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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杨洪涛、罗羽）面临
如期脱贫“大考”的贵州，在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加试题”的情况下，凝心聚力战“疫”又战
“贫”。通过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弱项，“外输、内
拓”促进就业创业，培育扶贫产业保障群众增
收等方式，向脱贫“硬骨头”发起总攻。

挂牌督战三级联动

查找弱项补齐短板

“牢固了，这下没问题了。”在榕江县八开
镇格拢村村民曹德怀家中，督战队员何可航
用手多次轻按他家一楼左侧房间的壁板，检
查是否稳固。

今年 4月，上级督战队到曹德怀家中调查
发现，作为 2017年的危房改造对象，他家这间
房屋的壁板并未在当年安装完成。督战队将此
事列入问题清单，责令当地限期整改。何可航
此次督查，是为确认整改是否达到要求。

榕江是贵州省 9 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
之一，目前还有贫困人口 1 . 1 万多人。今年 3
月，省、州、县三级督战队共 284 名队员下沉
到脱贫一线。“前期主要是督查，今后不仅要

‘督’，还要‘战’，要与当地干部一起出谋划
策、解决问题。”何可航说。

为确保榕江县如期摘帽，黔东南州从已
实现脱贫出列的县市选拔脱贫攻坚能力突
出、有实战经验的 19 名乡镇党委书记，提拔
为副县长级干部后，选派到深度贫困县榕江
县任 19 个乡镇党委第一书记，构建乡镇党委
“双书记”战斗格局。

目前，贵州还有剩余贫困人口 30 . 83 万
人，约占全国剩余贫困人口的九分之一。贵州
将挂牌督战范围扩大到 9 个未摘帽的深度贫
困县、3 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 1 万人的摘帽
县和有剩余贫困人口的 8723 个村。对主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不追究责任；对有意遮掩
和漏报瞒报的，严肃追究责任。

内外并重多措并举

确保重点群体充分就业

“我和老公在这边上班 2 个多月了，公司
包吃包住，每月工资四五千元。”从江县加榜
乡尧贵村贫困户黄银友，对政府帮助推荐的
工作感到满意。今年 2 月 20 日，在县政府统
一组织下，她乘坐高铁专列抵达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顺利在一家水产公司找到了工作。

从江县就业局局长韦胜席说，今年以来，
从江县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 6万多人，约占贫

困劳动力总数的 80%，其中不少是通过当地政
府部门主动与用工企业对接，并多批次安排高
铁专列、大巴专车输送等方式保障解决的。

贵州是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今年以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群众外出务工一度
受阻。疫情逐步缓解后，各地纷纷“点对点”组
织输出劳动力，促进群众稳定就业。

“外输”的同时，各地还大力支持本地扶
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复产，从内部
挖潜力、开拓就业岗位。在安顺市西秀区双堡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扶贫车间，30 多名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正赶制玩具。“疫情对我们
的玩具出口几乎没有影响。”车间负责人姜春
秋说，近期扶贫车间还在不停招工。

5 月 7 日，贵州专门对全省劳务就业扶
贫工作做出部署，要求各地把确保建档立卡
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和边缘户劳动力充
分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摸清贫困人口当
前就业状况，提升就业组织化程度，想方设法
稳住现有就业岗位，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培育产业着眼长远 保障增收稳定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的扶贫产业成为保
障群众增收的“稳定器”。不少贫困地区迅速

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不断
把贫困劳动力吸引到产业链上来。

采摘、分选、打包、装运……在位于遵义
市道真县的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代
化杏鲍菇生产基地，300 多名工人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上班快 3 个月了，公司有严格的
防疫措施，对我的收入影响不大。”正在打包
车间称重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张胡贵说。

经过 3 年多发展，公司已建成集产品研
发、质检、技术培训、仓储配送等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年产杏鲍菇超过 4 万吨，为当地提供约
800个就业岗位，带动近 400户贫困户增收。

