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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6 月 3 日电（记者王念、黄浩铭、
何伟）初夏的桂西北山区，机器轰鸣声中，新修的
公路朝着大山深处延伸，路边一栋栋新房拔地而
起，新建的水柜散布在村屯和田园间……脱贫攻
坚进入倒计时，记者在广西河池市多个挂牌督战
村看到，干部群众正在奋力冲刺，到处是忙碌的
身影。

河池市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境内石山密
布，土地贫瘠，今年还有罗城、都安、大化 3 个未摘
帽县。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广西还有 48 个贫困发
生率在 10% 以上的挂牌督战贫困村，其中有 37
个在河池市。面对最难啃的“硬骨头”，河池市正全
力攻克大石山区最后的堡垒，确保脱贫攻坚任务
按时完成。

“冲坡、挂一挡、砂石飞溅……”这是大化瑶族
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第一书记韦德王开着私家车
下村屯的情景。驻村 2 年，韦德王的车被崎岖山路
上的石头刺破了 18 条轮胎。

2019 年底，八好村仍有 197 户 1297 人未脱

贫，贫困发生率超过 60%，是河池市所有贫困村
中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村。今年，八好村 23 个自
然屯均已实现通路，全村 112 个贫困户正在实施
危旧房改造，新建的 42 座家庭水柜也在抢抓进
度，确保 6 月底前全部完工。在韦德王随身携带的
公文包里，有一套各屯脱贫攻坚任务作战图，适时
动态更新各项工作进度，韦德王和其他驻村干部
一起，每天都要到工地协调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要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这个时
候每一项工作都慢不得、拖不起，必须争分夺秒。”
韦德王说。

走进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古朝村，犹如来
到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建房子、修水柜、硬
化道路的队伍分散在多个山弄里施工，机械作业
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地处大石山区深处的古朝村三巴屯今年 5 月
通了路。还没等路面全部铺设平整，干部群众就紧
锣密鼓地着手进行危房改造和家庭水柜建设。78
岁的贫困户蒙美凤告诉记者，三巴屯以前靠天吃

水，遇到干旱年份，家家户户饮水都很困难。现
在通了路，可以运材料进来建家庭水柜和改造
危房。蒙美凤一家喝上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建
起了新房，非常高兴。

古朝村驻村第一书记韦安说，帮扶干部实
行“人包户”责任制，按照政府统规统建的要求，
对各个建设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好每个
环节的衔接，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按时
间节点完成任务。

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新安村，贫困
户谢吉锋的房子 5 月底前终于完成修缮加固。
近年来，驻村第一书记罗代欢多次上门做动员
工作，但谢吉锋对房屋改造的事情总是含糊其
词，一来二去，成了村里最后一个没有稳固住房
的贫困户。

脱贫攻坚路上一个都不能放弃，“五一”前，
罗代欢和驻村工作队员再次上门，与谢吉锋一
起商量解决方案。

这次，谢吉锋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主要是担

心开销大，自筹资金有困难。罗代欢为他分析：
“经过鉴定，你的房子加固后可继续使用，工程
量并不大。修缮加固能享受 2 . 5 万元的补贴，
你做过建筑工，如果自己动手，精打细算，这笔
钱足够了……”

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谢吉锋紧皱的眉
头终于舒展开了，很快就买来水泥、沙子等材
料，开始施工。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大石山区深处攻坚决
战的关键时刻，这样“人盯人”“人盯项目”“人盯
工期”的场景，是河池市挂牌督战村的工作
常态。

河池市委书记何辛幸说，河池市已经累计
实现 70 . 22 万人脱贫，7 个贫困县摘帽，625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从 20 . 16% 下降到
1 . 86%。针对最后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当前
正集中精力打好教育、医疗、住房、饮水四大战
役，以决战决胜之势向脱贫攻坚发起最后
总攻。

“我接触到一些
沿海企业的外贸订
单，已经恢复到去年
7 月份水平了，虽然
与往年有差距，但稳
就业能力在恢复提
升。”5 月下旬的一个
周六，记者在大山里
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
县董地乡采访时，碰
见前来督战帮扶脱贫
攻坚的县政府官员。
说起浙江一些企业用
工情况，他如数家珍，
这不由让记者有些意
外。原来，为了给本县
农民外出务工争取更
多就业机会，他刚刚
带队，从浙江开展劳
务协作对接回来。

