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8 版

2020 年 6 月 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加佳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贵阳 6 月 1 日电（记者段
羡菊、王新明、骆飞)初夏，小满节气之
际，记者来到了莽莽乌蒙山腹地的贵
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全省 9 个剩余贫
困县之一。这里虽然有着“高原水乡”
“生态茶乡”“苗舞诗乡”的美好称誉，
但山高坡陡、土地破碎，以及偏远的交
通、薄弱的产业基础，使这片土地长期
背负贫困重压，却是不争的事实。

农民杨才貌本家在厍东关乡陶
营村，乌江上游总溪河旁陡峭大山
里。今年 45 岁，个子不高，脸被高原
紫外线晒红的他，过去在外打工，如
今栽种着 10 多亩樱桃。樱桃园大都
在荒坡上，说是地，其实就是绵延的
几个山头，曾经种啥啥都不像样，都
不来钱。

农技人员从这里野生的樱桃得到
启示，因地制宜，培育出“玛瑙红樱桃”
品种。尽管基层政府组建合作社大力
推广，但一些农民不相信，你前脚栽，
他后脚扯。后来，示范户每亩上万元的
收入，让大家动了心。

春天，一树树雪白的樱桃花，从河
谷至山腰再到山顶，次第盛开。可让杨
才貌焦急的是，受疫情影响，前来赏花
的人没有几个。樱桃越长越水灵，他越
发心神不宁。

奇迹出现了！就在樱桃上市前，国
内疫情得到明显控制缓解，贵州全省
降为低风险地区。樱桃园迎来了大量
采摘的游客，最多一天来了约 6000
人，创历年最高纪录。批发商纷至沓
来，电商也成新销售增长点。

最后一棵樱桃树采摘完，杨才貌
算了一笔账，收入超 10 万。开始谋划
来年和更多邻居“联营”的他，用朴实
的笑脸，亮出梦想：“建个好房子，买台
好车，把孩子培养好。”

在厍东关乡南边的纳雍县勺窝镇，
瑞慧桑蚕养殖公司蚕房内，一条条白白
胖胖的蚕正在咬吃桑叶，一片沙沙声。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穿着蓝
色工装的青年女工罗幺妹脸上透露着
浅浅的笑意。去年她被公司送到四川
学习养蚕技术，如今成为熟练工，每月
收入 5000 多元。“喜欢这份工作，不仅

仅因为不用外出打工，能够照顾家
庭。”她指着在叶子中蠕动的蚕宝宝
说，“每次看见它们，就觉得好可爱。”

去年，看中这里的气候能够产生
优质茧丝，这家公司经当地政府招商

引资而来。祖辈种植玉米的破碎山地
上，破天荒试种了 3400 亩桑叶，当年
种植、当年摘叶、当年出蚕丝。由于“公
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有力，今
年全镇 17 个村已经村村栽桑树，面积

达到 1 . 6 万亩。
走出蚕房，山岭上、路旁边，到

处可见青翠的桑树。戴一顶太阳帽、
穿破洞牛仔裤的卢翠正麻利采摘桑
叶。“每株顶部留下 3 片，”她毫不掩
饰自己的幸福，“真的意想不到，在
家门口竟然有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卢翠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外打
工，去年回乡前是深圳一家日本工
厂的安全管理员。如今，她每月工
资也达到 5000 元，可在家照顾 2
个孩子，业余还自学成人高考的会
计专业。家乡昔日的贫困让她出
走，如今的发展让她回归。变化让
她惊奇，让她萌生更多希望。“很感
谢政府引进蚕桑公司。”她发自内
心地说道。

羊场乡的菜子地村，山泉水通
到家，农妇张文秀演示过去如何用
塑料桶背水，告别艰辛使她笑容灿
烂。采访中在基层看到的张张照片，
记录了更多笑脸：2019 年夏，锅圈
岩乡南瓜种植基地，老农正咧嘴笑
着，清数卖南瓜的收入；2020 年初，
董地乡的合作社分红大会上，一堆
高高叠起的百元大钞旁，11 个村的
村民代表笑得脸若桃花。

纳雍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 5
万多户、接近 25 万人，贫困发生率
超过 23%。2019 年底，全县剩余贫
困人口 1 万余户、2 . 8 万多人，贫困
发生率降至 2 . 96%。如今，为将现
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面清零，在
省政府办公厅挂牌督战下，全县各
级干部正在苦干冲刺。

尽管出门在外，还是贵州农民
就业、赚钱的主要来源，但乌蒙山深
处一张张灿烂笑脸，传递了农家的
喜悦，折射了产业扶贫成效，使人们
对崇山峻岭中的乡村明天，充满了
美好希望。

