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4 版

2020 年 6 月 5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南宁 6 月 4 日电（记者王军
伟、黄浩铭、陈一帆）毛南族曾因居住条
件恶劣，过去叫“毛难族”，意思是受苦受
难的民族，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
“毛南族”。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得益
于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毛南山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整族脱贫，幸福敲
开了每一户毛南族群众的家门。

搬出大山

环江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
县，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许多毛南族群
众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山之中，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是帮助贫困群众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

谭广田家在下南乡下塘村上眉屯，
50 多岁的他至今单身，多年前母亲去世
后，他就和父亲谭运日相依为命。谭广田
每月赶街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了能
赶上班车，他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崎岖山
路。而他 91 岁的父亲在 50余年前赶过
一次街后，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大山。

去年 9 月，政府帮他们在山外建好
了新居，这一天，10 多名干部和村民用
一张竹制的躺椅轮流将老人抬出大山。
50 多年来，老人再一次见到山外的世
界，并且有了人生第一张身份证。

如今，父子俩养了 3头牛，有低保、
养老保险、高龄补贴。当被问及现在的心
愿，不善言辞的谭广田害羞地说，“就想
娶个媳妇”。

环江县委书记黄荣彪说，近年来县
里累计帮助 1880 户毛南族贫困户实施
危旧房改造，同时把 2356 名毛南族贫困
人口从“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
搬迁到 2 个大型集中安置区和 7 个安置
点，彻底拔掉穷根。此外，县里还引进 27
家龙头企业进驻安置区，创建 102 个“扶
贫车间”，让搬迁户在家门口就业，努力
实现稳得住、能致富。

做衣领、上拉链、缝袖口……坐在整
洁的“扶贫车间”里，莫桂圆熟练地操作
缝纫机、赶制校服。对她而言，从前在大
山里“石头缝里种地”的艰难岁月就像一
场远去的梦。

莫桂圆的老家在水源镇上南社区洞
界屯，那是一个穷山沟，全家 5 口人住着
破旧的木瓦房，下面一层养牲口，上面一
层住人，冬天漏风，夏天漏雨。随着两个
女儿渐渐长大，生活的重压让她和丈夫
不得不外出务工，一年和孩子见不上几
次面。2018 年，莫桂圆全家搬进移民安
置区，让她喜出望外的是，自己还成为一
名“上班族”，每个月有近 3000 元的
收入。

今年，大女儿即将大学毕业，莫桂圆
总算了却一桩心事。“过上这样的好日
子，我们一家人都很珍惜。”说完，莫桂圆
不禁流下眼泪。

告别“三难”

饮水难、出行难、用电难一度是制约
毛南族群众脱贫的三大难题。

下南乡是毛南族群众主要聚居区，
由于位于喀斯特地貌山区，长期季节性
缺水。下南社区松朗屯贫困户覃凤增家
里一大一小两口水缸，见证着从饮水难
到饮水甜的生活变迁。

多年前，覃凤增每天一大早都要
到家附近的山泉打水，挑回小缸里储
存。20 世纪 80 年代，乡里建了小型饮
水工程，但因水量不够，只能限时供
水，为了多蓄水，覃凤增家里又添了一
口大缸。

下南乡党委书记覃纯果说，2016 年
他从县里到乡里任职时，同事告诉他“一
定要带个大桶去”。水厂每天只供水约 2
个小时，他到学校调研时，了解到师生饮
水困难，甚至出现过“偷水”的情况，心里
很不是滋味。

几十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直在寻

找新的水源，每次都无果而终。离乡政府
所在地约 12 公里远有一条河，叫打狗
河，但是其间的茫茫大山，阻隔了群众引
水的希望。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区域一万多名毛
南族群众的饮水难题，2017 年，在中央
和自治区专项资金支持下，将打狗河作
为取水点的饮水工程动工修建。“在大山
中修路、架电线、打隧道、建蓄水池，工程
推进难度很大，有的干部将之称为‘下南
三峡’，但是再大的难度也阻挡不了我们
改善毛南族群众生存条件的决心。”环江
县委书记黄荣彪说。

