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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毕节：一张“未脱贫户挂牌督战作战图”
新华社长沙 4

月 13 日电(记者苏
晓洲、柳王敏、阮
周围)遒劲健硕的
枝干，葱茏翠绿的
树冠……记者日
前走进武陵山脉
深处湖南省张家
界市慈利县溪口
镇樟树村，顿时被
村中一棵千年古
樟树惊到了。“它
可是我们村的‘活
宝贝’！”6 3 岁的
樟树村村支书王
家顺自豪地说。

澧水河畔的
樟树村三面环水，
风景秀丽。春日
暖阳下，慕名而来
的游客围着约有
十层楼高的古樟，
一边驻足仰视一
边啧啧称奇。

张家界市慈
利县林业局局长谭
国富说，经当地林
业部门检测，这棵
古樟树龄超 1200
年，胸围 23 米，胸
径 7 . 3 米，树高 28
米。在自然灾害比
较频繁、植物新陈
代谢比较迅速的南
方，这棵与唐代大
诗人李白、杜甫几
乎同时代的古树能
珍 存至今 ，很 不
容易。

站在古樟下，
王家顺轻抚树身
说，2000 年夏天，因遭遇猛烈雷击，古樟燃
起熊熊烈火。人们想方设法灭火，但饱含
樟树油的古树还是烧了很久，以致树干被
烧得炭化，树根烧出了大窟窿，村人都痛感
大树没救了。

不料，两年多后古樟部分枝丫竟重新
萌发新绿。

近些年长势愈旺，展现出特别顽强的
生命力。

喜出望外的樟树村人整固树根边的
土壤、建起篱笆，像孝敬老寿星一样爱护
古樟。

“为了避免雷击等破坏再次发生，林
业部门对一些树枝进行了专门的处理，在
古樟旁装了避雷针，还根据大树生长情况
及时补充营养液和治理病虫害。”谭国
富说。

溪口镇镇长周凡告诉记者，古樟阅尽
世事沧桑，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见证过一
段红色革命传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 21
世纪初来樟树村寻访时介绍，1934 年底，
贺龙、萧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这棵
古樟下召开动员大会，并在树下收编地方
武装。

“如今它和村里的湖南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苏维埃溪口区政府旧址’等文化遗存
一道成为‘红军精神’的象征，是共产党员
党性教育基地、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周凡说。

樟树村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常富等
人告诉记者，借助古樟的名气，立足山水
林田优质旅游资源，依靠近些年大为改善
的乡村公路，樟树村发展红色旅游、生态
休闲度假游和特色农业产业拓宽了致富
门路。

“古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标
志，还提高了地方知名度。”王家顺说，
2019 年有 2 万余人次旅游者慕名来樟树
村，全村流转土地 680 余亩发展金秋梨、
葡萄、西瓜等观光采摘农业，让 1300 多名
村民不同程度受益，特别是 128 位贫困户
实现了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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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溪口
镇樟树村的千年古樟（4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摄

超过 1200 岁的古樟

▲拼版照片：上图为胥存坐在古浪县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的家
中客厅看电视（3 月 10 日摄）；下图为胥存在古浪县黄羊川镇石城村
收拾屋中物品（2018 年 2 月 6 日摄）。

▲拼版照片：上图为胥存在古浪县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的家中
厨房忙碌（ 4 月 7 日摄）；下图为胥存在古浪县黄羊川镇石城村的家
中厨房（2018 年 2 月 6 日摄）。 均为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新华社兰州 4 月 13 日电(记者范培珅)两
年前，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镇石城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胥存一家从海拔 2400 多米的高
寒山区搬迁到古浪县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两
年过去了，搬入新家的胥存一家如今生活得
怎样？

阳春三月，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春暖花
开，人气明显兴旺不少。见记者来访，胥存热
情地迎进门。和搬入时相比，家中新增了
LED 电视，还添了不少花草，屋内收拾得非
常整洁。

