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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0 岁的阿改还从未走出云南大山，但
她的日子却成为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

阿改全名叫杨秀改，从小生活在云南省腾
冲市五合乡帕连村。这个小山村紧邻高黎贡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上百年历史，2013 年被
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虽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帕连村曾是一个
贫穷落后的村庄，甚至还被外人嘲笑为“最脏的寨
子”。阿改因为家庭贫困，读完初中就去城里的制
糖厂打工，结了婚后在家务农。阿改说，日子过得
很窘迫，“买一件 60块钱的衣服都要想几个月。”

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帕连村迎来了
新生。不仅水、电、路通了，村民“两不愁三保障”
得到解决，村庄变得干净漂亮，柑橘、火龙果、西
番莲等水果产业也蓬勃兴起。尤其是近一年来，
得益于政府扶持和一群艺术家们的改造，帕连
村竟然吃上了“旅游饭”。

传统傣族老屋被改造成艺术馆、村口电线杆
被装饰成大毛笔的样子、家家户户墙体上都绘有
创意壁画、经典现代诗句被做成创意字体挂在墙
上、夜间灯光秀点亮村庄……在帕连村，空置的
地、废弃的墙、破损的瓦等看似无用的资源，经过
艺术家们的设计、改造，都变成了一件件别出心裁
的创意作品，给村民和游客们带来了新奇的感受。

去年以来，帕连村结合农田、果园、非遗传习

馆、美术馆等，挖掘和开发出傣味美食制作、亲
子活动、摄影、传统文化体验、艺术写生等旅游
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一时间，
原本古老沉寂的帕连村焕然一新，热闹非凡，
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村、网红旅游打卡地。

五合乡党委副书记张占菊说，帕连村有

了 4 家农家乐、2 家民宿、20 余家小吃店。村
民在家里做生意，找到了致富路。今年“五一”
期间，帕连村单日游客量达到 3000 人次。

阿改就是率先尝到“旅游致富”甜头的
人。她靠着手艺开起了“阿改小吃店”，给游客
调制当季水果饮品，制作原生态傣味美食，一

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她还买了织布机做
傣族织锦、服饰，吸引了不少买家。“自己再也
不必为买一件新衣服而发愁了。”阿改指着一
身新衣服骄傲地说，“这一套，680 块钱！”

阿改告诉记者，在家门口开店，既有稳定
收入，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比生活在城市里
快乐。如今，像阿改一样，越来越多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回到帕连村，一门心思谋事创业。

脱贫攻坚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艺
术则滋养人心。年近六旬的傣族阿婆囊芬芝对
帕连村的巨变和安逸的生活很满足，她每天最
大的乐趣莫过于在家门口卖土特产，给过往游
客唱山歌。闲暇时，她会打开手机，在微信群里
用语音功能跟乡亲们对唱山歌，往往一条语音
发出去，群里会有几十条语音叮叮咚咚响应，
邻里乡亲们你一句我一句接龙，好不热闹。

艺术引领乡村蝶变，农旅融合促经济发
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帕连
村的探索实践还在持续深化。阿改说，她现在
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教孩子们多认字、多读
书，其中一个缘由就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
墙上的艺术。（记者字强）据新华社昆明电

眼下，地处河套灌区的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刚刚结束麦收工作，许多建档立卡
贫困户妇女正在利用农闲时节抓紧完成巧手
手扶贫车间的国外针织订单，实现坐在家中
照样能增收。

记者在乌兰图克镇新乐村走访发现，一
些贫困户妇女正一边交流针织一边用棒针绣
花。村民王彩霞说：“我们最近拿到了巧手手
扶贫车间的国外订单，要求在 8 月底交单，现
在必须抓紧，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王彩霞告诉记者，她家由于丈夫患病等
原因致贫，于 2016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尽管现已稳定脱贫，但还需勤劳致富。她
说：“我们村在 2019 年 7 月建立巧手手扶贫
车间，通过培训、示范等方式引导贫困户妇女

完成针织订单，主要针织帽子、围脖、毛毯等
制品，一年纯收入三四千元。”

新乐村党支部书记郭富贵说，全村利用 14
万元项目资金建立巧手手扶贫车间，利用企业
订单带动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妇女增收。在
做好针织培训工作的同时，订单企业把生产原
料发放到妇女手中，实行按件计薪，贫困户可自
由支配时间进行“居家式”生产加工，出门种地、
回家挣钱两不误。