2019 年 6 月 24 日，清澈的河水经
过净化后到达家家户户。覃凤增打开家
里的水龙头，自来水哗哗流淌，旁边的两
口水缸无言地见证着这一切。

除饮水难外，到 2015 年实施精准识
别时，环江县仍然有不少村屯出行难、用
电难，成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下南乡
景阳村上忙屯长期不通路、不通电，居住
在这里的贫困户谭荣安靠打鱼为生，收
入微薄，多年以来，他在深山里过着几乎
与世隔绝的生活。

山里没有电，到了夜里，谭荣安就用
蓄电池接灯泡照明，一块蓄电池能用一
周左右。他往往会备好两块蓄电池，当其
中一块电量耗尽，便拿去附近通电村屯
的亲戚朋友家充电。

上忙屯 2017 年通了路，2018 年通
了电。不通路、不通电的生活从此封存在
谭荣安的记忆里，享受到危旧房改造政
策的他，不但建了新房，还有了一份保洁
员的工作。

如今，“一里挂九梯”的崎岖山路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沿着山
腰蜿蜒盘旋的水泥路；当暮色降临，盏
盏明灯像点点繁星般点缀了毛南山乡
的夜晚。

环江县县长黄炳峰介绍，新一轮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环江县累计
投入 12 亿元用于毛南族贫困人口聚
居的 72 个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建
屯级道路 1160 公里。72 个村全部实
施农村电网改造，所有毛南族群众家
中全部接通生活用电。

产业致富

小满时节刚过，在下南乡波川村，
连片的柑橘树新结出幼果，在和煦的
微风中摇曳。

在峰丛林立、沟多峪深的毛南山
乡，长久以来当地群众依靠种植水稻、
玉米来维持生计。2013 年时，村民谭美
春曾到桂林考察柑橘产业，看到当地一
些群众通过种植柑橘住上小洋房很是
羡慕，但是担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后
来只好作罢。

2015 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吹响精准扶贫的冲锋号，环江县出台一
系列针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扶持政策。
了解到这种情况，既是贫困户也是村干
部的谭美春下决心流转 35 亩土地种植
柑橘，村里的一些群众也希望能够抱团
发展，主动把土地流转给她，在种果没
有收益之前不收租金。

在政府支持下，免费苗木、技术指
导和信贷支持等扶贫配套政策接踵而
来，柑橘种到哪里，产业路就修到哪里。
不到一年时间，一个柑橘种植园就初具
规模。

看到柑橘产业的前景后，村里很多
贫困户希望能够参与进来，为此，谭美
春牵头成立环江毛南新村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如今，包括 14 户贫困户在内
的 60 户农户参与其中，种植面积达 280
多亩。收获季节，这些柑橘通过电商走
向全国，为群众带来近百万元收入。

2016 年以来，环江县选定桑蚕、香
猪、菜牛、油茶等作为特色产业，目前全
县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470 家、农业龙头
企业 10 家。截至 2019 年底，环江县毛
南族贫困群众特色产业覆盖率将近
100%，产业致富的故事在毛南山乡不断
上演。

迎着清晨的露水，谭江汇把刚收割
回来的牧草碾碎，拌上玉米粉喂牛。50
岁的谭江汇是一名身高只有 1 . 3 米左
右的残疾人，一度生活十分困难，可如
今他是村里的养牛能手。“一年可以出
栏，每头能赚 4000 元，劳动强度也不
大。”谭江汇说，养牛让他找回了对生活
的信心。

谭江汇所在的下南乡才门村土地
贫瘠，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养牛被确定
为当地的重点扶贫产业，地方政府为贫
困户提供养殖培训、贴息贷款和奖补资
金。谭江汇把家中的山坡地全部改种上
牧草，下决心靠养牛脱贫，逐渐有了稳
定收入。

2019 年，谭江汇脱贫摘帽。谈及未
来的希望，他说，想通过养牛实现致富，
然后到县城安家，彻底走出大山。

▲这是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田园景色（5 月 25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幸幸 福福 是是 这这 样样 炼炼 成成 的的
毛毛南南族族的的脱脱贫贫故故事事