“真是不敢想！”胥存说，以前在山上总是
有一些让自己提心吊胆的事情，担心地里收
成不行口粮不够，担心房屋下雨下雪会被泡
塌压塌。搬下山之后，这些担心都没了。

胥存曾经的家在古浪南部山区，山里天

旱、地薄，两口子耕种着 20 多亩山旱地糊口。
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丈夫外出打工，2004 年
却不幸遭遇事故瘫痪在床，彻底丧失劳动能
力。胥存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生活愈加艰辛。

2012 年以来，古浪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把偏远山区 1 . 53 万户 6 . 24 万名群众
陆续搬下山。2018 年 2 月，胥存一家从祖祖
辈辈生活的石城村搬了出来。

多少年的艰辛付出，胥存从来没有叫苦
叫累，可就在搬家前后，她却两次落泪。

搬家前，胥存把家中的一头骡子牵到集市
上卖了 5000 元，回到家后，她钻进屋子大哭一
场。20 多年间，她赶着这头骡子驮水、耕地、收
庄稼，骡子是她唯一能仰仗的“劳力”。

第二次落泪，是她搬下山后不久。在新
房忙碌，胥存努力让家中变得整洁有序。休

息的片刻，胥存望着新家里的一切百感交集。
她躲着丈夫和婆婆，偷偷抹起眼泪。“从来没
有想过，我这辈子还能住进宽敞明亮的楼
房！”

丈夫伤残，婆婆年老，胥存需要照顾一家
生活起居，没办法离家，儿子退伍后在外省打
零工。当地政府针对胥存家的特殊情况进行
兜底保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残疾人补
贴等，让胥存一家在脱贫路上不掉队。胥存
还在小区物业找了份保洁的工作。

日子越过越红火，胥存脸上的笑容也比
过去多了，“去年底，我家已经脱贫了！”

最近，胥存又得到了不少好消息，山上
20 多亩旱地有企业准备整体流转，山下新的
土地也快分配下来了。“脱了贫，小康生活也
有奔头了！”胥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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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13 日
电(记者杭芮、刘兵)爱心货架上
整齐码放着米面油无人领，爱心
衣柜里崭新的外套无人取……去
年村群众工作服务站的免费帮扶
物资还是“香饽饽”，如今却坐了
“冷板凳”。但服务站值班员海如
力·麦提库尔班反而很高兴：“乡
亲们都甩掉了贫困帽子，谁也不
愿再来领免费的帮扶物资了。”

海如力所在的新疆和田市玉
龙喀什镇依盖尔其村，地处塔克拉
玛干沙漠南缘，人均只有 0 . 4 亩
地。2017 年底，经精准识别，全村
315 户 1471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162户 796人。

为了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
和田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依
盖尔其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决
定，利用村子距离和田市区近的
优势，鼓励更多富余劳动力到城
里就业增收，同时，村里建起托幼
所照料孩子，让养殖能人代养牛
羊，解决了村民进城务工的后顾
之忧。

为解困难群众燃眉之急，依
盖尔其村在帮扶单位、爱心企业
等捐助下，2018 年建立了群众工
作服务站。困难群众只需登记，
即可免费领取米、面、油、衣物等
帮扶物资。

“刚开始，申领免费帮扶物资
的人不少，但从去年 10 月起，已
经大半年没人来领了。”海如力一
边翻看登记台账一边说，去年村
民共申领免费物资 105 次，最后
一次申领时间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

和田地区住建局驻该村工作
队队长、村第一书记吐地买买提·
如孜告诉记者，这个时间与村里
脱贫攻坚进度大致相符。“ 2018

年以来，全村 500 多人到城里实现就业，人均年收
入近 8000 元。村里还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为
83 户贫困群众户均增收 4500 元；鼓励发展育肥养
殖，现在年收入 2 . 5 万元以上的养殖大户有 30 多
户。2019 年底，全村年人均收入突破 1 万元，实现
了整村摘帽脱贫。”