与乌兰图克镇新乐村一样，临河区白脑
包镇永清村针对贫困妇女劳动技能不高的
问题，将巧手手扶贫车间的培训课堂直接延
伸到组和户，开展订单式培训，让贫困户妇
女从事简单、快速、灵活的手工编织产业，实
现“短期见效、长期增收、稳定脱贫”的目标。

据永清村驻村扶贫干部侯娜介绍，巧手手
扶贫车间的生产方式是来料加工、分散经营，
工作时间灵活，工作场地不受限制，妇女们在
不误家务、农活的同时就可以兼职增收，这个
“没有围墙的工厂”受到广大妇女的欢迎。现场
发放订单的编织企业负责人张春花说：“现在
我到村里发放订单，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接活
儿，订单很快发完了。经过反复培训、实践，针
织效率、质量越来越高，收益也越来越高。”

据临河区妇联发展部部长高凤英介绍，
2019年 3月以来，临河区在 8个自治区级贫困
村均建立巧手手扶贫车间，安置 386名妇女就
业，带动 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户均年增
收 3000至 5000元，成为妇女脱贫致富助推器。

（记者李云平）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当黄天伦第一次召
集村民商议动态管理清
除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时，会议现场“炸了锅”，
一些担忧没了补贴的村
民现场表示不满。在接下
来的三年里，黄天伦带着
村民们搞种植、搬房子，
如今的他已成为群众放
心的“带头人”，在村中
“圈粉”无数。

今年 3 8 岁的黄天
伦，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
镇郊溪村党支部书记。这
是一个地处武陵山脉腹
地的土家山寨，自然条件
艰苦，土地贫瘠，基础设
施极差。全村贫困发生率
68.3%，是一个典型的深
度贫困村。

作为全村为数不多
到过省会长沙的人，黄天
伦曾让许多村民艳羡，也
是他们的骄傲。大学毕业
后，黄天伦曾到一家媒体
工作，有着不错的收入。
但一边是大城市舒适的
生活，一边是村里破败的
景象，黄天伦越来越坐不
住了。

全国上下开展精准扶
贫时，黄天伦毅然辞职回
到村里，想和乡亲们一起
靠双手改变困境。因为“读
书多”“出去闯过”，2017
年，黄天伦被村民们投票
选为村主任。

心中有了责任，身上
就有了担子。到任后不
久，黄天伦就面临一件棘
手的事情，全村要开展精
准识别“回头看”，将不符
合条件的村民从贫困户
名单中清退出去，把遗漏
的贫困家庭纳入精准帮扶对象中。这“一进一出”，牵动
了全村人的神经。

“开会之前我有些怯场，甚至想过把做思想工作的事
情推给别人。但随后一想，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哪怕
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去想办法，摸着石头过！”黄天
伦说。

果然，会场上氛围十分紧张，村民们像是“炸了锅”。
有的村民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村民认为退出了贫困户
名单就没了补贴，对黄天伦表示不满。会后，黄天伦每天
都上门做工作，有时早晨五六点就要接待上门质问的群
众。即便是亲戚也对他有怨言，父亲还因此扇了他一
耳光。

短短半年，黄天伦体重从 220 斤降到了 180 斤，但他始
终以政策作为衡量的尺子。村民们看在眼中，慢慢地接受了
他，理解了他的工作。2017 年 11 月，黄天伦正式担任村
支书。

郊溪村地处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属于“一方水
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要脱贫，村民们就需要搬出去。
黄天伦与其他村干部、扶贫工作队一起上门做工作，带领
村民到安置小区看，让群众吃下“定心丸”，顺利搬迁到了
新家。

住上了新房子，黄天伦更看重的是全村人长久脱贫
致富的产业。他想到，七叶一枝花价格高销路好，而过去
郊溪村的大山中也有野生七叶一枝花，生长环境适宜。人
工种植七叶一枝花，或是一条可行之路。

得到了村民、村支两委和县扶贫办的支持后，一些胆
大的党员和村民行动起来。村民陈圣武种了 2 亩，陈林海
种了 1 亩，黄天乔种了 2 亩……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目
前，郊溪村共种植七叶一枝花 25 万余株，覆盖了全村大
部分贫困户。接着，养蜂、民宿……一个个扶贫产业逐渐
在郊溪村有了雏形。