新华社南昌 6 月 4 日
电（记者吴锺昊）“现在村
民跑的路少了，货也卖得
快了。”江西省鄱阳县的农
资店老板查胜炉说。

2018 年，在外务工多
年的查胜炉回乡开了一家
农资店，但当时进货收账都
只能使用现金。农业银行网
点得知后，为他开通三农电
商平台“ e 农管家”及农行
收款码，让村民可以在家用
手机下单等货上门，解决了
农资店的支付难题。

过去，贫困地区缺乏
金融基础设施，村民去乡
镇取一次钱要花半天时
间。随着金融普惠体系不
断健全，这样的情况已逐
渐成为历史。

近年来，江西对全省
1493 个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乡镇全部落实了责任银
行，在全省 3058 个贫困村
建成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站，覆盖率超过 96 . 4%，农
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方
便快捷的转账、消费和小
额取现等服务。

“打通贫困地区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不仅
要延伸金融设施，更要下
沉金融服务。”江西省金融
监管局局长韦秀长说。

采取“一月一村，整村
推进”的模式，江西多地农
商银行探索将每个行政村
的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作
为一个集团客户进行管
理，上门提供授信服务。

在萍乡市芦溪县宣风
镇茶垣村，农商银行的营
销人员分成 6 个小组，挨
家挨户介绍金融产品，逐
户调查资金需求，并针对
有需求的村民进行现场授信，两天时
间，就收集了 158 户有贷款需求的客
户资料，对其中 60 户完成了授信。

“通过‘分片包干、整村推进’等措
施，可以把金融资源配置到贫困地区重
点产业和薄弱环节。”江西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理事长孔发龙说。

“农忙时可兼顾家里，农闲时过来
做事。”余干县 59 岁的贫困户吴春先
依托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打造的“公
司+基地+贫困户”模式，搭上了旅游
扶贫大明湖万亩花海项目的快车，不
仅作为股东参与果树种植项目分红，
还可以上班增收。

油茶贷、脐橙贷、毛竹贷、光伏
贷……近年来，江西金融机构聚焦产

业扶贫，因地制宜创新多
种信贷产品，打造“金融+
财政+产业”“金融+扶贫
车间”等几十种扶贫模式，
精准对接脱贫需求。

“金融扶贫工作要因
地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
上、扶到根上。”韦秀长说。

通过建立结对重点帮
扶贫困村工作机制，江西
金融机构累计向 269 个深
度贫困村及隶属县发放扶
贫贷款 36 . 9 亿元，支持
扶贫经济体 215 个，培育
扶贫项目 86 个，引荐企业
40 家。

2019 年，江西全省金
融机构累计发放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 682亿元，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 1835 亿
元，增速高出全国平均 4 . 3
个百分点。

今年 2 月 12 日，江西
省上饶县企业耐普矿机在
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成为江西首家通过 IPO
扶贫绿色通道获批上市的
企业。

“我们申报 8 个月就
上会审核，10 个月完成发
行上市，金融扶贫效果显
著。”企业负责人郑昊说。

以政策为抓手、以资
本为纽带，强力推动国定
贫困县企业上市挂牌，促
进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
级，是江西巩固脱贫成果
的重要金融举措。

IPO 扶贫帮助贫困
地区自我“造血”，保险扶
贫则强化其“免疫力”。

2019 年，5 个“保险+
期货”项目在江西落地，全
部对接畜牧养殖产业，涉
及 6 个贫困县。“通过购买

价格保险，由专业机构运用鸡蛋期货进
行风险对冲，帮助我们稳定生产。”九江
市修水县金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阎军说。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鸡蛋
库存无法运出。金瑞期货自主延续前期
“保险+期货”方案为其保住 3 月疫情期
间鸡蛋价格波动的风险。虽然鸡蛋现货
价格下跌，但是期货公司为企业理赔
24 . 9万元，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脱贫之后，我们将促进金融扶贫政
策向常规性、普惠性和长效性转变。”韦
秀长说，下一步江西金融系统将持续加
大扶贫信贷资金投放，扩展融资渠道，稳
妥推进“脱贫后返贫责任保险”“防贫保”
等民生保险，织牢扶贫“兜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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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搬入新家，坊城新村的村民一
年娶回 9 个新娘。

