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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记者侯雪静、高
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计划报告同时提到的内
容，展现了党兑现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庄严承诺的决心。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
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预算报告提出，中
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1461 亿元；
计划报告提出，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对未摘帽贫困县和贫困村实施挂牌督
战……一系列举措，勾勒出收官之年行动图。

两会前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透露，中央财政
和省级财政对 52 个挂牌督战的贫困县投入了
308 亿元资金，各省对 1000 多个贫困村在扶贫
资金上也给予了倾斜。

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脱贫攻坚
以来中央不断加大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
这对落实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尤其是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加
大，后续要继续优化完善动态监控平台，加强
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强化扶贫项目资金全过
程绩效管理。”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党支部书记陈飘说，
下一步要继续落实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
政策，确保贫困人口脱贫不返贫。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

“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关键是加大
产业扶贫力度，加强利益联结机制，建立长效
机制，这既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

衔接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连成说。

“产业扶贫关键是要让贫困户融入产业
链，才能稳定脱贫不返贫。”全国人大代表、牧
原集团董事长秦英林说，今年重点探索通过
产业扶贫扩大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也是巩固
脱贫成果预防返贫的重要举措。

牧原集团和河南省内乡县政府探索了
“党委政府+金融机构+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的“ 5+”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目前这一
模式已覆盖全国 13 个省份的 53 个贫困县，
帮扶超过 37 万贫困人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剩余贫困县和
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
业地稳岗就业。

“疫情直接影响贫困劳动力务工收入，如
不及时采取措施短时间收入就会下滑。”全国
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市副市长董文琴说，
绥化市通过点对点包车等方式扩大贫困劳动
力务工输出，同时帮助 4 . 4 万贫困人口就地
就近就业。

刘永富说，根据监测，容易返贫人口和边
缘户今年新识别约 38 万人，加上去年已经发
现的几百万人，将一并纳入监测和帮扶机制。
针对受疫情影响务工减少等问题，通过开发
公益岗位、当地发展产业等方式确保贫困人
口稳定增收不返贫。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委书记蔡丽
新说，接下来要做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
作，抓紧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解
决相对贫困的支持政策，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收官战怎么打，报告里有答案

“红薯革命”“玉米热潮”……
听人大代表说说“乡村振兴经”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记者张辛欣）
一个红薯可以“撬动”多大产业，一根玉米能
够成就怎样事业？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不少
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的尝试，将农业优势变成
经济优势。两会期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也带
来了自己的“乡村振兴经”。这些带着泥土气
息的故事道出不少发展的“硬道理”。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
是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流传的一句顺
口溜。

“在我们老家太行山区，家家种红薯，户
户做粉条，粉条远近有名。”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
谈起红薯就滔滔不绝。

裴寨村一带属太行山丘陵地带，土壤富
含磷、钾等微量元素，非常适宜红薯生长，沟
沟坎坎栽上就有收成。

“头些年，我们也种过蔬菜、鲜花，但因技术
难、风险大，参与热情并不高。”裴春亮说，村里调
整思路，发展乡亲们易接受、好上手的本土“项
目”。这个以前当地的主要食物来源，今天在现代
产业的帮助下，变成了乡亲们的“生财之道”。

从红薯到粉条、酸辣粉……裴寨村把小
小的红薯“玩”出了花样。“公司+农户”的经
营模式让酸辣粉不仅畅销全国，还卖到海外，
代加工的品牌超过 170 家。

“啥收入高、卖得好，就种啥”，这是乡亲
们对市场经济最质朴的理解。

“从地里找机遇，把现代农业和电商服务
结合，就能闯出新路。”裴春亮说，红薯为村子
注入了新动能，村里还要打造可追溯的红薯
产业链，带动太行山区的乡亲们奔小康。

红薯可以“成就”一个产业，玉米也能“造
福”一方百姓。在黑龙江省绥化市，有关玉米
的致富经远近闻名。

鲜食玉米具有甜、糯、嫩、香等特点，蒸煮
后可直接食用。和普通玉米相比，收益高，而
且更具“人气”。

近年来，绥化市围绕玉米产业链条和终
端市场需求，大量调增鲜食玉米种植面积，掀
起种植鲜食玉米的热潮。

近日，在一家电商平台的直播活动中，绥
化鲜食玉米在 5 分钟内销售量突破 50 万穗。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用卖得好来“倒逼”
种得更好。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市委
副书记张子林说，绥化绘制了玉米产业链图
谱，按“图”索骥，靠“谱”招商，引入了国内多
家知名精深加工企业，加工产能近千万吨。

