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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5 月
26 日电（记者王念、何
伟、黄浩铭）石山披“绿
装”，荒山变青山，一抹
抹绿色成了广西石漠化
山区最靓丽的色彩。作
为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省
区之一，广西统筹推进
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
发展优势生态产业，特
色产业扶贫覆盖率达
96 . 94%，绿色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生态优先

发展特色产业

初夏时节，记者在
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四把镇新安村看到，
毛葡萄新抽出的枝条爬
满架杆，原本裸露的石
山被翠绿的枝叶覆盖，
细小的果实密密地长了
出来。

地处滇桂黔石漠化
片区的罗城县，石山占
全 县 土 地 面 积 的
27 . 6%，是广西未摘帽
的 8 个贫困县之一。贫
瘠的石山缺水缺土，毛
葡萄因根系发达，可防
止水土流失，是治理和
预防石漠化的理想生态
经济植物。目前，毛葡萄
产业成为当地主要扶贫
产业之一，种植面积 8
万多亩，3800 多户贫困
户参与这个项目。

罗城县水果生产技
术指导站站长姚宁说，
2019 年全县毛葡萄产
量 1 . 54 万吨，初步形
成种植、销售、加工产业
链，带动酿酒、饮料等产
业发展。

石漠化被称为“地
球癌症”。作为全国脱贫
攻坚“主战场”之一的广
西，近一半贫困人口居
住在大石山区、石漠化
地区，基本是难啃的“硬
骨头”。要改变千百年来
的贫困状况，必须一手
抓石漠化治理，一手抓
脱贫攻坚，在两个“战
场”打硬仗。

也在石漠化片区的
东兰县武篆镇上圩村，过去，这里的群众为了“糊口”在山
上开荒种玉米，更加重了水土流失，陷入越种越穷“怪圈”。
“退耕还林后种油茶，荒山逐渐变绿，原本夹杂着黄泥的溪
水也开始变清了。”贫困户罗智在村里引导下种了 9 亩油
茶，现在每亩油茶年产值 1500 元左右，他家已经脱贫。

东兰县林业局副局长石华说，全县已形成油茶、板
栗、核桃三大经济林产业，2019 年林业产业总产值
18 . 14 亿元，6 . 6 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益。

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广西还探索出“竹子+任豆”
“任豆+金银花”等 10 多种混交造林模式，建设了 100 多
个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点，自治区 54 个贫困县中绝大部
分发展种桑养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因地制宜 发展生态产业

在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曾经“靠山吃山”的
村民痛定思痛，放下斧头、砍刀，封山育林、植树造林，使
弄拉变成“生态绿洲”。

有了“资源”，瞅准“商机”，弄拉屯做起了生态旅游、
体育休闲的“生意”。“2019 年弄拉屯人均年收入达 2 . 4
万多元，是 2008 年的约 8 倍。”弄拉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荣光说。

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石山王国”之称。这个县的东
庙乡群众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利用荒山坡地和石山下
的水泡地种植牧草，发展肉牛养殖，打造生态循环农业，
目前全乡肉牛存栏量近 4400 头。

河池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勇说，通过创新实
施“贷牛还牛、贷羊还羊”和粮改饲等项目，3 年来，全县
肉牛从 9 . 27 万头发展到近 16 万头，带动贫困户 3 . 08
万户 11 . 86 万人增收。

如今，广西石漠化山区林下经济、长寿养生、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等发展势头正劲。“精准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和绿色革命。”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
员邓妙宏说。

护绿增绿 筑牢脱贫靠山

在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刚刚脱贫的村民卢志新今
年 1 月被聘为生态护林员，守护村里 1500 亩林地，年收
入 7980 元。驻村第一书记周福波说：“全村有 6 名生态护
林员，9000 多亩林地得到有效管护。”

截至 2019 年底，广西选聘续聘生态护林员 5 . 8 万
人，森林资源管护总面积 7600 多万亩，基本实现“聘用一
人护林、带动一户脱贫”。河池市林业局局长韦幸力说：
“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已带动和巩固
6 . 9 万人脱贫，全市森林覆盖率增至 71 . 02%。”

行走在广西大石山区，裸露的石山已较少见。自治
区林业局副局长陆志星说，广西着力实施生态补偿脱
贫，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
重点生态工程，监测结果显示，岩溶地区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石漠化扩展趋势整体得到遏制，石漠化土地面积
年均缩减率约 4%。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广西聚焦大石山区、深度贫
困地区，加快发展县级“ 5+2”、村级“ 3+1”扶贫产业。
2016至 2019 年已脱贫的 109 . 5 万户 444 . 73 万人中，通
过产业帮扶措施实现脱贫增收的超过 80%。