今年以来，贵州继续推行 12 位省级领导
领衔推进 12 个特色产业，要求每个县聚焦 1
个至 2 个产业，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裂变式发
展，提升综合产出效益。一些地方还积极帮助
龙头企业纾困，加快完善农业生产、加工、仓
储、流通、销售等从产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黔西南州兴义市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建设
项目，是兴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民生物资
保障、“黔货出山”的重要载体。“在最困难的
时候，贵州银行开辟了绿色通道，给予 2 亿元
信贷支持，确保了项目顺利实施。”负责人雷
乃国说。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闵尊涛、李
嘉盈）“这位就是汪教授？”走进斜溪
村村委会办公室，迎面遇到一位典
型“农民”：上衣两个袖子都撸了起
来，裤腿上还沾了不少泥巴。

汪剑鸣，宜春学院农学教授，
2017 年开始成为省级贫困村——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斜溪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扶贫开发，产业为根。刚到村
里，汪剑鸣就与村干部座谈，他认为
养兔子是个好法子。

汪剑鸣带着村干部买了几百只
兔子回来，挨家挨户给贫困户送去。
事与愿违，不到一个月，贫困户家的
兔子就死了一半。

经过调查，才得知原因：贫困户
一心希望兔子长得快一点，经常把
家里的剩饭剩菜装一碗给兔子吃，
最后兔子都胀死了。

汪剑鸣开始反思养兔子教训，
只给钱给物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影
响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遭遇养兔子尴尬后，汪剑鸣立
即调转头来，和村干部开会商量建
果园。

为什么要建果园？除了结合当
地自然条件外，汪剑鸣说出了背后
深意：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但村干部没有一个发言，既不
说赞同，也不说反对。

“我是大学教授，他们不好直接
说反对。果园投资这么大，万一失败
了怎么办，又不敢直接说同意。”汪
剑鸣明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为此，2017 年 9 月到 11 月，汪剑鸣带着村干部去外地考
察。考察时，汪剑鸣在旁边不作声，而是让农民自己去看、去
问：一亩果园投资多少、产量怎样、收益高不高……

“走出去、引进来。”在汪剑鸣看来，带着农民出去考察就
是不断更新认识和观念的过程。

转了几圈回来之后，不等汪剑鸣再问，村干部就主动提出
发展果园项目。

2018 年 5 月，历时半年多，果园正式建成。
“前几年为试采试摘期，到 2021 年，果园将进入丰产期，

预计纯收入 35 万元以上。”汪剑鸣说。
为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汪剑鸣开始筹建村办

工厂。
小山竹笋加工厂是第一个上马的项目。去年村里加工

4000 余斤干笋，村集体经济收入 5 万余元，直接带动周边 5
个村 1000 多户农民增收。

“农民很积极，有时半夜还来卖笋。”汪剑鸣对这个“变笋为
宝”的项目引以为豪，实现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目标。

去年 11 月，汪剑鸣又领着村干部出去考察黑鸡枞菌。今
年 1 月种下的第一批菌菇已开始采摘，预计全年将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 20 余万元。

今年是 61 岁的汪剑鸣退休返聘第二年、驻村扶贫第四
年，也正好赶上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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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 促就业 稳增收

贵州向脱贫“硬骨头”发起总攻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陈尚才）“中午吃顿
僜人手抓饭吧，香得很！”察隅县沙玛村的干
部推荐说。有什么民族特色吗？僜人手抓饭好
吃吗？记者顿时好奇起来。

在沙玛村采访完，已是午后时分，记者决
定前往附近的僜人新村就餐。汽车一路盘旋
绕行，绿油油的稻田掩映着一座座新居，黄
墙、青瓦、茅草屋顶，极富民族特色。

大家饥肠辘辘走进“僜家乐”，主人红伟
迎上来问：“饿坏了吧？吃点什么？”

“就吃手抓饭吧，我们专程来的。”
僜人新村位于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

镇，是名副其实的“西藏江南”，来自印度洋的
暖湿气流使这里气候温润宜人。桑曲河流水
潺潺，崇山峻岭苍翠如黛，一派亚热带原始森
林景象。这里也是人口较少族群僜人的聚居
地，他们分布在上察隅镇、下察隅镇的新村、
夏尼村、自更村等 9 个村。