村民艾吾孜尼亚孜汗·孜库吾拉曾是群众工
作服务站的“常客”，但自从去年 1 月领过一袋大
米后就再也没到服务站。她说：“我家 5 口人以前
就靠 6 亩小麦、玉米养活，唯一收入是田里套种的
核桃，一年最多收入 6000 多元。后来政府给了我
家 1 头扶贫牛、12只扶贫羊。去年丈夫还到城里
二手汽车市场打工，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我们
要靠自己的双手把贫困帽子摘掉，不能天天待在
家里等国家来救济。”

依盖尔其村的村民全部脱贫了，但免费帮扶
物资不能就这样一直坐“冷板凳”。驻村工作队副
队长赵亮说，在即将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将由村民
集体商量决定剩余免费帮扶物资的用途。

农产品“上云上网”帮西部山区“抗疫助农”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薛天)需求下降，订单减

少，物流受阻……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不少地
区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情况。受疫情影响，在刚
刚实现全省脱贫摘帽的陕西，山区群众仍面临着
不小的增收压力。但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
农产品借助网络平台积极“上云上网”，正逐步拓
宽着传统销售渠道，持续助力西部山区“抗疫助
农”。

县长当“网红”主推“云上的茶园”

前不久，陕西省紫阳县县长陈莲当了一次“网
红”。在位于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的茶园里，镜头
前的陈莲手掐嫩芽，轻咂茶汤，通过网络平台直面
网友，推介当地特产紫阳富硒茶。

作为著名的茶产业县，截至 2019 年底，紫阳
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24 万亩，年产茶 7538 吨，茶
叶综合产值 43 . 4 亿元，12 万农户也因茶走上致
富路。

清明节前后，是紫阳茶生产销售的旺季，但受
疫情影响，客商减少，传统供货销售渠道收缩。为
避免春茶滞销的问题出现，“上云上网”成了当地
最好的选择。

“通过多个电商平台的大力推广，全县的茶叶
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紫阳县茶叶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聂旺说，“同时通过文旅结合，我们
所推出的‘云上赏茶园’‘云上选茶叶’也获得了网
友好评，这对拉动当地的茶叶销售起到了积极作
用。”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今年紫阳的春茶开园活
动如期开展。恰逢周末，仍有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经营了 30 年茶园的谢志爱告诉记者，得益于“云
上的茶园”，她家的“明前新茶”根本不愁卖。“最多
的时候，一天能销售 20 多万元。”谢志爱说。

“扫扫二维码”解决“滞销大问题”

退伍军人杨坤回到家乡陕西省周至县已经三
年了，目前在楼观镇尚界村经营着一家主销猕猴
桃的果业公司。“说是公司，其实就是大家信得过
我，让我帮忙把猕猴桃尽快卖出去。”杨坤说。

周至县有猕猴桃栽植面积 43 . 2 万亩，年产
量 53 万吨，总产值超 53 亿元，果区人均收入已过
万元。

“春节前后原本是水果消费的旺季，按照以往
算，我们起码能卖出 50 万斤果子。但今年情况特

殊，没人买，没人收，冷库里已经堆得满满当当。
偶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拼多多平台‘抗疫助农专
区’的二维码，扫码填报了滞销信息，和客服人员
进行了沟通后，很快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快速销售
通道。”杨坤说。

销售“上云上网”，让杨坤的猕猴桃从滞销变
为了畅销。2 月 20 日物流恢复后，杨坤的猕猴桃
每天都能保持线上 2 万单、5 万斤左右的发货量。
一个月来，库房前的货车络绎不绝，周边的果农又
受雇成了包装员，在杨坤的公司里再增加一份
收入。

借助于电商平台的力量，当地的猕猴桃滞销
问题已在迅速消解。周至县也多次组织爱心猕猴
桃，免费支援湖北。

深山香菇卖得好

刘道华是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镇洋桥村的
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集体合作社的理事长。近
期他最高兴的事，就是村里的合作社连续一个
多月在电商平台上拿到了香菇销售“全国第一
名”。