（参与采写：崔晓强）

本报记者字强

“脱贫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这是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到的内容。
2020 年是中国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我们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什么是小康？小康实
现了吗？决胜时刻如何
干？记者于全国两会期
间采访了“直过民族”怒
族、独龙族、傈僳族的群
众及三位本民族全国人
大代表，聆听他们战贫
斗困、逐梦小康的动人
故事。

什么是“小康”？

《诗经》有云：“民亦
劳止，汔可小康。”数千年
来，“小康”一直是中国人
民最朴素的愿望。随着时
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小
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
涵。尤其在少数民族群众
心里，“小康”的含义具
体、丰富、多元。

“小时候喜欢吃糖，
想着以后每天能吃上一
颗糖，就算是小康生活
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
乡怒族汉子根四付说。

像根四付一样，许多
怒族群众对小康生活的
期盼是“有饭吃、有衣
穿”，“如果偶尔有肉吃、
有酒喝，那就赛神仙了”。

怒族属于云南“直
过民族”，主要聚居在怒
江大峡谷中。据有关资
料记载，在 16 世纪以
前，怒族还处在新石器
时代的晚期，生活以采
集和狩猎为主。

“目前我们怒族还未全面实现小康，但在党中
央的深切关怀下，我们正一步步向小康迈进。”全
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州实验小学工会主席余
小勤是一名怒族人，在她看来，小康不仅是个体物
质生活富裕，还应该包括精神富足、心理健康，以
及社会稳定和谐，自然生态良好。

“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怒江两岸发生飞速变
化，怒族人民期待小康早日到来。”余小勤告诉记
者。交通阻隔限制了怒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
伐，脱贫第一步，关键要修路。去年，她在全国两会
上提出了有关交通扶贫的建议。如今，国家投入了
资金，通往行政村的公路已经实现全部硬化，解决
了制约怒族群众发展最突出的难点问题。

小康实现了吗？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缺水缺电……独龙江
畔，山高水急，独龙族几乎与世隔绝。新中国成立
之初，独龙族尚在原始社会末期。全国总人口约
7000 人，其中有 4200 多人生活在怒江州贡山县
独龙江乡。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独龙
族整族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住进崭新的单元楼、用新潮的家用电器、开三
轮摩托车……近年来，在党中央关心和各部委支
持下，云南省采取“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超常规
措施，从安居温饱、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合
力攻坚，让独龙族群众实现了安居梦、脱贫梦。

2018 年底，独龙族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
贫。2019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
的乡亲们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他在信
中说：“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如今，独龙江乡成功创建了 3A 级景区，群众
吃起了“生态旅游”饭，全乡农家乐从 10 多家增加
到 40 多家。全乡因地制宜，推广种植草果达 6 . 8
万亩，人均接近 16 亩，为农户带来可观收入。

“独龙族一步跨千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全国人大代表、云
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党
和政府把我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了！独龙族人民一
定不忘总书记嘱托，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决胜时刻如何干？

奔腾的怒江边，一座座崭新的易地搬迁安置
房映入眼帘。从深山老林里搬出，住进宽敞明亮的
楼房，傈僳族村民像做梦一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在云南，已有 9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实现整族脱贫。今年 6月底前，怒族、傈僳族的剩余
贫困人口也将达到脱贫标准。届时，云南省的 11 个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将全部实现整族脱贫。

怒族、傈僳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州，这里是全国
贫困发生率最高、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受到
山大、沟深等自然条件制约，境内交通仍十分滞
后。目前全州还有泸水市、福贡县、兰坪县未脱贫，
今年要完成 4 . 43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出列。

“我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不胜不休。”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州州长李文辉说，为了
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怒江州正在实施贫困村退
出歼灭战，持续开展大走访、大排查活动，逐村逐
户对账销号，确保今年上半年完成剩余脱贫任务。
目前全州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 . 76%。

“现在的怒江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进步，
以前各族人民不敢想的美好生活正成为现实。”李
文辉说，我们要聚焦短板弱项，提升脱贫成色，斩
断千年“穷根”，让怒江所有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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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5 月 31 日电（记者
伍鲲鹏、张翅）初夏已至，气温逐渐升
高，但陈正兵再也不担心对花菇生长
有害的高温了。

陈正兵是重庆市城口县修齐镇花
菇产业扶贫车间的负责人，他所在的
城口县位于大巴山深处，是重庆市最
偏远的一个县。“花菇在超过 25 摄氏
度的气温下就会停止生长。前两年的
这个时候，我每天都和镇里的干部用
扁担挑水降温，天气最热的时候甚至
专门找了两辆消防车来浇水。如果去
年引水渠项目不建好，我这扶贫车间
真的就干不下去了。”他说。

