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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陈旭、李放、勿日
汗）“现在种洋芋可不用犯愁了。”40 多岁的胡
国柱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
旗望爱村的种地大户，说起种地，他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自己的种地经历。

6 年前，胡国柱从邻近的旗县来到望爱村，
通过土地流转租下 600 亩旱田，种起了马铃薯。

乌兰察布市气候冷凉、土地贫瘠，生态环境
脆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深度贫困人口一度占
内蒙古的 46 . 2%。而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却
成就了业界公认的马铃薯产业黄金带，目前，乌
兰察布市每年鲜薯总产量约 450 万吨，被誉为
“中国薯都”。

6 月中旬，记者一行从北京出发，乘坐 1 个
多小时高铁到达乌兰察布市后，转乘汽车前往
望爱村。刚下国道，起伏的山丘上，漫山遍野的
马铃薯嫩芽随风摇曳，黑色滴灌管道四通八达。

记者见到胡国柱时，皮肤黝黑的他正在地
头的简易房前收拾大型农用机械。

“农民种地原来没什么保障，丰收了没销
路，不丰收没产量，咋种都是亏。”胡国柱回忆当
初、感慨万分，“如果没有来自北京的帮扶，我怕
是早就出去打工了。”

近年来，随着京蒙对口帮扶的不断深入，如
何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成为来自北京对口帮扶
干部的首要工作。2016 年，在北京挂职干部的
大力引荐下，来自北京的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落户乌兰察布市京蒙合作产业园，
围绕马铃薯做起了文章。

在园区内的凯达公司，记者看到 300 多米
长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自动化装备琳琅满目，
一排排低温油浴设备上还贴有各村的名字。

北京市挂职干部、察哈尔右翼前旗副旗长
卫问童说，2019 年北京市投入京蒙帮扶资金
2960 万元购买油浴设备作为 30 个当地贫困村
的资产托管，每年分红 300 多万元用于贫困村
集体经济。一手“扶”住了当地的龙头企业，一手
“托”起了当地最困难的贫困户。

早在 2013 年，京蒙合作产业园就已获批成
立，目前已成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
产业转移示范园区，2019 年工业总产值 163 亿
元，共 181 家企业落地生根。

“从首都来到‘薯都’，两地资源优势实现互
补。”内蒙古薯都凯达公司副总经理王国平说，
目前凯达一期薯条加工厂已投产运营，去年收
购马铃薯 7 万吨，截至去年底共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 4343 人。

从前的“土蛋蛋”变成了如今的“金蛋蛋”。
“现在手里有了凯达的大订单，舍得浇水、舍

得除草、舍得花钱。”胡国柱说，今年他与凯达公司
签订一级种薯培育基地订单，以每斤 0 .75元保护
价收购，公司还派技术人员下地指导。“播种、浇水、
施肥全部上了机械，种地比以前精细多了。”

望爱村党支部书记孟铎说，像胡国柱这样的
种植大户，不仅带来了土地租金收益，更能促进贫
困户就业，村民在本地打工每天能赚 150元左右。

“切洋芋块一天 100 块，今年光切洋芋块就

赚了 3600 块。”村民段秀珍给记者算了她家
的账单。虽然脱贫了，但是 65 岁的段秀珍已
经干不了重体力活。“原来穷得没办法、没本
事，才在家种地，如今在家种洋芋都发了财。”

“产业帮扶重在因地制宜。”北京市挂职
干部、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郑晓博说，产业扶贫
一端连着市场、一端连着贫困户，如何实现优
势互补、双方共赢，关键在于让引进来的企业
能落地、能发展、能带动。

2019 年，乌兰察布市曾经的 8 个国家级
贫困旗县共引导 35 家北京企业落地，落实投
资额 8 . 77 亿元；双方共建产业园区 11 个，
截至去年入园企业 184 家，落实投资 4 . 96
亿元。

有订单、有劳力、有技术……有了全方位
的保障后，今年胡国柱一口气购入土豆播种
机、收割机、拖拉机等 6 台新型农用机械。“以
前都是没本事的人才留在村里种地，现在咱
种地都是‘挺着腰杆’种！”

首都帮“薯都”，农民挺起了“腰杆”
“没想到南疆农村和印象中的完

全不同，没想到村民这么热情，也没
想到这一年里我的进步这么大。”行
将结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前
进镇亚贝希村的一年“驻村”生活，田
恬用了三个“没想到”来概括自己的
感悟。

2018 年，亚贝希村成立了“青
年学子实践工作站”，在给新疆大
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学习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实习生搭
建语言实习平台的同时，强化补充
基层扶贫力量。2019 年 7 月，新疆
大学维吾尔语专业的大三学生田恬
和 5 名同学来到亚贝希村，开启为
期一年的实习。