“要不是有新房，媳妇还真娶不回
来。”30 岁的白利军新婚不久，门窗上的
大红“喜”字还在熠熠发光。“从 20 出头
到快 30 岁，相了十多次亲，女方嫌房破，
都没谈成。”

坊城新村是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的
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要搬迁的两
个旧村子都是贫困村，土窑洞多，光棍
也多。

白利军家，因母亲肢体残疾、父亲年
老体弱，2014 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9 年脱贫。他初中没毕业就辍了
学，以电焊手艺为生，但挣的钱离买房还
很遥远。现实一度让他感到很无奈，甚至
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

转机出现在两年前，在国家政策扶
持下，云州区大坊城村和西咀村开始整
村搬迁，并合并成了坊城新村，水泥路、
绿化带、健身广场、技能培训服务站等现
代化设施让村民告别了“黄土味”。

白利军的新家，独门独院、红瓦白
墙，颇有田园气息。三间正房，建筑面积
70 多平方米，屋里电冰箱、电视机、洗衣

机、现代化厨房设施、水冲厕所一应俱
全。屋外小院内，黄瓜、茄子、西红柿等蔬
菜长势喜人，生机勃勃。

回忆起过去在大坊城村的生活，白
利军的父亲白高山拿出旧家的照片说：
“就这三孔土窑洞，墙体开裂掉皮，每逢
下雨，全家忙着上房盖塑料布。”

由于父亲早逝、家里贫穷，白高山
30 岁时娶了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妻
子。20 年后，儿子的婚姻大事又让他犯
起了愁。“没想到这个愁，是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帮我解了。”他说。

尤其让白高山满意的是，2019 年 3
月搬进新家，他只掏了一万元房款。

坊城新村党支部书记刘世贵，曾是
大坊城村的村干部。他说，在旧村时，有
五六年没有听到娶媳妇的鞭炮声了，搬
到新村后，鞭炮声不断。

住上新房、有了儿媳、添了孙子，白
高山家的好事一桩接一桩，老汉脸上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然而，刚搬进新房时，白高山没有
“家”的感觉，儿子的婚事和下一步的生
活都是他的“心病”，随着这些问题逐渐

得到解决，归属感才慢慢找到。
合作社流转了他家 17 . 6 亩地，每

年流转费 7680 元；道路两侧绿化带占
用他家 5 . 5 亩地，每年流转费 4400 元；
儿子当电焊工，一年能挣三四万元。

除了土地流转费、合作社分红外，
坊城新村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打零工
挣钱。这样老百姓就有了租金、股金、
薪金“三金”收入。

坊城新村有 2690 亩土地，退耕还
林 1200 亩，村民们在剩余的土地上种
植当地特色产业黄花、经济林和小
杂粮。

此外，新村附近有三个国有林场、
一个农场和医药园区等，村民也不愁
打工的去处。

为解决搬迁群众“就业有岗位干
不了，创业有想法没办法”的问题，当
地政府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
确保人手一技。

坊城新村现有 196 户住户，近四
成是脱贫户。如今，住上新房的人们开
始了新生活。

（记者柴海亮、王学涛、孙亮全）
新华社太原电

新华社银川 6 月 4 日电（记者曹健、
邹欣媛、马丽娟）宁夏吴忠市，坐拥黄河
之滨，有水之地沃野千里，而位于中部干
旱带的无水荒原，贫困如影随形。近年
来，当地借“水”战贫，伴随着扶贫政策精
准度的步步提升，红寺堡区、盐池县、同
心县 3 个贫困县区实现脱贫摘帽，群众
迈向兴业乐业新生活。

黄河“甜水”润旱塬

站在这片被烈日常年暴晒的“火星
地表”上，就会理解同心县田老庄乡石塘
岭村 80 岁老人杨英祥对水的渴盼。

天旱得像烧干的锅底！过去老杨总
是凌晨两点起床，走十公里路，靠人挑驴
驮，去沟里抢连牲口都不想喝的苦咸水。
而一下雨，他扔下活儿拔腿就往家跑，扫
净土院子，让雨水流进水窖。