以前按斤卖，现在按穗卖。鲜食玉米牵出
了黑土地上的一场农业供给侧改革。

“我们还和阿里巴巴集团制定发布了鲜食
玉米标准，未来还要加大产业现代化能力，实
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张子林说，把农
业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用调整农业结构带
动调整经济结构，更是黑土地的“转型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袤的土地里有市
场，更有机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对乡
村振兴进行部署。农业生产是其中重要抓手。

立足土地，种出产量、种出质量、种出科技、种
出品牌，就能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电商、快递进
农村，拓展农村消费。从城市遍地开花到下乡进
村，从促进消费到服务乡村振兴，小快递服务大
民生。此次“快递进村”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在
国家利好政策支持下，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有条件建制村三年全部通快递

“随着快递下乡，樱桃、苹果等生鲜农产品
我都敢卖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陇南市徽
县陇上庄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倩娟
说。陇南自然条件好、物产丰富，梁倩娟从 2013
年开始经营电商销售农产品。她说，前些年因为
快递网络不发达，很多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快
递下乡以后情况大有改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
长马旭林说，通过不断健全农村快递物流体系，
我国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快递服务体
系，快递成为农产品线上销售的主要渠道。

2019 年，我国农村地区年收投快件超过
150 亿件，支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超过
8700 亿元。全国涌现出 163 个快递服务现代农

业“一地一品”代表项目，其中 37 个金牌项目
年业务量达千万件。

“快递进村取货，大大促进了农产品销
售，增加了农民收入。”全国人大代表、黑
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高向秋说，如今农产品直播带货销售
已成为时尚，这离不开快递进村的支持。报
告提出支持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这
一举措让我们更加鼓足干劲，农村市场潜力
巨大，既是快递发展的一片蓝海，也是促进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马旭林介绍，国家邮政局今年印发了快
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是今年年底全国
建制村通达率达到 60% ，2021 年底达到
80%，2022 年底达到 95% 以上，基本实现有
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快递。

让快递真正实现进村入户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快递下
乡、进村的渠道不畅，一些地方的农产品滞留
地头，影响农户增收与市场供应。

目前全国乡镇一级的快递网点覆盖率约
95%，但仍有大量的行政村没有农村电商快
递配送站点。如何让快递真正下得了乡、进得
了村、入得了户？

“快递进不了村，导致村里的农副产品、
蔬菜瓜果运不出来。”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
省尚志市鱼池乡新兴村党支部书记金东浩
说，农村点多、面广、线长，且快递业务量相对
较少，运输成本高、入不敷出，很多快递公司
都不愿意在农村设快递点。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罗卫红说，快递进村对于生鲜农产品销售
至关重要，这需要规划协同，推进农村电商和
快递网点相匹配、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
相匹配，让快递进村、出村都有单量，才能降
低快递进村的成本，进而拓展消费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邮
政分公司胜利桥投递站站长赵明枝说，要聚
焦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融资难”“销售难”
“流通难”问题，提供从品牌宣传、销售推广、
收寄仓储、运输配送，到农资供应、金融支撑
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双向流通。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说，
报告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
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
他建议，快递在收、转、运、派的四个环节要实
现数字化，让农村快递效率更高、生态更加协
同，进而最终实现降本增效。

以“快递进村”撬动大市场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罕达汽镇河西村村
民杨兰足不出村，就顺利收到了网购的口罩。而
在以前，杨兰要坐车到镇上才能取到快递。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泗洪县归仁邮政
支局局长殷勇说，快递下乡、进村，让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上行之路愈走愈宽，带动了供
应、电商、产业、运输等链条快速发展，有效整
合了市场资源、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做好“六
保”和“六稳”打下了基础，对国家调整产业结
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我为湖北拼一单”，各地特色农产品纷
纷走上直播销售……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
产，快递在服务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防
疫物资配送等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活力，激
发了更多的消费需求。

“小快递能够撬动大市场、大就业。”马国
湘说，报告提出要多措并举扩消费，快递网点
具有独特的渠道优势，能有效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国有超大
的供应链市场，未来快递与农业、制造业等多
领域将广泛融合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
业机会。 （记者赵文君、胡璐、刘阳、王建）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快递进村”进报告，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两 会 民 生 直 通 车

