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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他每天起早摸黑，把道路、供水、
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
突破口。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成立茶叶
专业合作社，让沉寂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

2016 年 9 月 5 日，在黄忠诚的不懈努力下，
塘田村茶叶专业合作社首次分红，兑现了组建合
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

手捧分红款，贫困户们却哭了——因积劳成
疾，黄忠诚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分红现场……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共产
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不辱崇高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不懈奋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员啃硬骨、
涉险滩，奋力向贫困堡垒发起冲锋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缺水少电……
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远

远望去，一条绝壁上的“水渠”仿佛蜿蜒的血管穿
行在大山之间，向周边群众输送着生命之水。

村民们亲切地把水渠称作“大发渠”。正是在
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村民们钢钎凿、风钻敲，
硬是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近 10 公里的“天渠”。

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岩陡，雨水
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温
饱更是奢求——有歌谣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
爬坡，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

对于贫穷，黄大发有更深的体会，自幼失去双
亲的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始终心系着这片土
地和乡亲。带领群众开山修渠、走出贫困，成为他
一生的梦想。

擦耳岩——意为在这里站立，人的耳朵都要
擦着岩石，其险峻可想而知。修渠到擦耳岩段时，
一处倒悬的绝壁无法测量。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
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大家看不到
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直到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

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
“没有老支书黄大发带头，这个工程修不起

来！”当前后历经 30 余年修建的水渠终于完工，清
亮的渠水第一次流进村里，大家捧着渠水喝不够：
“真甜啊！”

修一条渠，引来生命之水；筑一条路，驱散贫
困之霾。

小坝村，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村。群山阻隔、
不通公路，让小坝人世世代代受穷，村民用山货换
袋盐，都要翻过几个山垭。

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誓要为村民找
出一条“出路”。

1992 年，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修路，时年
24 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不顾个人安
危，组织村里 8 名青年成立先锋队，带头背炸药，
用钢钎凿洞、雷管炸山，硬是建成了小坝村第一条
通村公路。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只修通一条山路远远不够，
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当选村支书后，青
方华开始规划通组联户的路网，并郑重向全村群众
承诺——“一定要修好村里的路，带领乡亲们发家致
富”。为了实现这个承诺，青方华一干就是 18年。

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一个个希望不断萌
生……到 2016 年，小坝村终于打通了所有入户路。

路通了，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木耳、育香
菇、养蜜蜂，想尽办法为村民寻找致富门路。没想
到，2016 年 12 月，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青方华
乘坐的车意外坠崖，48 岁的他再也没有醒来。

如今，小坝村已经脱贫，正一步一步迈向小
康。村民们行走在一条条浸透着青方华心血的路
上，目光坚定、脚步不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共产党人用
自己的牺牲与奋斗，换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地处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市勐秀乡，“村官
鸡”品牌小有名气。创立这个品牌的，正是一名昔

日的大学生“村官”——段必清。
2009 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考上“村

官”，来到勐秀乡户瓦村工作。小山村贫困群众
的生活，让在城市里长大的他深受震撼。如何找
到适合这里的脱贫产业？

经过调研，他发现山区生态环境好、森林资
源丰富，适合发展生态养殖业。但是村民一直以
来习惯了种植业，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思来想
去，他决定自己先“试水”，只有自己成功了，别
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

第一年养殖，从来没喂过鸡的段必清交了
惨痛的学费：1000 只土鸡苗死了近一半，卖鸡
的钱还了租金、饲料钱，不但没剩余，还欠下工
人工资。

照书本学、上网查、多方请教养鸡技术……
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不断摸索前
进，逐渐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鸡司令”。加入养
殖合作社的村民，户均年增收数千元。

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后，段必清没有离
开。“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我找到了真
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尽管步履蹒跚，但我一
直奋力向前！”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多少真情。
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沾满泥点的裤腿、黝黑通
红的面庞，是共产党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

决战决胜

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
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3 月 6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八大以来脱
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
总书记话语铿锵。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2 年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到 2019 年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
发生率由 10 . 2% 降至 0 . 6%，连续 7 年每年减
贫 1000 万人以上。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脱贫。”看似简单的一
句话，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
杨杰兴现在的工作状态。