黄河流经吴忠造就塞上菁华之地，
不少山区群众却只能望河兴叹。

上世纪 70 年代起，固海、盐环定、红
寺堡三大扬黄工程相继施工，奔涌的黄
河水被扬高数百米，攀上旱塬成为“生命
工程”。

在同心县丁塘镇龙湾泵站，电机隆
隆声中，被层层抬升、经过 65 公里“奔
波”至此的黄河水，通过管网被送往千家

万户。
龙湾泵站已运行近 40 年，几经更新

改造仍在持续为地方发展提供“水动
力”。在吴忠市，黄河水灌溉了三个贫困
县区 180 多万亩土地，新灌区群众原本
靠天吃饭的生活彻底翻篇，打开水龙头
喝上“甜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谈及通水之初的感受，杨英祥记忆
犹新。2016 年自来水翻山越岭到了石塘
岭村，杨英祥家最早通水，村民涌来围
观。喝惯了浑浊雨水的人们赞叹：“这水
好漂亮！”老杨感叹，开玩笑都不敢提的
事儿，竟成真了！

持续“补水”兴产业

引来黄河水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基本
条件，吴忠市各县区通过政策扶持、金融
支持进一步为产业发展精准“补水”，让
致富种子加速生根发芽。

初夏之际，行车于红寺堡区，记者不
时可以见到成片的黄花菜迎风摇曳，而
一行行滴灌管相伴向前延伸。

盛产期的黄花菜亩均收益超过
6000 元，而这朵群众眼中的“致富花”在
红寺堡区“异军突起”不过短短四五年。
从 2016 年起，引进企业、建晾晒场、补贴
资金……红寺堡区一跃成为富硒黄花菜

的明星产区，种植面积从 3 万亩增至 8
万亩，翻了一番多。

“黄花菜种植快速发展，我的种植面
积也扩大到 11 亩。”红寺堡区柳泉乡柳
泉村村民贾廷升说，“现在我们家已脱
贫，妻子再也不吵着回老家了。”作为全
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安置
区，红寺堡区已培育起葡萄、枸杞、黄花
菜等特色产业，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至 9800 多元。

扶贫产业发展也离不开金融“补
水”。盐池县是宁夏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
县，滩羊产业作为当地头号扶贫产业，品
牌价值高达 68 亿元，而其快速发展与金
融创新密不可分。

试点村级互助资金、建立诚信支撑
体系、创建评级授信体系……系列金融
创新举措使盐池县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盐池县王乐井乡曾记畔村村支书朱
玉国说，解决了资金问题，村里养 300只
羊以上的不在少数，全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 1 . 5万元都挡不住！

协同“活水”惠民生

去年 11 月建成的盐池县惠安堡镇
中心卫生院，建筑面积 5000余平方米，
达到了二级综合医院标准。“周边 7万多

老百姓看病不用跑县城，一些手术在
家门口就能做，还能享受高于县级医
院的报销比例。”惠安堡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关建国说。

惠安堡镇位于“盐同红集中连片
贫困区”，即盐池、同心和红寺堡三县
区交界处。这里是吴忠市脱贫攻坚最
难啃的“硬骨头”，教育和医疗服务短
板尤为突出。

为打破县域限制，自 2017 年启动
盐同红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富民攻
坚工作以来，吴忠市先后投入 155 . 8
亿元实施各类建设项目 489 个，累计
选派 150 名医疗专家和 88 名优秀教
师到连片贫困区坐诊、支教。系列政策
“活水”协同补短板，区域公共服务能
力明显提升。

“一个专家能带起一个科室，授人
以渔解决长期发展问题，最终受益的
是老百姓。”关建国说。

通过建立教研共同体、选派优秀
教师等方式，贫困县区的教学质量也
节节提升。“乡村教学质量上来了，农
村娃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将有更
多人告别世代贫困。”红寺堡区红寺堡
镇中心学校教师邵晓娟说。

（参与记者：范思翔）

宁夏吴忠：“借水”战贫困，“扬黄”润旱塬

告别土墙 住上新房

门前就业 娶来新娘
晋北易地搬迁脱贫户的幸福“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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