实现高质量的脱
贫攻坚，必须掌握实
情、解决实际问题、务
求实效。贵州的贫困
劳动力家庭 70% 收
入来自在外务工。由
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
成的影响，不少贫困
劳动力出不去或者出
去又返回来，成为今
年贵州脱贫攻坚务实
冲刺的头号挑战。

纳雍县与对口支
援的广州市天河区，
是经上级确定的东西扶贫对口协作关系。纳雍县
积极上门对接，天河区紧急出台了提供交通、社
会保险补贴，以及对口开发 500 个以上公益岗位
等措施，为纳雍的贫困户就业提供强力支援。

纳雍并没有完全依赖靠行政手段建立的
“外援”。多年来，全县外出务工相对集中在浙江
五县市，比如武义就有近 6000 人。纳雍县收集
这些县市企业岗位用工信息 5 . 5 万个，及时向
未外出务工人员推送。同时也需要农民工及时
赶到复产的武义，对纳雍的衔接“投桃报李”。今
年疫情期间，武义派工作组入驻纳雍，组织专列
和专车接送返岗。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了 188 万人口，数量超
过三峡移民。如何帮助这些移民稳得住，而非
“一搬了之”，是对脱贫工作是否务实的考验。

帮助进城移民适应新生活、找到新工作，是
“稳得住”的关键。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
波县兴旺社区，汇聚了全县多个乡镇移民。每个
乡镇都派出一个干部跟踪服务搬迁群众，其中
瑶山乡派了三个。针对一些不识字、没有城市生
活经历的瑶山移民，社区第一堂课专门教他们
记楼栋房号的办法，如“7 像镰刀，11 像筷子”。
同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就业服务，保障每 1 户有
1 个劳动力能够就业。

如何务实地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到脱贫
一线，经常可以听见一些高频词，比如“联结”
“合作社”。意即发展产业要把贫困户发动起来，
让他们从中受益。而联结的方式，往往是组建合
作社。一些基层干部做表面功夫，实际入股的只
有财政奖补资金，并没有真正发动贫困户和农
民参与，发展产业也是一句空话。汇报材料里写
上组建了合作社，实际变成“空壳合作社”“僵尸
合作社”；有的合作社，还沦为少数私人套取政
府资金的工具，查处的案例不少。

纳雍县董地乡去年引导各村的合作社联合
起来，组建了全乡扶贫合作联社。引入能人、大
户合理入股，同时参加的农民、贫困户需要自己
入股，这样提升了他们对合作社的关注、支持、
参与度。由于“抱团取暖”，便于整合土地、劳动
力资源，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目前“合作联社”运行态势良好，实实在在分红
拿到钱的农民，积极性高涨。

扶贫产业发展怎样务实，也是带普遍性的
一个焦点。提出农村产业革命的贵州省经过审
慎研究，近年来在全省范围内倡导发展食用菌、
茶叶、蔬菜等 12 项产业，在很多地方取得较好
效果。位于纳雍县西部的勺窝镇，山高坡陡，土
地破碎。当地的基层干部没有机械地在 12 项产
业里做选择题，而是坚持实地调研，从实际
出发。

为找到“致富”产业，他们承受“自选动作”

压力，组织考察组赴云南陆良、四川凉山等地实
地考察，还邀请相关桑蚕专家来勺窝镇考察。经
分析，本镇的土壤、海拔、气候等适宜种桑养蚕。
随后，引进了有实力、专业的龙头企业，蚕桑产
业发展如火如荼。

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贫困地区摘帽出
列的考核验收、第三方评估等都将来临。要经得
起各种“大考”，就不能玩花架子，做表面功夫。
贵州一位基层干部对记者说的话，道出坚持务
实脱贫的重要性：“这检查、那考核，最终的考
官，还是老百姓。”

（记者段羡菊、王新明、骆飞；参与采写：崔晓强）
新华社贵阳 6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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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3 日，农民在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
扶贫产业分红大会上领到分红。新华社资料片

河池：攻克大石山区最后的贫困堡垒

秸秆编织助力脱贫致富
▲ 6 月 2 日，山东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马二村农民在用小麦秸秆编制工艺品。近年

来，当地政府扶持创办多家草编合作社，通过网商、直播带货等渠道推销秸秆工艺品，带动
当地 10 多个专业村上万名农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房德华摄）