村民们视野开阔了，口袋鼓起来了，对黄天伦越来越信
任，对全村的工作越来越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村
民们踊跃捐款。“黄天伦带领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心里踏
实。”村民杨鑫说，“有了头脑明白的‘带头人’，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记者张玉洁、席敏）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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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巧手一副棒针 ，打造“炕头经济”

眼 前 的 生 活 就 是 诗 和 远 方
艺术引领云南傣族山村蝶变

 8 月 17 日拍摄的云南省腾冲市五合
乡帕连村一景。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黄河水种瓜 ，“靠墙”懒汉变战贫好汉
过去，王双兄喜欢靠着院墙晒太阳。他

说，家乡话形容这种状态叫“喔嘢”，意思就是
舒坦。人“喔嘢”了，可生计没着落，不少乡邻
都叫他“王懒汉”。可是最近，乡亲们去找他却
总是扑空。“这几个月，只要农活稍微少些，双
兄就忙着进城打工哩。”他的妻子李锁琴说。

33 岁的王双兄家住甘肃省白银市靖远
县。在美丽的黄河之滨，北湾镇新坪村的蔬菜
大棚一座接着一座，向远方延伸。

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以前，精准
扶贫户王双兄一家住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维
新乡大花门村。“饿不死，活不旺。”他说，在老
家，4 间破旧矮小的土坯房，加上 3 亩山旱地，
就是全部生计。一条烂泥路成了唯一连接山村
和外面世界的“走廊”。“雨雪天路就断了，半个
月没法出门。”他说，出门挑水得步行 1个多小
时，有泉水的地方还不一定能排上队。

2013年 7月 22日，定西市岷县、漳县发生

里氏 6.6级地震。王双兄老家受灾严重。在政府
帮助下，王双兄一家和 7000多名受灾群众陆续
搬到了靖远县北湾镇的新坪、富坪两个村。

能住在黄河边，王双兄说自己做梦也没
想过，但水浇地可让他发了愁。“不会种，也不
知道干啥。抽烟、喝酒、晒太阳倒是‘喔嘢’。”

文化水平低，无一技之长傍身。面对新环境，
他和不少村民嘴上不说话，身体倒“诚实”，大家
常相约在村里新建的广场上懒懒地晒太阳。全村
贫困发生率超过 90%，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后来，镇、村干部们把村民家当自己家，
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号脉”穷根，帮助大家
搜集产业信息。从 2017 年开始，在技术人员
指导下，设施蔬菜种植业在新坪村和富坪村起
步。看着别人家的黄瓜“喝着”黄河水长得欢，
种一棚黄瓜收入相当于种十几亩旱地，王双兄
心动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建起一座长
100多米、宽 12米的蔬菜大棚。

“政府补贴我 5 万元，当年种植就有了收
益。”王双兄说，去年他种植黄瓜的毛收入超
过 8 万元，加上外出务工的 4 万多元收入。他
和家人把原有的三间安置房扩建成了 160 多
平方米的“大宅”。现在，两个女儿上学不出
村，自来水天天有，柏油路通到家门口。

新坪村村主任陈永红介绍，全村共 595
户人，已发展蔬菜种植温室 585 座。“经过几
年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很受群众欢迎。大家如
期脱贫‘摘帽’信心足。”他说。

截至今年 2 月底，甘肃贫困人口已由
2018 年底的 111 万减少到 17.5 万，贫困发生
率由 5.6% 下降到 0.9%。

年初，王双兄和村民们从大棚里摘下 35
吨黄瓜，通过爱心人士，运往湖北战“疫”一线。
“我们遭灾时，四面八方都帮我们。现在，我们
日子过得去了，也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王双兄说。（记者程楠）据新华社兰州电

在大城市乘风破浪的底气

（上接 1 版）据叶伟介绍，该市还通过实时对接居住
证、社保、公积金、志愿者等系统数据库方式，简化了居住
证、社保卡、缴费清单等 5 项申请必要材料，以及公积金
卡、献血证、志愿服务记录、健康档案等 9 项加分材料。“我
们还免费向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邮寄‘积分入户准入
卡’，让老百姓跑最少的路、花最少的时间，办好最重要的
事。”

罗莉所在的城南街道位于苏州市南大门，下设 15 个社
区、59 个居民小区，户籍人口 5.3 万，外来人口 13 万。

为发扬“店小二”精神，当地派出所靠前服务。根据苏
州市积分落户政策，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须每年更新一次
居住证，方可连续积分。“南区派出所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到
小区，及时提醒我们更新居住证。”罗莉说。