红伟和她的助手谢珍央在院里忙进忙
出。煮米饭、杀鸡、捣辣椒……记者看着他们
做饭的每个步骤，才知道原料都产自深山密
林。散养的土鸡、地里的谷米和辣椒，再配上
山里的香草、香料，就做成了风味独特的僜人
手抓饭。

不到一个小时，红伟给每个人端上一份
热气腾腾的手抓饭：芭蕉叶裹米饭、鸡块“坨
坨肉”、辣椒拌折耳根、辣椒汁和鲜野菜。大家
端起米饭，撕了鸡肉，蘸着辣椒吃起来。

“请尝一碗我们自酿的米酒，保证你会喜
欢。”谢珍央给每人倒了一杯。初尝甘甜，再品
酸甜，米酒的滋味使人难忘。

居住在藏东南原始森林中的僜人，一直
富有传奇色彩。以前，他们居住在深山密林，
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敬神驱鬼的原
始部落生活；房屋以树枝、干草、兽皮等搭建；
生产工具主要是木棍、刀、箭等；食物以野生

动物、野果野菜为主。
20世纪 60 年代，党和政府将僜人从深

山老林里迁居到河谷台地，他们不再以狩猎
为生，有了房屋和田地，学种水稻、玉米、鸡
爪谷等，接受现代教育，逐步过上了现代
生活。

“手抓饭是我们每逢节庆或招待客人时
才做的传统美食。”红伟介绍说，以前做手抓
饭的方式比较原始，例如杀鸡、蒸谷米、配佐
料、捏团等一般由男子来主厨，女人帮厨；现

在的手抓饭更讲究，也更好吃，土鸡是散养
的，谷米是反复筛选出的好米，佐料除了香
草、香料外，还有鸡精、食盐等。女人也开始当
主厨，饭做得也更精致。

2016 年年底，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察
隅县工作组的援助下，扶贫项目“僜家乐”建
成营业。截至 2018 年年底，“僜家乐”实现纯
盈利近 50 万元，带动 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年户均增收 3 . 6 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2 . 4 万元。2019 年年底，红伟、谢珍央等 4 户

成为第二批承包“僜家乐”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们决定在手抓饭的基础上，增加烤鱼
等新菜品，将这碗“致富饭”做得越来越有
名气。

据当地干部介绍，到 2018 年年底，僜人
人均现金年收入达 11499 元，告别了绝对贫
困。2019 年是僜人脱贫后的巩固提升年，僜
人各村通过猕猴桃种植、僜乡猪规模养殖、林
下资源采集等特色产业持续增收，人均现金
年收入已达 2 万多元，生活越来越好。

大图：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僜人新村风貌（4 月 5 日摄）。 小图：僜人手抓饭（4 月 5 日摄）。新华社记者黄豁摄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罗羽）看着产业逐步壮大，“牛老板”王
长良不自觉地说出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老觉得学校老
师口中一套一套的华而不实，没想到在实际应用中还真管用！”

王长良是贵州博新牧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6 年，这家
公司作为招商引资企业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
治县沙营镇养牛村，踏上了养牛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道路。
而在同一年，3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也来到养牛村帮扶。

养牛村有村民 434 户、1903 人，其中贫困户 166 户、780
人。这里地处石漠化地区，山多地少、石多土薄，老百姓长年处
于贫困状态。精准扶贫实施以来，120 多户贫困户通过惠农脱
贫贷款资金等方式入股公司，牛产业成了“脱贫产业”。

王长良介绍，2016 年，公司只养了 27 头牛，随着规模逐
步扩大，2019 年超过了 450 头。尽管产业持续发展，但过程并
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困难，让他愈发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