据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 日电（记者白明山、齐
雷杰）红薯、山楂、香菇……这些农村地区的特色
产品，曾经一度因为产业同质化、产品单一化，价
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记者近日在河北贫困地区
采访发现，各地因地制宜、提旧育新并举，昔日老
产业正展现新活力。

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红薯淀粉

保定市易县是革命老区。40 岁的苑文玉，20
年前离开家乡到北京做淀粉生意。

在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他，看到老乡们的
红薯因储存不当大部分烂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
琢磨着，家乡红薯品质好，为何不把自个的生意与
之结合呢？

2017 年，苑文玉回乡投资建厂，生产专业配方
淀粉和无明矾水晶粉条，一改传统手工作坊式生

产。走进厂区，现代化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在化验
室，检验人员对每批次产品化验、记录、存档、留样。

2019 年，他建成杂粮粉深加工扶贫车间，与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以高于市场 10% 的价格
收购红薯、玉米、杂粮，到目前已经收购农产品 200
多万斤，带动周边贫困群众增收。

捏着一个小包装袋，苑文玉笑着说：“别小看这
个，论克卖的，网店上一度卖断货。”他解释说，这是把
红薯等原料调配制成的代餐粉，冲开即食、营养均衡，
满足上班族没时间做早餐的需求。

被“科技赋能”的山楂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承德兴隆县
被称为中国山楂之乡，可山楂产业一度不“兴隆”。

2017 年，海归研究生张静放弃北京白领工
作，一头扎回老家，跟父亲种起有机山楂，开启与

山楂的“青春之恋”。
她说，国外有一种跟山楂一样口感酸甜的红

色小果子——蔓越莓。蔓越莓被制成价格不菲的
各种保健食品，而家乡的山楂却无人问津。

回乡后，她聘请业内知名林果专家，组建了河
北省山楂产业技术研究院，建成多单位联合、多学
科融合、协同创新的山楂研发团队，筛选新品种，
开发适合都市年轻人的“山楂饮料杯”等新产品。

由于管理科学，当地山楂果品的附加值大幅
提升。张静说，公司通过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直接
入股公司等方式，吸收 8 个乡镇、12 个贫困村的
1521个贫困户入股，累计分红 140余万元。

撑起“致富伞”的小香菇

还清 8 万元“饥荒”和 10 万元贷款，保定市
阜平县色岭口村村民顾军眉头舒展，心里敞亮

了。顾军得脑血栓后一病 10 年，妻子也生病，一
家人东借西凑，过着“拉饥荒”的日子。

帮顾军走出困境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小香
菇。阜平县太行山食用菌产业研究院院长侯桂森
说，当地气候寒凉，山区果树枝杈多，粉碎成木屑
可做蘑菇培养基，适合发展食用菌。

为扶持新产业，阜平县整合涉农资金，统一
建设标准化大棚，提供菌棒和技术培训指导，统
一打造“老乡菇”品牌收购蘑菇。政府还为菇农
上了农业保险，把种植风险降到最低。

“从 2017 年开始种香菇，‘饥荒’和贷款都还
清了。2019 年，承包了 2 个棚，纯收入 10 万元。”
顾军打了“翻身仗”，压在心口的大石头搬开了。

车行阜平县山区，一栋栋、一排排蘑菇大棚
不时映入眼帘，一朵朵小蘑菇为贫困群众撑起
了“致富伞”。

老产业里挖“新机”：河北产业扶贫观察

陕北黄河沿岸土石山区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硬骨
头”。记者日前在榆林佳县
采访发现，黄河岸边一些传
统村落将“乡土记忆”变为
“致富资源”，通过挖掘和保
护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和特色产业，使广大村民既
留住了“乡愁”，又品尝到了
脱贫致富的“甜头”。

“前山高，后山长，我家
就住在高坡上……”伴着粗
犷质朴的歌声，村民穿着陕
北地区传统服饰，手握各式
各样的农具，牵着自家老牛
高马，依次缓缓走来。在起
伏的沟峁间，耕种、打夯、娶
亲……一幅幅黄土高原祖辈
生产生活图景徐徐再现。

这是在佳县坑镇赤牛坬
村每天都会上演的场景。这
场原生态实景演出《高高山
上一头牛》，全部由这个黄河
岸边小山村的村民自编自导
自演。

在 300 多孔依山而建的
窑洞前，100 多位村民以天空
为背景，以山坡为舞台，为到
村里的游客展示表演。“这些
演员全部是我们村民，最大
的年龄 80 岁，最小的才六七
岁。”赤牛坬村村支书高建茂
说，“现在每天演一场，高峰
时一天会演好几场。参加演