疫情到来后，有电商平台主动对接合作社，

提供了多种销售方式，这也极大减少了疫情对
秦巴山区农民的影响。刘道华告诉记者，新采
摘的鲜菇网上卖得好，但疫情之下物流不畅，村
里恢复了一部分香菇制成干货，一样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

“网络让我们的产品种类更多样，销售渠道
更灵活。复工后，鲜菇重新供应，立刻在网上供
不应求。目前已经累计销售了 5 万多斤，卖出
了全镇香菇的三分之二。”提及销量，刘道华很
自豪。

根据拼多多平台统计数据显示，通过“抗疫
助农”模式，以苹果、猕猴桃为首的陕西农产品
总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 132%。此外，陕南
地区的茶叶、菌菇、核桃，关中地区的红薯、酥
梨，陕北的狗头枣等农产品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截至 3 月 25 日，陕西商家所售出的农产品占到
了全平台总量的 10 . 2%。

“这里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山大沟深，也能
把山货卖到‘全国第一’，这说明农产品‘上云上
网’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刘道华对未来充满
信心，“今年虽然有疫情，但靠着网上卖山货，我
也能带着大家把收入上个新台阶。”

新华社贵阳 4 月 13 日电(记者王丽、骆飞、刘
智强)一张“未脱贫户挂牌督战作战图”占据了马
家屯居委会狭小办公室的“半壁江山”，7 户 20 名
尚未脱贫群众的家庭状况、致贫原因、脱贫举措、
挂帮责任等“清单”一目了然。

包村干部、马场镇党委副书记蔡勇对每一家
的情况都如数家珍，上半年要确保这 20 人全部脱
贫，驻村攻坚队的 9 名队员一天也不敢懈怠。

贫困户王健家这几天正忙着修猪舍，蔡勇几
乎每天要来一趟。王健夫妻俩勤劳能干，可家里
两个孩子却接连生了大病，四处看病求医花完了
打工积蓄，又欠了不少债，一直脱不了贫。

“再多磨难，两口子也没被打垮过。只要政策
上帮一把、产业上扶一程，一定能脱贫，过上好日
子。”农户屋旁，夫妻俩正忙着砌砖，村里的乡亲们也
赶来帮忙，10 间猪圈已搭起框架。蔡勇说，已经申
报了 2 万元扶贫资金补助，可以养 20多头猪仔，再
加上医疗救助、低保补贴、公益性岗位报酬和蔬菜
大棚产业联结，王健一家上半年肯定能脱贫。

今年 3 月初，马家屯居委会所在的贵州省毕
节市织金县刚刚宣布脱贫“摘帽”，但全县仍有
14783 名贫困人口。为了让剩余贫困群众如期脱
贫，很多像蔡勇一样的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精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边发现问题边查

漏补缺，打好最后的歼灭战。
地处乌蒙山区的毕节市是贵州剩余脱贫人口

最多、脱贫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目前全市还有
12 . 5 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占贵州省未脱贫人口
的 40%；还有 3 个未“摘帽”县和 2 个贫困人口超
1 万人的重点县，占贵州重点督战县的 45%；全市
还有 2575 个贫困村未脱贫。

脱贫攻坚进入最后总攻阶段，贵州省提出“冲
刺 90 天打赢歼灭战”。毕节市扶贫办主任颜岭
说，市县乡三级联动，采取视频督战和实地督战的
方式，对剩余贫困村全覆盖实施挂牌督战。按照
一村一方案、一户一清单查漏补缺，建立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脱贫攻坚到户工作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档案资料“四项清单”，强弱项补短板，确保
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决战贫困的总攻号角吹响，深度贫困的纳
雍县积极响应。在该县的寨乐镇，食用菌基地
里随处可见村民劳动的场景，沿河的一片黑木
耳基地里，吸饱水的菌棒正冒出鲜嫩的木耳。

“黑木耳种了 400 多亩，这段时间平均每天
用工七八十人，最多时一天有 300 多人，是全镇
支柱性扶贫产业。”寨乐镇镇长李随说，镇里将
不断搭建产业基础，完善利益联结，确保所有贫
困群众户户有产业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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