出生、成长在北疆，田恬和同学
们对南疆所知不多。“以前只听说这
里条件比较艰苦，尽管老师向我们
介绍过注意事项，但来了后才发现
还是有很多不同。”

初来乍到，亚贝希村改变了田
恬以往的认知。“村里有现代化的被
服厂、服装厂和核桃加工厂，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按照村里的
安排，田恬和同学们各自成了村里
产业项目的日常负责人。此前未曾
接触过产业运作的他们从零开始，
每天为员工打考勤、计件和管理档
案 ，定期了解每一名村民的家庭
状况。

“刚接手时我很困惑，为什么要
天天入户？但后来发现，很多村民家
里的情况只有通过入户才能掌
握。”田恬说，如今她已对分管的村
小组了如指掌，和不少村民都成了
朋友。

田恬和同学们的第二个职务，
是亚贝希村的夜校老师。每周四
晚，亚贝希村的村民服务活动中心
都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由于拥
有双语优势，田恬和同学们的国家
通用语言课程通俗易懂，受到了村
民的广泛欢迎。“经常下课后还有
人追着我们问。”

让她感到高兴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可以
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走在路上，不时会有村民主动
同我们打招呼。”她说。

“我们刚来时，村里除了跳麦西来甫就没有别的文
娱活动。”田恬和同学们还发现，村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
天红火，文体活动却依旧单调匮乏，便决心为村里带来
些变化。她和伙伴们编排节目、组织快闪，在场上既担任
主持人，又担任演员，撑起了村里文体活动的一片天。近
一年时间里，他们先后参与组织了近 40 场文体活动。

过去，南疆乡村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各类农产品
和加工品销售渠道有限。田恬和同学们到来后，为亚贝
希村搭起了向外的“桥梁”。“去年 9 月，我们开了家网
店，将村里的木耳、核桃和生产的被褥等都搬上了网，
还为产品设计了商标。”田恬告诉记者，同学们还自发向
亲友推介，在朋友圈里广泛宣传亚贝希村的扶贫产品。

在扶贫专干、新疆大学青年教师杨磊的支持下，他
们还开设了名为“杨老师的扶贫日记”的微博账号，并
先后拍摄制作了 30 余部短视频，将视角扩大到村庄变
化的每一个场景。

大学生们的镜头记录着乡村的变化，乡村的变化
也见证着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从南疆驻村必过的
“跳蚤关”，到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田恬和同学们已
逐渐告别过去的稚嫩。“刚来的时候也很想家，但村民
们对我们都很热情，很快便消除了陌生感。”田恬说，
有时随村干部走访入户一上午，返回宿舍时满口袋都
是村民送的核桃和桑葚。

如今，田恬和同学们已融入亚贝希村，把自己当成
了“村里人”。他们感慨，哪怕休假回家一周时间，村里
的变化也很大。2019 年，亚贝希全村实现脱贫，村集体
收入达到 49 . 2 万元。

今年初，同学们主动申请留在村里协助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每天天不亮，他们便井然有序地开展一天的
工作，向村民们宣讲防疫知识，还一起拉横幅、制作双
语宣传单、录制“疫情小喇叭”。

“尽管只是实习，但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很高兴能够
参与到亚贝希村脱贫致富的工作中，这段经历也让我
受益颇丰。”田恬说。

（记者孙哲）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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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袁汝婷）13 岁的吴思
燕深吸一口气，步履从容地走上舞台，面对着
500 多名师生，自信地发言。这是湖南岳阳市
平江县桂花学校本学期第一次段考的表彰大
会，班主任欧阳梅看着作为进步学生代表的吴
思燕，感慨万千。

吴思燕是桂花学校初一的学生，来自建档
立卡家庭。1 年前，她还是个孤僻叛逆的孩子，
常与家人吵架，不愿与同学交流，无心学习。

班主任欧阳梅了解其家庭状况后，屡次上
门家访；时常找吴思燕谈心，对她的点滴进步不
吝赞美，还悄悄发动班上的女生主动找她聊天。
经过一年的努力，吴思燕打开了心扉，成绩大幅

提升，与家人关系也融洽了。
平江县位于湘鄂赣交界处，是国家级贫困

县，目前已脱贫摘帽。这里有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 112546 人，其中农村学生 86555 人，占比超
过 75%。

桂花学校是一所专门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配套建设的学校，2525 名学生中有 1045 名建
档立卡家庭子女，去年 9 月交付使用。校长黄
远来说，学校建了心灵驿站，制作了贫困户子女
关爱表，开了心理健康课，还定下“每个学生每
学期至少家访 3 次”的规矩。