“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圈舍布局、疾病防治、繁殖哺育、饲
料配比及存储等问题，好在 2017 年我们与安顺职院签订了 3
年校企合作协议，正因为有了学校老师等的技术指导，我们才
解决了问题。”他说，过去 3 年，公司发展稳健，带动惠农脱贫
贷款资金入股贫困户户均年分红 3000 元。公司接下来还将继
续与学校合作，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从“不被理解”到“被依赖”，赢得认可殊为不易。养牛村驻
村第一书记、安顺职院总务处基建维修科科长吴仲理说，当初
帮扶时，有村民认为学校没有多少钱和项目，估计是来走个过
场，如今他们已明白，技术和管理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我们每年组织学校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公司和村民开展
种植养殖专业技术指导和培训，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种植
养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吴仲理说，因为帮在了“点”
上，才赢得了村民的心。

作为贵州 43 所参与脱贫工作的高职院校之一，安顺职院
正是发挥了高职院校所具备的学科优势，实现了专业帮扶。

安顺职院党委书记许志介绍，多年来，学校充分利用办学
优势，组织农业、旅游、电商等领域的专家、教授、技术骨干，在
贵州多个县、乡脱贫攻坚第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工作，
团结和带领干部群众脱贫奔小康，取得了成效。

“没有学校专家的技术指导，就不会有我们种植户今天的
发展。”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简嘎乡翁解村，种植
户李光辉正与安顺职院的农业专家邵亦群在自家 300 多亩李
子园里查看李子生长状况。他动情地说，自从七八年前从事李
子种植以来，从测土配方到水肥使用再到果枝修剪，每个环节
都离不开邵老师的跟踪指导，产业也因此得以快速发展。

翁解村过去是深度贫困村，全村 325 户村民中有贫困户
267 户，产业发展事关脱贫致富。“只要不遭受天灾，我的果园
每年净挣 40 多万元。”李光辉说，果园聘请村民务工，每年发
放劳务费 10 多万元。

通过多年学习，李光辉也成了一位土专家，帮助、带动全
村发展李子种植至少 3000 亩。“我平时也免费帮村民做技术
指导，遇到不懂的我再请教邵老师。”

“帮扶的目的是让村民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邵亦群说，
他希望有更多的村民学习和运用好农业技术，并相互传递出
去，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帮在“点”上 扶在心上

贵州安顺职院技术帮扶促脱贫

僜僜人人手手抓抓饭饭里里的的脱脱贫贫印印记记

记者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采访，
发现在新的脱贫模式带动下，一颗土豆被人
们“玩”出许多花样。

在庄浪县脱毒种薯繁育科研基地，一株
株绿苗正在栽培板上茁壮生长，栽培板下是
一串串像葡萄一样挂着的小土豆。“这些可不
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种的。”陇源薯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马强强说。

“如果划分辈分，我们种的土豆是奶奶
辈，农户种的是儿子辈或孙子辈。”马强强打
了个比方。

原来，“奶奶辈”的土豆学名叫“原原种”，
“儿子辈”的土豆叫“原种”，“孙子辈”的土豆
叫“一级种”。“一级种”再繁育一代，名为“二
级种”，也可以作为商品薯来种植。

一颗土豆，为何如此复杂呢？
庄浪县的自然环境很适合种植土豆。然

而，按照传统方法种植，经常出现品种退化，土
豆植株变矮，薯块变小，产量下降，严重的还会
绝收。而种植脱毒种薯，产出的土豆不仅品质
优、熟期短、病害轻，而且卖相好，产量也大。

庄浪县朱店镇三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
川平对此深有体会。“过去，土豆只要一染上
病虫害，就没治了。因为品种退化，我有几年
不敢种土豆。”他说。

2017 年，庄浪县组建一家农业产业扶贫
开发公司，下设包括陇源薯业在内的 6 个子公

司。陇源薯业公司与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联合起来搞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

这就有了先前马强强提到的“奶奶辈”

土豆的批量化生产。
2019 年，朱店镇向农马铃薯种植专业

合作社与该企业签订种植协议，杨川平和
几个村民瞄准“商机”，合伙流转了 300 亩
土地种植脱毒种薯，当年就收获了 500 吨
马铃薯“原种”。

繁育基地把培育好的“原原种”发放给
农户，农户收获的“原种”“一级种”又上交
给企业。“‘原种’回收价格高，而且比较稳
定，我们的收入从此有了保证。”杨川平说。

“这种以企业为龙头、合作社为基础、
群众为主体的产业脱贫模式，既发挥了带
贫效果，也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庄
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薛拴成说。