从手握农具到拨动琴弦，从打工
仔到一方产业带头人，从家乡到广州
再从广州回家乡……身材敦实、面孔
黝黑的黔北汉子郑传玖的经历带有些
许传奇色彩。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郑传
玖又带着议案建议来了：扶持中小微企
业，让更多脱贫群众在家门口挣钱。

穷则思变，一把吉他奏响
“致富曲”

贵州正安，一个曾被大山困住的深
度贫困县，山高谷深，交通不便。1978
年出生的郑传玖是安场镇解放村人，他
清楚地记得，家里四兄弟，种的粮食根
本不够吃，村里人喝水要去山上一个泉
眼挑，有时候去晚了，等一天都没等到
一挑水，“从小我就发誓，今后要出去闯
一片天。”

穷则思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
安县委、县政府在风险与争议中组织
“三百娘子军”下番禺，率先拉开了贵州
有组织性劳务输出的序幕。1993 年，
郑传玖的三哥郑传祥跑到广州打工，因
为没有技术，他和几个同乡就在工地上
通宵抱石头装车。

1997 年，郑传玖也成为“打工大
军”的一员。那个时候，郑传祥已经来
到广州一家吉他厂打工，在他的介绍
下，弟弟郑传玖成为吉他厂打磨工人。
两兄弟勤奋好学，十年时间，从工人做
到中层，制作吉他的 200 多道工序也
烂熟于心，用打工积攒的“第一桶金”，
兄弟俩合伙成立了神曲公司。

2012 年，考虑发展产业的正安县
摸底调查发现，仅在广州吉他行业务工
的正安人就有 2万多，不少已成为骨干
人才，一部分想回乡发展。在家乡领导
的大力招商下，郑传玖兄弟没有多想，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广州搬回
到正安发展。

“正安县委、县政府对我们承诺‘墙
内的事情企业自己管，墙外的事情政府
包’，本来我是半信半疑，只搬回部分生
产线，没想到他们说到做到。”郑传玖
说。县委、县政府“一把手”亲自抓，租
金、税收等优惠政策落地，他只负责管
好工厂的事，其他都是县里干部帮着
办好。

心里有了底的郑传玖，将生产线
全部搬回正安，神曲公司的“试水”成
功，吸引了一大批正安籍吉他人才和
企业返乡。目前，“正安·国际吉他产
业园”内的吉他及其配套企业已经达
到了 72 家，2019 年产销吉他约 606 万把、产值近 60 亿元，
正安县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为集中的吉他生产基地。今年
3 月，正安县如期脱贫出列。

稳下来，就有希望

产业发展了，要带动贫困户脱贫。正安县委、县政府要
求，园区企业优先招收贫困户，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就建
在园区旁边，搬迁户在家门口上班，带动他们增收。据统
计，整个吉他园区带动就业 14731 人，其中贫困人口 1374
人，直接保障了 6700 余人稳定脱贫。

可以说，吉他企业在正安的脱贫攻坚中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一场前所
未有的危机：企业发展受到影响，代加工的劣势在这次疫情
中尤为突出，很多代工企业都收到了外贸订单无限期延长
交货期的通知，就连主抓国内市场的一些企业，在疫情期
间，产品销售基本都缩水 60% 以上。

“若是以往碰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只有选择停工。但一
旦停工，就意味着上万人暂时失业，而园区内的技术工人也
会随着停工而不断的流失，很难保证在开工的时候能及时
地将他们找回。”郑传玖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疫情发生后，正安县按照“六稳”“六保”的要求，在用足中
央、省、市扶持政策的前提下，全力协助企业共克难关：比如，
对吉他企业水电费用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缓则缓；由县担
保公司以订单、库存货物为反担保，帮助吉他企业申请最高
200万元的贷款，县财政在疫情期间予以 4个月贴息，解决企
业流动资金的问题；为企业免费提供产品停放仓库；吉他外贸
出口企业订单一出来，进入免费仓库，就按程序向企业快速返
税；对万不得已停工的吉他外贸企业做好预案，统计企业失业
人员，并由农业部门把临时失业人员组织转移到农业产业中
就业，确保在本地留住这些吉他产业的技能工。

“现在，神曲公司的生产销售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不
光我们，园区内所有企业都信心倍增，安安心心地开机生
产，企业的工人们也像往常一样安安心心在家门口打工。”
郑传玖说。

是“危”更是“机”

