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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1 日电（记者丁建刚、郝
玉）“一唱雄鸡天下白，万
方乐奏有于阗”。20 世纪
50 年代，库尔班·吐鲁木
从家乡于阗骑上毛驴要到
北京去的故事广为流传。

昔日于阗，今日于田。
在我国决战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
号角声里，声名远扬却又
曾积贫深重的新疆于田，
能否再谱华章？桑熟杏黄
的夏日，新华社记者入远
山进大漠，看到一幕幕激
荡人心的情景。

我们看到大漠中

鲜花怒放、白鹅戏水

的盛景……

5 月底，尽管浮尘不
时光顾，绿洲里的玫瑰花
却格外娇艳。在白杨环绕
的花田里，于田县一年一
度的玫瑰风情节再度上
演，人们用一场“幸福像
花儿一样”的网络直播，
迎 接 鲜 花 盛 开 的 丰 收
时刻。

“沙海花妍”，是库尔
班大叔故乡给我们的最
直观印象。于田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素有“玫瑰
之乡”美誉。与过去农家零星种植不一样，如今大漠变花
海，全县玫瑰栽培面积达 4 . 6 万亩，年产量 7000 多吨，并
成立了 14 个玫瑰花农民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共同打造
玫瑰花系列产品，带动 5523 户稳定增收，亩均收入 3500
元以上。

对清晨就在花田里忙碌的阿孜古丽来说，家乡的玫瑰
花是实实在在的脱贫希望。除了种花、采花收入，她在合作
社的玫瑰酱、玫瑰馕生产线上，也有稳稳的收益。

在博斯塘湿地，我们还看到绿水覆野，芦叶轻摇，白鹅
戏水，宛如一幅江南画卷。

过去，除了数片稻田散布其间，沙漠中的博斯塘湿地基
本处在半荒弃状态。而白鹅的到来，唤醒了沉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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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戏水的美景，承载着 1900 多户贫困农户的脱贫
期待。

这是奋进者的足印。今年，于田县计划退出贫困村 40
个，脱贫 2992 户 12027 人，实现整县脱贫摘帽。按照“一乡
一品、一业一品”的目标，先后有天津津垦牧业、瑰觅生物科
技等 20 多家龙头企业落户于田，带动千家万户种花养禽
（畜）。目前，以羊、鸽、鹅、鸭、兔等为主的特色养殖覆盖全县
16 个乡镇 165 个村，覆盖农户 12 万多人。

我们听到乡民搬出大山、走出沙海的足音……

在世人眼里，于田是一处大漠环围的绿洲，达里雅布依
就是位于沙漠腹心的最远村庄。其实，于田还有深藏于昆仑
山的阿羌，偏远村庄距离县城 200 多公里。在驴行山路的年
代，山里的乡亲们大多没下过山。

山路弯弯，当我们以为行至山穷水尽时，村庄却跃入眼
帘。绿杨掩映间，屋舍齐整，清晰可见富民安居房的建设成
果。山崖下，一处现代化的水厂悄然矗立，昆仑山村因此家
家接入自来水。

变化远不止于此。我们还得知，许多农牧民下山参观库
尔班大叔纪念馆，并且在城镇找到工作。短短数年间，于田
先后建起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9 个，搬迁贫困户 1891 户
8141 人。其中，既有走出沙海、迁入新居的达里雅布依村
民，也有搬出大山、入住社区的阿羌山民。这些告别故土的
农牧民，在安置点和周边，或参与到玫瑰花、葡萄特色种植
业，或投身肉兔、和田羊养殖业和旅游业，甚至走上工业流
水线。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行走在于田乡村，随处可见这
样的字句，这不仅是宣传牌上的口号，更是南疆脱贫的写
照。通过逐乡逐村摸排，于田县在发展本地产业同时，持续
引领贫困人口“走出去、能挣钱”，实现贫困户家家有人就
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之后，又迅速推进“疆外
转移、疆内转移、本地就业”。目前，全县实现就业 9 . 6 万
人，比上年增加近 5000 人。其中，有 3 万多人走出绿洲，在
更广阔的天地间拼搏。

当地干部颇为自豪地说，大漠深山挡不住脱贫的步伐，
全县贫困家庭现在“人人有事干、天天有收入”，为“户户能
脱贫”铺稳了基石。

我们感受到万众一心、不舍昼夜的力量……

在于田，一则“三改机票、千里订餐”的故事，让我们泪
湿眼眶：妻子在乌鲁木齐手术在即，远在于田工作的丈夫，
为了陪护妻子三次更改机票，好不容易见一面就匆匆返回；
为了让术后卧床的妻子吃到热饭，只能在于田用手机千里
之外叫外卖。