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 8 个贫困县
之一，对于扎根百坭村的杨杰兴来说，脱贫攻坚
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更是他对已故同
事——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

“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扶贫工作
做好，以实际成效告慰她。”接过黄文秀的“接力
棒”，杨杰兴成为百坭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

受疫情影响，百坭村 2000 多亩砂糖橘滞
销，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
最忙的时候，为了联系销售渠道，杨杰兴一天打上
百个电话，手机要充两三次电。长时间接打电话导
致耳朵发红肿痛，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联系之下砂糖橘打
开了销路，老百姓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杨杰兴也
终于松了一口气。

“砂糖橘之战”暂告一段落，但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的“战斗”仍在继续。帮村民干农活、了解
村民家里的新情况、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
杨杰兴一刻也不曾放松。

“三区三州”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
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是“三州”之一。新
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不少凉山州干部压力倍
增，布拖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其
中之一。

随着雨季来临，距离布拖县城仅 30 公里的
洛恩村“遭了殃”，刚抹平的水泥路面被夜雨打得
坑坑洼洼。木乃什古硬是带人又干了一上午，才
把被雨水打烂的路面补了回来。

路面的问题解决了，各村贫困户安全住房的
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虽然村子离县城不算远，但
当地本就吃紧的建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
难。为了解决问题，木乃什古又带人从 300 公里
外的会理县拉回了 5 万多块砖。

每天只睡 3 个小时，睁开眼就开始协调工
作，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片药继续干……安全
住房任务顺利完成，这个“ 80 后”却平添了不少
白发。

疫情之下，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
有的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延迟……共产
党员以时不我待的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
定意志，争分夺秒、不舍昼夜，为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奋力冲刺。

——宁夏西吉县涵江村，第一书记秦振邦一
次次打开“脱贫清单”，确认近期必须完成的任
务：“ 3 个村组 4 公里路面要硬化，3 户村民因房
屋附近滑坡要搬迁”；

——云南贡山县双拉村，党总支书记王国才
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好的草果、魔芋、黄精，
全力帮扶村里最后两个贫困户；

——甘肃临夏市王坪村，第一书记马兴文在村
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期
望通过乡村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

……
在已经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未雨绸缪、夙

兴夜寐，尽最大努力不让一户群众返贫。
在还未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更是殚精竭

虑、冲锋在前，想尽办法不让一户群众掉队。
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党旗始终在高高飘

扬……

新华社成都 7 月 2 日电（记者周相吉、刘坤）满
山的果树、整洁的民居、玉带似的公路…… 6 月中
下旬，记者行走在川西高原，一处处令人振奋的景
象扑面而来，多年前的那些贫穷面貌已难寻踪影。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个川西高原上
曾以雪山草地著名的地方，今年初实现全域脱贫
摘帽。现在，这里的农牧民们又迈开新的步伐，走
向美好的未来。

“苦寒之地”变了模样

“种的土豆、玉米，根本没法运下山。”
“去集市卖牦牛，路上要花 2 天时间。”
说起多年前的生产生活，阿坝州不少农牧民

直摇头。如今，这些都变了模样。
理县桃坪镇佳山村，盘山公路隐藏在苍翠果

林之下。村里大山如笔尖挺立，高耸入云。当地老
乡介绍，以前都种玉米、土豆，除去人工和种子等
成本，还要亏本；而现在山下是大樱桃树，山腰是
李子树，山顶是苹果树。

村民龙朝志种了 10 亩果树，一年的水果收入
达 20 多万元，其中近一半的销量，是儿子龙庭恒
通过网络销售的。

村主任马雪平说，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10 年前
的 1000 余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4772 元，大多数
农户年收入都超 10 万元。

佳山村仅是阿坝州山区产业变化的一个缩
影。在壤塘县，不少牧民因为“上南天路”，进入了
致富快车道。“上南天路”最高处海拔 4200 米，连
接壤塘县上杜柯乡和南木达镇，此前两个乡镇之