离桂花学校约 4 公里，是占地 90 亩、总投
资 1 . 5 亿元的简青芙蓉学校，于去年 9 月投入

使用，1603 名学生中农村学生有 1130 人。
步入校园，崭新的教学楼映入眼帘，足球

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一应俱全。“有实验室、
计算机室、图书室，还有心理辅导中心、书法室、
棋类室、舞蹈室等近 30 个功能室。”校长徐度根
介绍，学校开设了 20 多个课外社团，让孩子们
发展兴趣。

来自建档立卡家庭的初一学生徐樱以前住
在平江县大洞口村，去年全家搬至县城后进入
简青芙蓉学校就读，上下学只需五六分钟。“我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校园，每天都期待第二天
再来上学，感觉这里是第二个家。”徐樱说。

芙蓉学校建设是湖南省教育扶贫的重要

举措，主要面向农村学生，特别是优先招收
建档立卡贫困生，让学校招生划片区域内
贫困生能就近入学，到 2 0 2 1 年将建成
100 所。

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刘日新介绍，简青芙
蓉学校是全省首批建成的芙蓉学校之一，此
外，平江县还有 1 所芙蓉学校预计今年 11 月
建成，明年春季投入使用。

“有了好学校和好教育，能从根本上切断
贫困代际传递。”财政部驻湖南省平江县定点
扶贫工作队队员兼副县长杨宇说，“一所所学
校建起来，点亮的是许多家庭‘教育改变命
运’的希望。”

“一所所学校建起来，点亮改变命运的希望”

三和村 2400 亩撂荒地复
耕了。

两年前记者在兰州市皋兰
县黑石镇三和村采访时，村前
还是成片的撂荒地，地里杂草
丛生。今年再次来到此地，看到
原本撂荒的地里被一片白色的
地膜覆盖，马铃薯、玉米等作物
的秧苗长势喜人。

三和村党支部书记袁维舜
介绍，此次复耕的撂荒地不少
弃耕 10 余年了。

撂荒多年的土地为什么又
复耕了？

三和村位于皋兰县北部山
区，村里一半土地是旱砂地。旱
砂地里砂石多，墒情难保，能种
的只有小麦、玉米等少数作物，
即便风调雨顺，一亩麦子也收
不到 200 斤。种地挣不着钱，村
民多外出务工，地也就荒了。

今年初，有种植大户和合
作社负责人通过村委会找村民谈流转土地的
事，按地力条件和撂荒情况，每亩流转费用在
50 元至 400 元不等，村民还能在合作社务工，
一天也有 100 多元收入。很快，全村 5400 亩耕
地有三分之二在春耕前流转了出去，其中就包
括村里撂荒的 2000 多亩地。

得知流转的土地种的还是以小麦、玉米为
主，64 岁的卓玉英替他们担心。“村民种了那么
多年地，腰包也没鼓起来；现在换汤不换药，还
流转了那么多地，会不会赔钱？”

“账不再像过去那样算啦。”种植大户焦兴
全解释说，通过土地流转，以往村民碎片化的土
地被集中整合起来，便于机械化耕种，土地产出
效率提升了。并且企业与他签下了订单，粮食销
路也不愁。

焦兴全今年流转了 1000 亩撂荒地，全部种
上了当地特有的“和尚头”小麦，预计年纯收入
30 万元。

黑石镇镇长陈大会介绍，在新一轮脱贫攻
坚行动中，当地结合实际，吸引一批带动能力强
的涉农企业入驻，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提升了像
焦兴全这样的致富能人和村民发展种植业的底
气。不少有想法、有技术、有销路的致富带头人
还发展起了大棚蔬菜、水果玉米、饲草玉米等特
色产业。

“产业的发展改变了村民对土地、对农民的
认识。”皋兰县良食园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贾怀忠介绍，现在满足温饱的农作物变
成助农增收的农产品，村民不再固守土地，不少
村民甚至免费流转自家撂荒的旱砂地，用于村
里特色产业发展；流转了土地的村民到村里的
合作社务工，成为职业农民，有些成了合作社的
农机高手、种粮能手。

三和村并不是个例。皋兰县农业农村局统计
显示，在企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的带动下，仅今
年春耕期间，皋兰县复耕撂荒地达 2 .33 万亩。

依托产业发展，三和村已于 2018 年 7 月摘
掉了贫困的“帽子”。袁维舜说，全村正通过撂荒
地复耕、土地流转盘活闲置资源，通过规模化、
集约化种植夯实产业基础，稳住脱贫成果。