每一则生动脱贫攻坚故事的背后，都有无数干部夜以
继日、不眠不休的付出。据统计，于田县 2992 户未脱贫户，

眼下户户有人帮扶，包括厅级干部 8 名、县级干部 118 名、
一般干部 2436 名。不论是沙漠小村，还是雪域山乡，都闪
动着干部忙碌的身影。不止一个贫困户感慨地说，卡德尔
（维吾尔语“干部”的意思）天天登门，连睡个懒觉都不好
意思。

于田的干部说，他们一般记得当日是几月几号，至于星
期几反倒会模糊，因为每天都是工作日。他们之中的很多
人，大多数时间被家人问到时，不是在村里，就是正在赶往
村里的路上。

当前，疫情缓解，无数干部又立刻奔走在扶贫促销的路
上。他们或以爱心义购等方式，帮销红枣、核桃、葡萄干、玫
瑰花；或以“下基层、走亲戚”等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
疫情期间，于田县国家公职人员捐出 225 万元；千里援疆的
天津市，也与 27 个国定挂牌督战村建立结对关系，助力脱
贫攻坚。

“看看他们的眼神吧，你会看到真正的脱贫成果！”一名
当地干部提醒我们，于田群众的眼神中少了冷漠，多了热
情；少了惶惑，多了坚定。

“以愚公移山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库尔大班大
叔故乡的誓言。一路走来，我们不仅看到壮美山河，更感受
到万众一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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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11 日电（记者于长
洪、任军川、王靖）最近，红心村村民姚丽梅犹豫
不定，村支书李英辉找来多趟，开出和她所在的
井泉药业公司相同的工资，邀请她来居力很镇
扶贫产业园务工。“收入不变，离家也近，还不耽
误养鸡养鸭。”仔细思考后，姚丽梅欣然“跳槽”
扶贫产业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如何解决农民工
就业问题，稳住他们的“饭碗”，成为不少地方面
临的难题。在位于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记者看
到，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深入实施，越来
越多的产业和项目落地于此。这里的农民工有
了“挑工作”的主动权，成了用工企业争抢的“香
饽饽”。

在居力很镇扶贫产业园，80 个塑料大棚像
80 条巨龙，整齐地横卧在科右前旗的黑土地
上。在一个大棚中，姚丽梅和另外 3 名工友正在
埋头栽西瓜苗。看着从别处“挖来”的工人干活
麻利，一旁的李英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姚丽梅只是李英辉争取来的几十名工人里

的一个。作为居力很镇扶贫产业园管理人员，
李英辉费了不少劲才凑足了 50 多名工人，没
耽误大棚西瓜的栽苗工作。他说，本来 2019
年扶贫产业园的工资是每月 2800 元，可周边
企业为了抢工人，都把工资涨到了每月 3300
元。“所以我们今年也跟着涨到 3300 元，否则
根本招不到人。”

近年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和
项目一个接一个落地科右前旗。2018 年，投
资近亿元的科右前旗雪村滑雪场开园；2018
年，扶贫产业园落地；2019 年，中草药现代产
业园建成……仅井泉药业公司一家，就能提
供药材挑选等就业岗位至少 100 个。这些产
业和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农民工
由过去的“找工作”变成如今的“挑工作”。

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王猛说，多
年以前，作为国家级贫困旗的科右前旗要产
业没产业、要项目没项目，旗里的农民只能跑
到外地打工。姚丽梅几年前一直在临近的乌
兰浩特市打零工，丈夫吴海坤也是跑到阿尔
山找活干。这几年，随着旗里大大小小的现代

农畜产业快速发展，“家门口就业”成了旗里
农民工的普遍选择，连乌兰浩特市周边的农
民，也有来科右前旗务工的。

“抢人大战”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农民工。
选择余地多了，农民工的地位也提高了。“现
在在家门口上班，工资及时支付，一点后顾之
忧都没有。”姚丽梅说，自己和丈夫每月打工
收入 7300 元，家里流转 15 亩土地每年收入
7500 元，供一个孩子上学绰绰有余。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深入实施，科右前旗
各嘎查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充裕起来，在带动
贫困人口增收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
位。科右前旗注入居力很镇扶贫产业园的
500 万元扶贫资金，每年可获得 6% 的收益，
悉数纳入镇里 5 个较为贫困的嘎查村集体经
济收入。2019 年，红心村因此获得 8 万元收
入，其中 3 万元用于开发 3 个公益岗位，吸纳
3 名贫困人口就业。