如今的八桂大地，脱贫攻坚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2019 年广西森林覆盖率 62 . 45%，植被生态质量
和改善程度位居全国前列。今年 1-4 月，广西 52 个地表
水国家考核断面中，51 个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质优良比例为 9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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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25 日电（记者许晟）
决战之年，南疆还有 10 个未摘帽贫困县。今春
以来，各方力量加倍努力，紧绷弦，加把劲，汇聚
南疆战深贫。

加倍努力 誓要啃下贫困硬骨头

3 月 28 日，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有所好转，
天津津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王护宾就匆
忙返回位于南疆的于田县希吾勒乡。作为一名
企业援疆干部、一名技术人员，他是贫困农民养
好羊的靠山。

今年以来，新疆不仅对 10 个未摘帽贫困县
挂牌督战，更有数以万计如王护宾这样的扶贫
干部奔赴一线，誓要啃下南疆这块贫困硬骨头。

莎车县墩巴格乡尤库日阿依库勒村第一书
记于鹏飞春节至今都在扶贫一线。“他帮我们引
进种菜企业，还解决就业。”村民麦麦提敏·吾舒
尔说。在扶贫干部们努力下，尤库日阿依库勒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已从 2017 年的 193 户 733 人，
下降至 2019 年的 5 户 19 人，贫困发生率由 30%
下降到 1%。

为了啃下最后的硬骨头，新疆也把更多资
金安排到脱贫事业中来。2020 年自治区将安排
农林水事务支出 967 . 3 亿元，同比增长 28 . 4%，
大幅增加了扶贫资金投入。

“定制”脱贫 不落一人

在新疆天玛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来自莎车县
的阿卜来提·阿卜杜热西提正在宰羊。“现在每月

平均赚 6000多元。”工作间隙，阿卜来提开心地说。
此前，他主要收入靠打零工，收入低还不稳定。

阿卜来提的变化得益于转移就业扶贫政
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转移就业脱贫一条路。
“定制”的脱贫政策，不落一人。

同在莎车县的努尔曼古丽·艾海提这几天
正忙着锄草、浇水等。为了打理好自家 3 亩万寿
菊秧苗，她都有些忙不过来。

万寿菊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经济价值高。
南疆气候又非常适宜万寿菊生长。当地扶贫
干部就想出一条路子，引导农户种万寿菊。为
此还专门请来专家、引进收购公司，确保种得
好、卖得出。

“万寿菊成熟时企业就来统一收，每公斤
1 . 05 元。”努尔曼古丽说，去年仅这 3 亩万寿
菊，就给她带来 7500 元的收入。

为每一户“定制”脱贫办法，是精准扶贫
的题中之义。针对贫困人口的不同情况，新疆
在转移就业、就地发展产业之外，还有购买劳
务、转为护边员、生态补偿、易地扶贫搬迁等
多种扶贫措施。

守住成果 让脱贫稳得住

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户返贫，一线
“战贫”人员更是紧绷弦、不放松。

和田市吉亚乡苏亚兰干村第一书记木合
塔尔·吾守尔最近正忙着逐户走访研判防返
贫。“有劳力的推动就业，无劳力的加大救助力
度，保证这些农户稳定增收，摆脱返贫风险。”

苏亚兰干村 2018 年实现整村脱贫。今年
入春以来，当地按照新疆“四色”防止返贫致
贫监测预警机制，筛选出标识为“红色预警信
号”的农户 45 户，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帮扶
措施。

为防止返贫，新疆还建立了脱贫攻坚大
数据平台，实时更新、全程监测贫困户数据，
对因病、因失业、因残、因灾、因学等原因返贫
的风险进行动态预警，确保“一户不漏”。

“只要工作够实、够细，尽早帮一把、扶一
把，就能够把预防返贫工作做好。”自治区工
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驻莎车县伊什库力乡
阔坦墩村工作队队长任拥政说。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为了啃下南
疆这块硬骨头，脱贫“战士”们正以百倍激情、
百倍努力，投入到脱贫攻坚战南疆战场中。