（记者聂建江、王朋）
据新华社兰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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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在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杨湾村的土鸡养殖基地里，黄荣春在添加饲料。家住杨湾村
的黄荣春多年前外出打工时意外受伤，妻子患病失去劳动能力。2014 年，黄荣春一家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黄荣春头脑灵活、吃苦能干。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黄荣春申请到
5 万元贴息贷款，发展白鹅、土鸡等家禽养殖。从几百只到几万只，从单一养殖到多元化养殖，他的家
禽养殖业越做越大，2019 年，黄荣春靠养鸡赚了 4 万元。如今，黄荣春已经脱贫，成了当地有名的养
殖能手，并带动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展特色养殖。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解统强、耿辉凰）“感谢
王老板为我家的藏系绵羊找到了销路。”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牧民才仁加
说。他没想到，通过电商公司，自家的羊会卖到
2000 多公里外的广东。

才仁加所说的“王老板”叫王胜江，41 岁的
他是海东市平安区一家电商公司的总经理。作
为一个地道的平安人，从青海大学经济系毕业
后王胜江选择返乡创业。

“我是农村人，返乡后我先是办了个养猪场
发展养殖业。”王胜江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
说平安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瓜果蔬菜在外地是
“宝贝”，发展电商卖特产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2015 年，王胜江的电商公司成立，富硒蒜
酱、含硒小麦粉、黑枸杞……这些特产王胜江都
卖过，但公司每月线上的销量却屈指可数。

“电商市场光有品质是不够的，酒香也怕
巷子深。青海地处偏远，高昂的物流成本、短
缺的资金再加上缺少电商运营的经验，我的
公司很快就收不抵支了。”王胜江说，以后的
几年他的电商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线上经营
亏损只能通过养猪场的利润来弥补。

转机发生在 2019 年，从北京到青海挂职
的海东市平安区副区长崔恩彬给王胜江送来
了“及时雨”。“多亏崔区长推荐了‘扶贫 832
平台’，我的生意才有了起色。”王胜江说。

“扶贫 832 平台”全称是“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这个平台将我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纳入，所有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均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展示、销售。

“青海发展电商物流成本相对较高，简单
零售的模式难以打开市场。在零售的同时批

量销售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崔恩彬说，
当地电商公司在产品类别、包装、经营策略等
方面也需要不断拓展和改进。

循着这一思路，王胜江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扶贫 832 平台”，青海牛羊肉和猪肉等农
副产品也被纳入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通过
了解客户的需求，我们在产品的分割方式、包
装、冷链运输方面做出改进。”王胜江说。

很快公司在平台上有了第一家下单的客
户，往后的生意越来越好，王胜江将牛羊肉收
购渠道拓展到青海多个地区，带动了 400 多
户农牧民发展养殖业，增收 40 多万元。像才
仁加一样，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通过电商获益。

如今，王胜江的公司生意兴隆，今年上半
年，公司平台销售额达 698 万元，合作单位也
从最初的 10 多家增加到 200 多家。

返乡老板的高原“电商路”

贫困户变

养殖能手

（上接 1 版）“守住绿水青山，迎来金山银山。”迪庆
州林草局局长张永明说，迪庆坚持生态立州，推动扶贫
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增收与可持续发展相促
进，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云南林草部门通过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和技能培
训，让贫困群众扛起生态保护职责，积极参与到林草法
律法规宣传、生态旅游服务等工作中，赢得了村民和社
会的认可与尊重。

塔城镇海尼村村民和胜贵以前土地里刨食，无法
摆脱贫困，孩子学费没着落，生活看不到希望。成为生
态护林员后，他的生活发生了较大改变。巡山护林、下
地干活、参加林业技能培训、参加公益活动……现在，
和胜贵很忙。他说，盗猎、盗伐的违法行为没了，火灾
火情也减少了，年护林收入近万元，种的花椒、中药材
收入超万元。

巡山、宣讲、劝解，森林火灾虫灾少了、盗伐盗猎少
了……绿水青山得益于生态管护力度的增加。目前，
迪庆州森林覆盖率达 76 . 58%。王以志说，迪庆近 1 . 7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生态转身，基本每个贫困家庭有一
个劳动力靠生态护林员岗位稳定就业，端起生态饭碗，
摘掉穷帽子。

“以前，运物资靠人背马驮、住烟熏火燎的木楞房；
现在，山林保护好了、路通了、种药材、盖新房。”家在维
西县攀天阁乡新乐村的傈僳族全国人大代表李金莲
说，大家脸上笑容也多了。

“直过民族傈僳族当年直过就是一步实现跨越，现
在，我们又迎来新跨越：告别贫困！”李金莲说，摆脱贫
困跟吃蜂蜜一样甜。 新华社昆明 6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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