间无路可通。
上杜柯乡吾克基村牧民扒周说，以前从村里

走路到乡镇，来回要 2 天时间，骑马要一天，卖牛
奶、牦牛都相当困难，“把牛赶到集镇上卖，我们没
还价余地，否则还得花一天时间赶回来。”如今，在
交通运输部支持下，这条“云端扶贫路”把茫茫大
草原连接起来。扒周现在骑上摩托，只需一小时就
能到乡镇，他家一年卖牛奶的收入就能达到 1 万
元。如果要卖牦牛，一个电话打出去，就有人上门
来收购。

川西高原上，变化无处不在。阿坝县，一栋栋
新教学楼拔地而起。红原县，收奶站沿公路进入草
原深处，方便牧民售卖鲜奶。松潘县，电子商务发
展如火如荼……

“劲往一处使”啃下“硬骨头”

目前，阿坝州 13 个贫困县（市）已全部摘帽，
10 . 34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这一切，既有扶贫干部
全力奋战，也有农牧民自身铆足干劲自力更生。

赵煜民是交通运输部派往该县的扶贫干部，兼
任吾依乡吾依村党支部副书记。2018 年 9 月，赵煜
民到任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这里扶贫要突破
走寨入户关、语言沟通关、工作责任关，事非经过不
知难。”赵煜民说，看到群众期待的眼神，自己没理
由退缩。他帮村里组织成立了合作社，贫困户拉甲
一家通过合作社，每年卖蘑菇的收入要比以前多
5000元，如今拉甲一家已脱贫。

近年来，阿坝州 3 . 5 万名党员干部与 19 万
多户农牧民开展结对帮扶，600 多名第一书记奋

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在若尔盖县降扎乡格吉村，来自县纪委监

委的俄尖泽仁从 2015 年 8 月开始，在村里担任
第一书记。他到村后，带领村民种植中药材，结
合自然环境优势，还发展旅游产业。

几年下来，格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1 万元
左右，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俄尖泽
仁也从刚到村时的不被认可，变成了村民的“知
心人”。

“脱贫攻坚，就要有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斗争
精神。”俄尖泽仁说，干部群众“劲往一处使”，才
能攻克贫困堡垒。

在马尔康市松岗镇丹波村，几年前阿青的
丈夫生病，女儿又在上大学，她家因病因学成了
贫困户。

阿青在接受帮扶的同时，自己也拼命努力，
把资助她的 7 箱蜜蜂发展到 16 箱。她还综合利
用邻居家土地，种植了 40 亩花椒树。“几年后，
收入应该很不错。”阿青乐呵呵地说。

在阿坝州，有的农牧民通过学习非遗技艺
过上新生活，有的成为种植能手，有的通过互联
网营销而改变命运……

“后头的日子会更好”

川西高原上，农牧民致富的步伐已迈开，他
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民宿旅游如火如荼。
59 户村民就有 70 多辆小汽车，村民人均年收
入超过 2 万元。“以前只能吃苞谷，现在吃米都

还分种类，以后日子会更好！”老支书三郎
乓说。

当前，阿坝州全力打造大九寨、大熊猫、大
草原等品牌，全产业链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
富。茂县、汶川县、九寨沟县等地，文旅产业蓬
勃发展。近 5 年来，阿坝州实现旅游收入
991 . 33亿元。

高原牧区也出现大学生返乡创业。索郎
当周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若尔盖县。2016
年，他与人合伙创办公司，收购被牧民扔掉的
牦牛绒，搞起产品加工。“2019 年销售额 220
万元，带动了牧民增收。”索郎当周说，巴西镇
求吉郎哇村曾是贫困村，公司一年在村里收
购 4 吨牦牛绒，为村里带来 40 多万元收入。

“我们每月工资共 5000 元，在以前都不
敢想。”与爱人一起在公司上班的扎西降初
说，他们已脱贫，好日子还在后头。

产业发展、生态优美、东西部扶贫协作项
目开花结果。高原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还敏
锐捕捉新的机遇。

6 月底，松潘县城内的“中国特产阿坝州
扶贫馆”里，两位“网红”通过网络介绍沙棘饮
料、牦牛肉等产品。松潘县经信局局长何跃
说，扶贫馆去年开馆以来，已经上线 499 种产
品，销售额达 500 万元。
最近，阿青正考虑把自己的住房分几间出