新疆聚力战深贫：加把劲啃下硬骨头

▲新疆于田稻田鹅业养殖有限公司孵化基地饲养的鹅（5 月 19 日摄）。为带动群众脱贫
致富，2019 年于田县政府引进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农户”模式，打造从养
殖到肉食加工的产业链，大力发展鹅产业。当地政府还因势利导，鼓励企业发展农业观光旅
游，用“大漠绿水白鹅”的景色吸引游客到此观光。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在海南的一个黎族山村，
夜幕降临，村口小广场灯火通
明，响起阵阵优美的音乐，村
里的老年人、年轻人和孩子们
常常聚集在这里，跳广场舞、
打篮球、玩健身器材……

大仍村位于海南省昌江
黎族自治县七叉镇，这个黎族
山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村民收入主要靠种植甘蔗和
水稻，村民们原来的娱乐活动
主要是以黎族歌舞为主，很少
接触外界的体育健身项目。

“村里原来连像样的体育
活动广场都没有，不少村民盼
望有一个活动场所。”驻村第
一书记肖晖说：“2017 年省旅
文厅结合大仍村黎族特色，在
村口的坡地上建起了文体广
场，两年内为村里建成了 16
套基础健身设施。”

为让村民们早日实现
“精神脱贫”，海南省旅文厅
组织了广场舞培训、体质监
测、村篮球赛、体育冬令营等
活动，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享
受体育锻炼带来的乐趣。

“黎族人都有喝米酒的习
惯，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喝上一
口。以前晚上大家没事干就聚
在一起喝酒，现在每天都会来
跳广场舞，身体和精神状态越
来越好。”脱贫户米眉脱说。

自从村篮球场建成后，
篮球成了村里的“第一运
动”，逢年过节村里就会举办
篮球赛，全村每家每户都会
过来观赛，去年大仍村篮球
队还在海南省“体育下乡”男
子篮球赛中获得冠军。

21 岁的吉亚飞是村里的“灌篮高手”。
他说，自己的转变得益于一次赛后体质检
测，专家开的“运动处方”让他受益匪浅。
“通过测量骨密度，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
加详细的认识，专家建议我一定要注意膝
盖的保护。”吉亚飞说，从那以后自己场上
的位置从中锋变成了后卫，反而激发了篮
球潜能。

肖晖感叹道：“大仍村这两年的文体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参与健身的人数不
断增加，精神面貌明显改变，农村更有活力。”

2019 年，昌江举办了骑行和徒步等多
项体育赛事，“体育+旅游”的赛事活动吸引
了大批游客，各地游客在观赏昌江优美自然
风光、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同时，还可以在
爱心扶贫集市购买到芒果、木棉花茶、七叉
温泉米等纯天然农特产品，赛事盘活了当地
食宿等服务，带动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

体育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自从
尝到骑游赛事带来的甜头，大仍村确定了发
展体育旅游产业的思路，规划引进体育公
司，培育体育旅游项目，带动村民可持续
增收。

昌江独特的天然景观吸引了众多体育
公司的关注。海南奥鑫国际赛事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祁云在实地考察后表示，当地
的木棉花和芒果园等自然景观非常吸引
人，昌江起伏的山地公路适合全地形越野
车穿越，他们将在大仍村打造汽车自驾营
地，通过创意旅游吸引游客消费。

“海南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我们积极推
动体育扶贫，既健身又扶志，接地气有优
势。”海南省旅文厅群众体育处处长麦有旺
表示，体育是实现精准扶贫攻坚的有效方
法，只有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两条腿
走路，才能夯实小康社会的基石。

（记者刘博）新华社海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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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华社太原 5 月 26 日电（记者王飞航）在山
西省吉县屯里镇窑渠村村口的荒地上，一座占地
3 . 3亩的光伏电站格外显眼：10排光伏发电板整
齐划一，400块蓝色多晶硅组件闪闪发光……

窑渠村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全村
1000 多口人，2013 年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多
元。“我们村子在山里，交通不方便，又没有可以
开发的煤炭资源，村民们脱贫增收缺少可靠的
门路。”窑渠村村干部刘创立说，“直到 2014 年
底，政府为我们村建了一座 100 千瓦的光伏扶
贫电站，给我们带来了致富希望。”

“现在我们每天最关心的是天气，只要有日
头，村里就有收入。”刘创立说，窑渠村年平均日
照约 2000 小时，从 2015 年 1 月 7 日并网发电，
这个光伏扶贫电站到现在已经发电 60 多万千
瓦时，实现收益超过 50 万元，它就像一个“阳光
存折”，为窑渠村的扶贫事业不断注入能量。