2019 年，庄浪县建立“原种”生产基地
5000 亩，共带动 8 . 05 万户群众发展脱毒
种薯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36000 多亩。企业
为农户补贴种薯 4400 多吨。

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田间地头变成科
研基地和生产车间，是庄浪县脱贫的“法
宝”之一。未来，如果一颗土豆还能解锁更
多“玩法”，农业产业化水平能进一步提升，
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记者胡伟杰、多蕾）新华社兰州电

小土豆“玩”出新花样
在广西靖西市岳圩镇汉邦村大汉屯的桑

地里，一株株桑苗长得正旺，十几位村民忙着
采摘桑叶。不远处的蚕房内，村民蒙兰鸥在查
看幼蚕生长状况，不时铺放几把桑叶喂蚕。

“这是今年养的第 3 批蚕，刚刚孵出来 4
天，预计 11 天后可以上蔟结茧，这一批估计
能产 200 多斤鲜茧，收入能有 4000 元左右。”

蒙兰鸥说，2018 年在驻村第一书记王斌动员
下，她开始种桑养蚕，目前种植 10 亩桑树，一
年养殖 7 批蚕，桑蚕年收入近 3 万元。

汉邦村地处中越边境，长期以来，当地农
业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水平低。为改变贫困面
貌，村民不断寻找脱贫致富路子，发展桑蚕种
养产业。“价格好的时候，鲜茧一斤能卖 30 多
元，便宜的时候也能卖到 20 元左右。在家养
蚕收入不错，也能照看老人和小孩。”蒙兰鸥
说，以前外出务工，家里很多地荒废，如今荒
地变成“聚宝盆”，除种桑养蚕外，她还种植水
果、玉米和优质稻等作物。

不少贫困户同蒙兰鸥一样，通过种桑养
蚕尝到“甜头”。“养殖周期短、见效快，技术要
求不是很高。现在我和亲戚合种了 10 多亩桑
树，以后还想扩大规模。”大汉屯 59 岁的贫困
户黄大恩说，养蚕后，他一年可以赚 1 万多
元，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2014 年，黄大恩查出尿毒症，每月需要做
4 次血液透析，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沉

重负担。2018 年，他开始种桑养蚕，在村干部
的帮助下，他获得 4000 多元蚕房补助资金。

王斌说，汉邦村利用以奖代补产业扶持
政策，鼓励和引导贫困户发展产业，拓宽增收
渠道。为提高村民养殖技能，他们经常邀请技
术人员入村讲授养蚕技巧。

“喂养和消毒等技巧对我帮助很大。一有
机会我就去听课，对新手来说，可以少走弯路，
减少损失。现在有问题还能找技术员。”黄大恩
说，今年养的第一批春蚕因为天气原因出现问
题，技术员指导他用炭火升温才得以解决。

目前汉邦村有桑园 1060 亩，产业覆盖率
达 96 . 4% 。全村 127 户 451 名贫困群众通过
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增收。2019 年底，汉邦村贫
困发生率由 2015 年的 42 . 79% 降至 0 . 83%。

如今桑蚕产业已成为不少边境村屯脱贫
致富的“香饽饽”。百色市那坡县位于大石山
区，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代表，当地许
多村屯曾经不通路、不通电、没有网络信号。
桑蚕产业发展起来后，村屯面貌焕然一新。

那坡县百合乡那乐村党总支书记黄关勇
说，2019 年全村种桑 2086 亩，销售蚕茧 25 万
斤，产值超 600 万元。通过种桑养蚕，村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平均一年养殖 13 批蚕，
目前已经卖完 2 批蚕茧。桑蚕浑身是宝，不断
吐出‘脱贫丝’，筑牢‘致富网’。”黄关勇说。

（记者黄庆刚）新华社南宁电

蚕宝宝“织”成致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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