出的村民，每次可以领到至少 20 元的报酬。”

赤牛坬村还建起了极具特色的乡村民俗博物
馆。对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让这座古村落
焕发生机。游客多了，村里合作社、农家乐等生意也
红火起来。几年间，村里修通了旅游专线公路，建起
了公共服务中心，全村窑洞换上了门窗、雨檐，家家都
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和节能灶。去年赤牛坬村接待远
近游客 3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8 万元。

“挖掘和保护好民俗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乡
村振兴又多了一个锚点。”佳县县委书记刘生胜
说，“这不但保存了古村落的历史记忆，还唤起了
村民的自信和自豪，更给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距离赤牛坬村 50 多公里的泥河沟村，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古枣村”。村里一片 36 亩的古枣园，
有 1100 余株老枣树，其中最老的枣树已有 1400 多
年历史。村支书武正生介绍，我国很多地方的枣树
都是从这里传开的，现在还一直有人来买枣树苗。

2014 年，这片保存完好的古枣林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 4
月，泥河沟村还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到我们村，一下子就找到了传统村落的味道，这
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浓浓的乡愁。”村民武小斌说，他
2014 年回乡开办“枣缘人家”民宿，生意一直不错。

武正生说，这两年村里发展红枣产业、乡村旅
游，已有 80 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长期在泥河沟村蹲
点调研。他说，传统村落探索复育乡土文化，为一
些濒临凋敝的乡村注入了活力。

（记者储国强、张斌、徐汉）据新华社西安 6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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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香收了种甜瓜，甜瓜之后种黄瓜……
河北青县：建好京津“菜篮子”，铺平脱贫致富路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３日电（记者曹国厂、杜
一方）河北省青县清州镇胡白庄村京杭大运河两
岸，一座座塑料大棚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眼下正
是村民李会芬家头茬甜瓜的采摘时节，“早起摘
的瓜，中午就能运到北京，累是累了点，但是越干
越有劲儿！”

46 岁的李会芬是胡白庄村民，她的丈夫张
广涛因股骨头坏死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一双
上学的儿女。这位皮肤黝黑、性格开朗的农家女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前一家人就靠２亩多地
种玉米、小麦和打零工维持生计。”2017年 10月，
她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 年，青县依托胡白庄村 50 多年的蔬
菜种植经验和区位优势，建起产业扶贫设施蔬
菜生产基地。青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主动找
到李会芬讲解精准扶贫政策：贫困户建塑料大

棚，１亩地可以补 5000 元钱，家里２亩多地可
以补１万多元。她和丈夫动了心。

政策虽好，但没有种植经验的夫妻二人心里没
底。村党支部书记张国亮介绍说：“当时我跟他们
说，建好塑料大棚，第一茬种茴香，茴香收了种甜
瓜，甜瓜之后种黄瓜，从种到卖不用犯愁，村里合作
社会帮着销售，他们两口子这才下定了决心。”

李会芬说，她家大棚是去年 10 月份建成
的，第一茬种的茴香长势喜人，眼看该上市的时
候，却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青县农业农村局及
时安排部署，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农技人员
和村里合作社一起为村民找销路。

很快，来自北京、天津及青县周边县市的货
车通过“绿色通道”到村里收菜，菜农只需每天
早上把自家蔬菜送到收集点，过磅、装车、收钱
就行了。李会芬难掩内心的激动：“两棚茴香卖

了 18000 元，比我以前种玉米、麦子四五年的收
入还高。”

3 月 15 日，李会芬卖完茴香紧接着又种上
了甜瓜。“一个大棚里的头茬甜瓜已经摘完，卖了
6000 多元，另一棚不会低于这个数。”李会芬说，
“现在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如果管理得好，
这两棚甜瓜到立秋还能再收两茬。收完接着再种
上黄瓜，国庆节就可以上市了。”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青县依托自身蔬菜
发展优势，因户制宜，分类施策，扶持贫困户从
蔬菜大棚里“淘金”，像李会芬一样，一批批菜农
走上了致富路。

统计数据显示，青县总人口 43 万，2019 年
初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971 户 3587
人。通过实施系列精准扶贫措施，到 2019 年底，
全县剩 10 户 16 人未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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