变革孕育新机。
在户籍制度改革助推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选择

在城市“生根发芽”。2016 年以来，累计有 29992 人通过积
分制度在苏州落户安居。今年以来，尽管面临疫情等挑战，
1 至 7 月申请积分落户苏州市区的人数依然达到 4771 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 6%。

朱方林说，放开中小城市落户、完善特大城市积分落户
制度，目的是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推进城镇化。好处
是既改善农民居住和生产生活条件，又为城市二产三产提
供劳动力支撑，有利于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城乡
工农关系。

在罗莉居住的小区，像她这样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不
在少数。“很多人都实现了买房买车的愿望，这在以前连想
都不敢想。”罗莉有感而发。

“眼下，弟弟已经 18 岁了，我要鼓励他以后也来苏州，
和我一起打拼。”罗莉说，只要脚踏实地，大山里走出的年轻
人也有底气在城市乘风破浪。

（上接 1 版）至于要不要进城、进哪个城、何时
进城，群众自主选择、自主定居。人口在自由流动
中有序迁移，新型城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
刻论述，道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止于让农业转移
人口“留下来”，还要通过不断完善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供给，让他们“待得住”“过得好”。

在免费提供各类就业服务的同时，我国大力开
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14 年以来累计培训超
过 1 亿人次。“基础”工程不断夯实，农业转移人口
更好掌握一技之长，扎根城市的底气更足了。

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两免一
补”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30 个省区市出台在流
入地参加中高考实施方案。“下一代”工程公平可
及，让进城家庭不仅拥有今天，也能收获未来。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截至 2019 年底，农民工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达 6301 万人。“兜底”工程越织越
密，免除后顾之忧，兜住进城后稳稳的幸福。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会触碰到“硬骨头”。一
面是历史遗留的“老大难”，一面是群众的殷殷期
待，改不改、怎么改，考验着改革者的勇气。

53 岁的刘巧娣，28 年前从云南巧家县远
嫁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由于在娘家就没有上户
口，组建家庭后便成了“黑户”。“没有户口也就
没有身份证，出门连火车票都买不了，社保就更
是没法办。”刘巧娣说。

公安机关建立工作机制、清除政策性障碍，
民警践行“脚板”警务，深入走访调查，将刘巧娣
这样历史遗留的 1500 余万无户口人员落户问
题一一解决。

“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利
了，许多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条件改善了，老百
姓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奔波了，一些长期
无户口的人可以登记户口了……”

习近平总书记二○一七年新年贺词里的话
语，至今温暖着邓凤娇的心。就在 2016 年底，她成
为广州首批获得公租房配租的来穗务工人员之
一，搬入了新居。这一盏属于她的灯光，早已融入
万家灯火中，辉映着一座座人们共同奋斗、共同享
有的城市。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8 月 14 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昭觉县龙沟乡境内波火尔且
高山坡地上的黄芩种植基地，当地
彝族群众在采摘黄芩芽叶。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龙沟乡位于古里拉达大峡谷中，属
半农半牧高寒山区，是昭觉县较为
偏远、贫困的几个乡镇之一。西南医
科大学副教授夏纪毅是一位黄芩专
家，在龙沟乡挂职乡党委脱贫攻坚
专职副书记。2018 年，他将黄芩种
在了平均海拔 2450 米的龙沟乡。试
种的黄芩当年实现亩产 920 斤，亩
均收入达到 3220 元左右，是当地百
姓种植土豆亩均收入的 2 倍、种植
荞麦亩均收入的 3 倍。

在扶贫队伍帮助下，龙沟乡制
定“黄芩产业脱贫”路子，2019 年黄
芩种植面积达到 160 亩，2020 年建

成面积达 250 余亩的高海拔黄芩种植基地。黄
芩种植成功直接带动龙沟乡 100 余户近 600
名贫困人口、辐射带动 1000 余人增收致富。

通过与四川蒙顶山资深茶人合作，龙沟乡
利用非药用的黄芩嫩芽嫩叶研发出黄芩茶，将
其命名为“黄金茶”并组建生产工厂，当地种植
黄芩的亩均收入提升至 5000 元左右。2020
年，该乡为当地百姓发放红利、管理补助等已
达到 35 万元。小小黄芩，为大凉山深处的贫困
群众铺就一条脱贫致富的“黄金路”。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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