陈正兵所说的引水渠，是城口县
2019 年在 1000 多个申报使用扶贫资
金的项目中“海选”出来的。所谓“海
选”，就是县政府综合考虑扶贫效率、
紧迫性、投入产出比等要素后，通过县
级各部门现场评议、质询，确定财政资
金支持的扶贫项目并优先安排。

“各个条线在上报扶贫项目的时
候，申请的财政资金往往宁多勿少，如
果按申报配置，某个村级道路项目就
需要 3000 万元，财政资金只能是杯水
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各个村的需求。”
城口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宗伦说。

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效

益，才有助于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
任务。城口县迅速调整思路，建立起
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扶贫项目资金台
账、乡镇（街道）扶贫项目资金台账、行
政村（社区）扶贫项目资金台账以及扶
贫项目资金台账明细表，这种“三账一
表”制度，将扶贫项目资金全流程纳入
监管范围，并在强化责任落实、督查检
查和责任追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优
化项目建设内容，提升群众知晓度和
参与度。

“以 2019 年为例，1000 多个申请
财政资金支持的扶贫项目进入评审环
节时，其明细表订成了半个巴掌高的

一厚本，包括县扶贫办、乡镇、主管业
务部门负责人在内的 100 多位评委人
手一本，‘海选’了整整两天才出结果，
被淘汰项目的申报人也心服口服。那
条号称需要 3000 万元的村级公路，在
经过实地督查并调整建设方案后，最
终也只花了 500 万元就保质保量完工
了。”王宗伦说。

从乡村道路大规模硬化到村卫生
室全面建成，再到各个扶贫车间引水
渠和道路建设，城口县扶贫资金使用
效益不断提升，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
让越来越多建卡贫困户尝到了甜头。

在修齐镇花菇产业扶贫车间务工

的建卡贫困户张国珍就是一位受益
者，她通过在扶贫车间务工和产业分
红，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分红 1000
元，年终奖 1000元，再加上每月务工
收入 2000多元，全年光靠务工，我就
能挣 26000多元。”张国珍说。

2020 年 2 月，城口县以贫困发
生率 0 . 42%、群众满意度 98 . 47%、
零漏评零错退的工作成效，正式退
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
目前，城口县 90 个贫困村、11847
户、45717 名贫困人口已实现稳定
脱贫，剩余未脱贫人口 220 户 769
人也将于今年脱贫。

要花钱，先“海选” 重 庆 城 口 县 提 高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贵州脱贫攻坚

一线采访随笔
乌蒙山农民的笑脸

推开崭新的大门，站在院子里，望
见对面细雨掩映的群山，听着两个儿
子在身旁嬉戏打闹，“85 后”青年张荷
花感慨：“生活少不了柴米油盐，但也
需要诗和远方。”

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山，是 11 年前
的一个夜晚。车开了好久，一路颠簸。
到家了才看到，房子很矮，墙是泥扶
的，门口的茅草很高。“真不知道当时
咋呆下来的。”忆起往事，张荷花微笑
的眼角淌着泪。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丹溪乡岑峰
村，位于武夷山与九连山余脉相交处，
是“扎”在山根的省级贫困村。2009
年张荷花嫁到这，成了一位客家媳妇。

然而生活总是不乏意外。
家人相继生病让这个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再加上整修开裂的
旧房子，家里就这样背负下 20 多万元
债务，四处借钱，亲戚见了他们都躲着
走。2014 年，张荷花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爱笑的她不笑了：“跟当姑娘时候
比，落差太大了。”张荷花整日的梦想
就是脱贫致富。

岑峰村由于地理气候原因，种的
红薯蒸好后更甜糯，家家户户一直有
种植红薯、做红薯干的传统。2015 年
精准扶贫开始后，岑峰村把红薯产业
作为脱贫主打产业，全村红薯种植面
积从 40 余亩增加至 400 余亩，贫困户

种植红薯 2 亩以上每亩补贴 300 元。
张荷花家也种了 2 亩多地，老公

被安排了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再加上
卖红薯干赚的一点钱，她家当年就脱
了贫。

那段时间，老公和儿子成了她最
大的慰藉。有次跟儿子在地里一边干
农活一边打闹，儿子没站稳，笑着一屁
股坐在了稻田里，张荷花说：“真的就
那个瞬间，豁然开朗。我还年轻，怕啥
呀！”

打起精神的张荷花不同于以前做
红薯干的小打小闹，开始认真盘算起
这个营生。

“红薯太大太小都不好，最好控制
在 200 至 300 克；削皮一定要去掉白
色的内衣；红薯干不能加防腐剂，要用
电烤箱杀菌……”来岑峰之前，张荷花
很少看到过红薯，更害怕红薯秧上的
大肉虫子，但从刚开始做的黑色到现
在晶莹透亮的焦糖色，张荷花在失败
中逐渐摸索出独家秘诀。对品质的严
格把控也使她的红薯干即使略高于市
场价仍供不应求。

