股权合作，去年我们公司实现了头
年分红，村集体和村民股权收益 3 万多元。”
侯春均说，而且“一根甘蔗分段吃”，群众收益
还不止于此呢。

羊肚菌从育种到采摘，需要 5个月时间。
这期间从育种、种植、采收、烘干……各个工
序都需要劳动力，公司带动了包括 30 多名贫
困人口在内的农民务工，去年给莲花村农民
的劳务支出就有 15 万元。

记者采访时，正巧遇到 63 岁的贫困户蹇
春容在菌棚里干活，她一个月收入有 2000 多
元。“如今我们两口子都围着羊肚菌‘转’，在
家门口‘上班’了。”蹇春容笑着说。

“我们今年还有个‘技术扶贫’的创新，公
司从云南请来的在读博士专门帮农民用生物
制剂改良土壤，并免费提供菌种。”侯春均说，
无需大棚，农民自己也能种羊肚菌，公司包销
路，一同闯市场。预计又能给农民增加一笔新
收入。

谈到今年扶贫产业发展打算时，侯春均
说：“物流暂时受阻，今年准备新上马的羊肚菌
加工线设备暂时没法运过来，生产进度确实有
些延后。关键时候，政府扶持政策很给力。”

彭水县商务部门搭建了“彭水赶场”电商
平台，欢迎企业免费入驻，推广营销。“通过电
商精准售卖，我们羊肚菌面等产品最多的一
天，卖出了 700 多单，拓宽了公司销售渠道。”
侯春均说。

“乡村扶贫离不开有思路、有闯劲的产业
‘领头羊’。近些年，县里给政策给扶持，各乡
镇先后聘了六名像侯春均这样的‘产业村
长’。”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告诉记者，越来越
多的“产业村长”扎根农村，正在成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记者李勇、李松）新华社重庆 3 月 17 日电

新华社南昌 3 月 17 日电（记者
熊家林、闵尊涛、孙楠）“5 小时卖了
1 . 2 万斤米粉，‘网红县长’带货效
果好，疫情下农产品不愁销。”在江
西省铜鼓县永宁镇江头村扶贫车间
“梦颖米粉厂”，负责人陈梦颖正忙
着打包发货。

为缓解疫情对农村地区农产品
销售带来的影响，3 月 15 日，江西开
展“百县千品消费扶贫活动”。近百
个县的政府官员、第一书记、网红等
成为带货主播，为家乡农产品打开
市场。陈梦颖口中的“80 后网红”副
县长陈伟峰是铜鼓县的带货主力。

“感谢粉丝宝宝们前来捧场。”
“土鸡蛋今天没有了，下单太快，鸡
来不及，下午会有预售。”摄影大灯
照亮，美颜灯补光，桌面铺满各种农
特产品，直播现场的陈伟峰不断为
家乡“打 call”：“铜鼓不大，风景如
画，美味难挡，你要快抢。”

“鸡蛋没有了，鸡卖不卖？”“陈
县长下次还直播吗？”直播画面里弹
幕不断，观看的粉丝们意犹未尽。直
播期间，铜鼓县共卖出了 1 万多枚
土鸡蛋、1000 余斤蜂蜜、1000 份烟
笋……销售额达到 32 . 42 万元。

有的带货干部在室内精心布置
直播道具，也有的把直播间搬到了
田间地头。

“这边金黄的是油菜花田，另
一边闪银光的是稻虾田，我们的农
产品出自这样的绿色环境。”鄱阳
县把直播间设在了乐丰镇稻虾养
殖产业扶贫基地，副县长沈忠春在
直播现场带着网友下田抓虾、赏油
菜花。

“想必大家都在家宅烦了，我领
大家看看鄱阳湖的风光，也欢迎粉
丝们疫情结束后，来鄱阳观光游
玩。”沈忠春的镜头既卖货也卖
“景”，直播间当天点赞数量超过
256 万人次，26 款农特产品销售
一空。

萍乡市湘东区 3000多斤楠山柚
子不到 5分钟就全部卖光，吉水县水
南腐竹、八都板鸭直播刚开场下单量
就超 500件，上栗县赤山镇的金丝皇
菊十几分钟就销售了 100多单……

平日看起来严肃的政府官员，
纷纷走进直播间，以最接地气的亲
民形象为当地扶贫农特产品代言。

“荤素搭配，营养美味，有机蔬
菜品质好，小时候的味道帮你找！吃
货宝宝们赶紧点击左下角的购物车
下单。”直播现场，江西省九江市副
市长蹇侠左手举着宝塔花菜，右手
拿着紫甘蓝向屏幕前的网友推销当
地农特产品。

“这是我第一次网络‘带货’，既
兴奋又忐忑。”蹇侠说，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让粉丝直观
感受农特产品的新鲜和价廉的同时，也方便打造地方区
域性品牌，助力地方种植养殖户规模化发展。

据统计，活动当天江西各地直播间累计访问量达到
2690 万人次，展销扶贫产品 567种，销售额超过 750 万
元，直接带动贫困人口 4 . 3 万人增收。

江西省扶贫办副主任路文革表示，下一步江西将
把这种直播形式常态化，将其建设成扶贫产品展示的
窗口和销售的渠道，充分发挥消费扶贫带贫益贫的功
能，帮助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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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村长”扶贫，把“家底”都搬来了

三访长征村，一年一个样

▲ 3 月 10 日，山西沁源县长征村村民在中药茶馆前拍照（手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孙亮全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者安蓓）记者 18 日了解
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8个部门将联合开展 30 项具体
行动，持续释放消费扶贫政策红利，助力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根据《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20 年行
动方案》，各部门、各单位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打
通在消费、流通、生产各环节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
点和堵点，积极开展产销对接，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农畜
产品滞销问题，多渠道促进贫困地区旅游服务消费，最
大程度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和贫
困群众增收带来的不利影响。

根据行动方案，在扩大消费规模方面，将广泛动员
党政机关、统一战线、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工青妇等
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民营企业等各方力量，积极购
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参与消费扶贫；在打通流通“瓶颈”
方面，将加强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网点建设，支持贫困地区
参加各类产销对接活动；在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质
量方面，将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开展标准
化生产、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实施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加
强东西部劳务协作精准对接等，确保贫困地区产品和服
务供给质量。

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大消费扶贫工作部门协同力
度，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和旅游
产业影响的跟踪监测，将消费扶贫纳入各部门、各单位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计划，作为考核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内容，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加大
消费扶贫宣传推介，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和重点任务落
到实处。

据统计，2019 年，东部沿海地区直接采购和帮助销
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483 亿元，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
业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定点扶贫县农产品 154 亿元，动
员引导其他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
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超过 1000 亿元，
全社会已经形成“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消费扶贫
浓厚氛围。

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28 部门开展 30 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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