“我瘫痪多年，不能下地劳动，自从村里有

了光伏扶贫电站，我每年都能收到分红款，手里
有了钱，日子也越过越舒心。”窑渠村村民刘海
鹏说。

据了解，窑渠村把光伏发电收益的 20％ 用
于扶持无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人口，40％ 用于
救助本村因病、因残、因学、因灾、因意外伤害等
原因致贫的农户，40％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用
于集体公益性事业及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在光
伏扶贫电站的富民效应下，窑渠村已顺利脱贫。

窑渠村的变化是山西近年来大力发展光伏
扶贫的一个缩影。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建设
光伏电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4 年被国务
院扶贫办和国家能源局确定为实施光伏扶贫的
首批试点省份。

截至目前，山西省光伏扶贫项目建成并网
总规模达到 295 . 04 万千瓦，其中 281 . 31 万千
瓦纳入财政补助目录。

“截至 2019年底，山西光伏扶贫累计结算收益

16 .78亿元，发放到村 13 .71亿元，惠及 6077个
贫困村、36.85万个贫困户。仅光伏扶贫一项，贫
困村年均可增收 10万元以上，有的多达 40余
万元。”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建成说。

今年以来，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户
务工增收的影响，山西省专门出台政策，要求
2020年光伏扶贫发电收益的 80%重点用于贫
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工资和参加村级公益事
业劳务费用，对受疫情影响生活陷入困境的贫
困群众和因疫致贫返贫群众进行补助。

截至 4 月底，山西省光伏扶贫项目已结
算年度收益 2 亿多元，设置公益岗位 9 . 8 万
个，预计全年光伏扶贫收益将达到 17 亿元，
带动 23 万贫困劳动力通过公益岗位和参加
村级公益事业实现人均增收 5000 元。

黄土高原上的“阳光存折”
山西光伏扶贫富民记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刘智强）夏日的贵州高
原，翠山高低起伏。生态护林员王世明日日奔走
其中，用脚步“画出”波浪的“曲线”。

一年四季，除了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贵州习
水县官店镇何村村的贫困户王世明都要徒步巡
山，不敢有一丝懈怠。6年前，他在建房时不幸发生
意外，致锁骨重伤，从那以后，他便再不能干重活，
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王世明说：“建房不光花光了积蓄，还欠下
了外债，两个孩子上学需要钱，父母身体不好也
需时常照顾。”2014 年，王世明一家被认定为精
准扶贫对象。

最让王世明高兴的是，2017 年 3 月，身体逐
渐康复的他被村里聘为生态护林员。王世明所在
的何村村，林区面积大，脱贫攻坚期间，林下经济
成为村里的支柱扶贫产业，如方竹笋、中药材天

麻、葛根，马铃薯等。村支书冯焕明说，生态护林
员的守护正为林下经济助推脱贫“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贵州贫困人
口众多，且很多分布在大山深处的林区。为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两
不误，贵州于 2016年正式启动聘用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作生态护林员的工作，着重为因病、因残
和因学致贫的家庭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公告、申报、审核初选、考察……为公平合
理，生态护林员要经过七个流程的筛选才能最
终被聘用。为保证生态护林员顺利脱贫，解决后
顾之忧，贵州协调保险机构为全省的生态护林
员捐赠了涵盖残疾、医疗等综合性安全保险。

根据贵州省林业局的统计，2015 年，贵州
共发生森林火灾 153 起，2018 年减至 29 起，到
2019 年只有 10 起。“生态护林员政策为实现森

林资源的有效保护打下坚实基础。”贵州省林
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美钧说。

数据显示，到 2020 年，贵州生态护林员
规模已达 17 . 25 万人。按照每个生态护林员
一年 1 万元收入能实现 3 个贫困人口脱贫的
标准计算，贵州生态护林员政策已带动 51 . 75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张美钧说，生态护林员
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且一户只能聘请 1 名
生态护林员，基本实现了“一人护林，全家脱
贫”的目标。

作为受益人之一，王世明一家 2018 年初
脱了贫。心怀感激的他，不仅工作用心，还主
动参加一些相关技术培训，学习森林法规和
森林防火知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生态护
林员越做越专业，“既然担负使命，就要守护
好绿水青山”。

贵州生态护林员：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 5 月 11 日拍摄的山西吉县屯里镇的
光伏扶贫电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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