“现在公益岗位工资多是地方财政买单，
可我们村不是。”李英辉坦言，最近几年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的作用显著增强，同时这些产业项目也增加
了嘎查村的集体收入，“村里也有钱为贫困户
设岗位、发工资了。”居力很镇扶贫产业园扶
贫资金注入期限为 10 年，这意味着红心村每
年 8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至少为 10 年。

“我一只眼睛有视力残疾，之前找工作、
打零工没人愿意收。现在村里聘我为保洁员，
一年收入 1 万元，还不耽误在家里养猪，这差
事真好！”46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腾宪奎，是
红心村聘任的 3 名公益岗位人员之一，有了
这份固定收入，他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今年 4 月，科右前旗成功摘掉了国家级
贫困旗的“帽子”。入夏以来，科右前旗又开始
建设科尔沁塔拉城中草原公园、金顺生态循
环养殖牧场等重大项目，届时将会有更多的
务工岗位提供给旗里及周边的农民和贫困
人口。

科右前旗旗委书记朱成帮说：“我们将不
松劲、不懈怠，用心经营、做大做强每一个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找工作”变“挑工作”，农民工成“香饽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总书记这
一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发出了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的
号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既是要求，也是承诺。没有民族地区的全
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全国各族人
民携起手来，团结前行，共同迈进全面小康，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必
须持续发力，攻下深度贫困“堡垒”。中央确定
的深度贫困“三区三州”都在民族地区，一些
少数民族群众摆脱贫困还有不少难题。唯有

提振迎难而上、一鼓作气的精神，鼓足尽锐出
战、攻坚克难的勇气，拿出对症下药、精准扶
贫的实招，才能啃下贫中之贫的“硬骨头”，为
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打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要对标“两
不愁三保障”，补短板、强弱项，瞄准教育、医
疗、就业、住房、饮水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
要在创新工作方式上做文章，破除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过程中可能阻碍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的顽症痼疾。同时，还要建

立防贫监测预警机制和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确保小康路上一户不
落、一人不少。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有各族群众的不懈奋
斗，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奔小康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更幸福。

（记者何晨阳、杨静）
新华社银川 6 月 11 日电

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

2017 年夏天，6 岁女孩楚思扬告别妈妈和熟悉的成长环
境，来到距家乡安徽省蒙城县 100 多公里的颍上县杨湖镇汪
李村，和在该村开展扶贫工作的爸爸郑加卫一起生活。

郑加卫是中铁四局驻杨湖镇汪李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2017 年 4 月，他主动报名参加驻村扶贫，和同事来到汪李
村，与村干部一起完善基础设施，发展脱贫产业。

楚思扬跟着爸爸“驻村”后，除了要适应新环境，对她最
大的考验是“忍不住每天想妈妈”。楚思扬的妈妈也是一名
扶贫干部，在蒙城县一个乡镇的脱贫攻坚一线工作。“思扬
妈妈的工作更忙，刚好我们驻村扶贫队员借住的是杨湖镇

沿河小学的教师宿舍，考虑到孩子上学方便，最终让思扬
跟着我来驻村。”郑加卫说。

杨湖镇沿河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学校的很多女老
师经常帮助照顾楚思扬，有时候爸爸太忙或者出差，楚思
扬就住到女老师家。

如今，汪李村已实现贫困村出列，楚思扬也从一个害
羞的小女孩，成长为落落大方的“大姑娘”。三年来，楚思
扬每半个月会跟爸爸一起回家看望妈妈。她在一篇作文
里写到：等爸爸扶贫结束了，我就可以回家了，和妈妈在
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影报道

①6 月 9 日，楚思扬和郑加卫一起
散步。

②6 月 9 日，楚思扬（左）和同学一道
复习功课。

③6 月 9 日，楚思扬和郑加卫一起吃
晚饭。

④6 月 9 日，楚思扬和郑加卫一起
摘菜。

⑤6 月 9 日，楚思扬（左二）和郑加卫
（左一）一起跟村民聊天。

①

②

③

④

⑤

跟跟 着着 爸爸 爸爸 去去

““ 驻驻 村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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