除了质量，打开销路也很重要。
作为一名“85 后”，张荷花同样喜欢玩
手机，日常机不离手，“自然就想到在
朋友圈卖红薯干”，与其等人上门收购
红薯干，卖不到好价钱，销量也不稳
定，为什么不自己卖？

稳坐家中的张荷花把红薯干卖

到了全国 ，家里几亩地产的近万
斤红薯不够卖 ，就申请了 5 万元
妇女创业担保贷款 ，收购村民手
中的红薯进行加工 ，经过几年的
经营，张荷花脸上的笑容回来了。

在岑峰村，像张荷花一样找回
笑容的贫困户不在少数，“现在家
家户户都卖红薯干，村里还成立了
乡香园养植专业合作社，80 余户
贫困户靠红薯产业实现脱贫增
收”，岑峰村党支部书记龚云辉说。

眼看着离实现梦想越来越近，
张荷花又添了一把火——在村里
经营一家团购平台的配送站点。
去年无意间买了这个平台的东西，
觉得物美价廉，她就主动去网上查
联系方式要求加盟。

刚开始村里的人不理解，邻居
们都来问：“咋能在网上买肉呢？
能吃吗？”

为了打开销路，张荷花用时下
流行的方式营销，进行地面推广、
在关键节点送礼物给村民，“今年

‘ 520 ’我给她们送了鲜花，刚刚邻
居大婶让我在平台上给她买个花
瓶。”

家里崭新的大门旁摆着一排
可爱的多肉植物，张荷花喜欢花，
她说：“花就是诗的开始。”

（记者孙楠、袁慧晶）
新华社南昌 6 月 1 日电

新华社贵阳 5 月 31 日电
（记者王丽、吴思、肖艳）七
年前，贵州省赫章县安乐溪乡
丰岩村 180 多户群众，受云南
彝良地震影响陆续迁至几公里
外的乡镇移民新区。这个地处
乌蒙深山的深度贫困村，农民
大多外出务工谋生，家乡的土
地渐渐荒芜了。

而今年春夏，丰岩村上百名
村民又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育
种、除草、移栽，每天忙个不停。
遍布山岭的 3 万窝天麻和 100
多亩半夏长势正旺，不仅绿了荒
山，更充实着百姓的“钱袋子”。

“去年以来，给村民的工资
就发了 48 万元，户均增收三四
千元。”56 岁的丰岩村村支书刘
兴科说，“村社合一”村党支部领
办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
荒坡荒地，因地制宜种植中药
材。“沉睡的大山”被再次唤醒，
多年的撂荒地变成了“聚宝盆”。

脱贫攻坚“产业革命”推
动着极贫山乡发生一场深刻
的经济变革，丰岩村第一书记
张树说，2019 年 11 月，村里
成立了由村党支部书记任法
人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采取“公司+党支部+村集体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
天麻、半夏等产业。育种、苗
木、技术、市场等都由合作社统
一管理服务，村民全部入股，可
以流转土地、可以灵活务工，也
可以自己发展，而合作社的收
益由村集体和村民共享。

“以前大多村民只能勉强靠低保
度日，村集体更是没有一点儿积累。

如今村里的账上随时都有二
三十万元，给群众办点实事
也方便多了。”刘兴科感叹
道，“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
让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新
时代对村干部能力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丰岩村的实践，正在安乐
溪乡的村村寨寨展开。作为毕
节市 18 个极贫乡镇之一，安
乐溪乡 14 个村（居）中有 11
个是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6 个。乡长周遵龙说，目前每
个村均已成立党支部领办的
村级合作社，充分利用群众撂
荒多年土地 500 多亩，发展天
麻、半夏、马铃薯、核桃等产
业。通过“村社合一”，14 个村
（居）都实现了有实体经济支
撑，集体经济积累达 660 万
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

“还是这片山，还是这方
土。过去是‘管理乡村’，现在
是‘经营乡村’，观念变、思路
变，就能让贫困山乡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安乐溪乡党
委书记蔡明臣说，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农村产业正
从粗放量小向集约规模转
变，从“提篮小卖”向现代商
贸物流转变，从村民“户自为
战”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
发展共同体转变。以合作社
建设为纽带，向外积极引进
农业龙头企业，向内把群众
组织起来，通过利益联结激
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培育群众增收脱贫的活水
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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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花”遇见红薯
一位客家媳妇的诗和远方

大图：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厍东关乡连片栽种的樱桃树（5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骆飞摄
小图：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羊场乡菜子地村村民张文秀演示过去如何用塑料桶背水（5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段羡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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