“这次疫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危’，也让我们从中
看到了‘机’。”郑传玖说，“以往被人掐着脖子的代工生产，
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我们更加坚定了开发自己品牌的决
心。”

可喜的是，“正安·国际吉他产业园”部分企业，不但在
国内市场的占比不断提高，甚至在东南亚以及澳洲都已经
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市场，口碑不错。神曲公司的两
个自主品牌也得到海外市场充分认可。这给正安吉他产业
从看别人脸色吃饭的代工向自主品牌创市场的转变注入了
更多的信心。

“有句话叫自助者天助，地方都努力地在帮助企业，企
业也应该积极开展自救。”郑传玖说。园区内的企业也开始
各自的转型，多家企业开始研发自己的品牌，拓宽国内的市
场，什么网络弹唱比赛、在线直播带货等手段层出不穷。

但是，小微企业在发展中也确确实实遇到了困难和问
题，比如说，想扩大生产但融资很困难，建厂房难，乱收费现
象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郑传玖一直
在关注这些问题，所以，他今年的议案是扶持发展中小微企
业，帮助更多企业顺利度过这场危机。

他的建议是：第一，由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专门机构，对小
微企业进行认真摸底排查，据实发现问题和反映情况，听取
小微企业的反映，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第二，支持地方建立小
微企业孵化园，让有实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入驻产业
园，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建厂难的问题；第三，对于个别村对所
辖的小微企业收取卫生费、赞助费、管理费等现象，希望彻底
根治；第四，推行部门挂帮企业制度，形成部门以“精准帮企”
帮企业，企业帮贫困户的方式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中小微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建设方面功
不可没，希望帮他们一把，让更多的脱贫群众安安心心在家
门口挣钱。”郑传玖说。

（本报记者李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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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全国人大代表周忠莲。 新华社记者舒静摄
左图：浙江桐庐县合村乡“在水一方”集装箱主题精品民宿。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周忠莲代表说，要着力破解规划问题、用地问题、人才问题等乡村振兴中的制约问题。

右图：全国人大代表耿新翠。 新华社发（钟德波摄）
左图：5 月 17 日，耿新翠（右）与香菇种植户交流经验。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耿新翠代表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技术和人才。

右图：全国人大代表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 新华社发（崔志坚摄）
左图：新疆福海县福海镇永安路社区，面点师在讲解面点技艺。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代表建议，拓宽农牧民就业渠道，实现稳定就业。

“只要努力奋斗，一只
手也能撑起一片天。”全国
人大代表、广西博白县桂
源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入源这样说。

这些年，身残志坚的
他，开创养羊产业，带动数
百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刘入源出生在博白县
江宁镇长江村 ，今年 3 7
岁。1999 年，一场意外使
他失去右手掌。他没有自
暴自弃，1 个月后学会了
用左手写字，两个月后学
会了穿针引线、缝衣服。他
从玉林市卫生学校毕业
后，在药店打过工，开过茶
叶店，积极乐观地生活着。

2009 年，刘入源拿出
全部家当引进 31 只黑山
羊，创办了广西博白县桂
源农牧有限公司。由于没
技术、没经验，3 个月内羊
全部死亡，导致血本无归。
面对质疑的目光，刘入源
没有退缩，举债 3 万多元
继续养羊。他拜师学艺、改
造圈舍，甚至把自己的床
搬到羊圈里。

“那段时间，我几乎与
羊形影不离，羊吃东西，我
就蹲在旁边看；晚上羊睡
觉了，我也睡在旁边。通过
细心的观察，我能判断它
是饿了、冷了，还是要生小
羊了。”刘入源说。1 年后，
山羊存栏量达 250 多只，
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经过不断摸索，公司
效益越来越好。但是，看着
乡亲们依然贫困，刘入源
心里不是滋味，决心带着
大家一起发“羊财”。

刘入源采取“托管代
养”方式，把羊寄养在农户
家里，全程提供技术、防疫
指导及饲料，并保价收购
小羊，让农户“旱涝保收”。
他利用养羊协会等平台，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带动贫困户养羊增
收。目前，刘入源已带动博
白县多个乡镇以及藤县、
上思等地数百户贫困户，
每户增收 2 万多元。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刘入源持续关注
特色产业扶贫和乡村发展，积极反映群众呼
声和期盼。今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了加大农
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力度、大力培植“本土人
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刘入源表示：“我将
不断努力，做好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
羊’。” （记者何伟）

据新华社南宁 5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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