来，用于民宿接待；经过几年尝试，索郎当周准
备扩大企业规模；当地老乡还给赵煜民取了一
个藏语名字——“尕灯”，意为“好日子”……

李
艳
英
入
学
记

5 月 20 日，14 岁的傈僳
族姑娘李艳英终于高高兴兴
上学了。原本以为这一辈子不
可能念上书的，“第一次走进
了学堂”“就像做梦一样”，
她说。

怒江大峡谷。碧罗雪山
深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福贡县里甲乡俄科罗
村。李艳英就生活在这个村
子里。

不让李艳英读书，李艳
英的父亲开阿达、母亲娜华
三是下了决心的。李艳英是
家里的“老大”，“得帮着家里
干活，帮着照顾弟弟、妹妹”
“又是女孩子，终究要嫁人，

何必！”

在前几年乡村干部、学
校老师到村里动员适龄孩子
上学时，开阿达、娜华三用类
似“家里忙，再推后一年再
说”“已经读过了”的话语进
行搪塞。居然搪塞过去了。

在脱贫攻坚“补短板”中，
李艳英终于“暴露”。为查核贫
困农户失学、辍学人员，云南
在全省范围逐户比对户籍、学
籍、在校人员。人证俱获：李艳英“从未上过一天学”。

像李艳英一样的孩子，福贡查核出 400 多人，

云南省 1 . 6 万多人。
紧接着“劝学”：县领导落实“1 对 1”责任，确保

贫困家庭适龄孩子“一个不少”上学。福贡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过建文是李艳英上学的责任人。

好险，李艳英已经快不适龄。6 岁至 15 岁是接受
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龄。再过一年，李艳英就超龄了。

今年 2 月份，过建文第一次来到李艳英家。说明
了来意后，李艳英的父母一口回绝：不愿，不能，不必。

这还算见到了李艳英和她的父母。此后，过建
文一行不时来“造访”，却总是吃“闭门羹”——李
艳英一家知道过建文要来，“不堪其扰”，把门一
锁，走了。

每次前往李艳英家，车程 1 个多小时。有一段
路还不通车，需步行半个多小时。

县上确定的失学孩子开学日子已经迫近，但李
艳英的父母依然在“躲猫猫”。过建文着急了。

5 月 18 日，过建文一行又来到李艳英家。这
已经是他三个多月来第十次上门了。李艳英家依
然“铁将军”把门。

不甘心。过建文在村子里开始细细打探，终于
获知了李艳英一家的去向：一家人为“躲学”，去李
艳英的外婆家去了。过建文又步行一个多小时直
赴李艳英外婆家。

李艳英外婆家的人对过建文的到来似乎很恼
火。一大家人围上来，表达不满：不想读就是不想
读，为何苦苦相逼？

过建文逐一讲道理，“软硬兼施”：孩子一辈子
“睁眼瞎”，孩子一辈子就要受苦；孩子读书不要家里
出一分钱；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违法犯罪。

李艳英的舅舅明显是“主事”的人，明白了道理。
李艳英的妈妈娜华三也终于勉强同意。
趁热打铁。第二天，过建文径直去接李艳英上

学。未料李艳英的母亲娜华三又“生事”：孩子身体
有病，“每天得煮一只鸡给她吃”。对前一天的答
应，娜华三后悔了。

过建文“针锋相对”：让我们一起去给孩子检
查，真要每天吃一只鸡，“我来负责”。

检查结果：孩子没有毛病。娜华三无话可说。
由过建文陪护，李艳英来到福贡县“保学”班

上学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班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

合，既上基础知识课，又上职业教育课。融合班就是
为李艳英这样的大龄孩子开设的。全县 300 多个此
前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孩子在一起学习。

李艳英终于开口对过建文表示感谢：“又能识
字，又能学本领，这种学习我喜欢。过叔叔，我喜欢读
书。” （记者李自良）新华社昆明电

左图：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的“上南天路”（6 月 13 日摄，无人机照片）。
右图：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村民在制作藏绣制品（6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这条“云端扶贫路”串起了美好未来
四川阿坝州脱贫奔小康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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