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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8 月 21 日电（记者赵东辉、
晏国政、王飞航、孙亮全）105 岁的庞玉英坐
在新家的炕上，向前来看望她的乡村干部拱
手致谢。虽然耳朵有点背，也不大能说清楚
话，但她眼睛发亮，满脸笑容。

老人的儿子闫全高说，自两年前从 20 多
公里外的大山沟里搬出来，母亲一直很高兴，
“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

自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
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以
来，山西已有 30 多万名深度贫困群众，像庞
玉英母子一样告别贫困。

今年 2 月，山西包括 10 个深度贫困县在
内的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深度贫困县贫困
发生率由 18.4% 降到 0.45%。

攻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山西最北端，天镇县，燕山、太行山交
汇处。

74 岁的米薪关镇石羊庄村贫困户袁生
将记者拉进他的新房，打开了话匣子。“我太
爷给我爷爷留了三间‘崖打窑’，我爷爷给我
爹碹了三间土窑。我住了大半辈子土窑，没想
到 70 多岁了，共产党给我盖了三间大瓦房。”
他说。

三间新瓦房，框架结构，建在平地上，靠
近公路。一间的窗户底下盘着晋北人习惯住
的大炕，房外还有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院子。
“住着安全、方便，比老院那边好多了。”袁
生说。

沿着崎岖的土路，袁生带着记者来到他
位于半山坡上的老院落。那里残存着三孔土
窑洞、一处土坯房和破砖房。

年代最久的土窑洞依崖而建，大都已经
坍塌。土坯房和破砖房也是破烂不堪。“当时
修砖房，用了 3000 块砖，都是赊回来的，我用
了整整 3 年时间才还清账。”他说。

从土窑到瓦房，承载着几代贫困群众的
安居梦，更是“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誓言的生动写照。

三年前，山西省将主要位于燕山—太行
山、吕梁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内的天镇、广
灵、兴县等 10 个贫困县，列为深度贫困县，作
为“最难啃的硬骨头”，持续打好政策、资金、
项目“组合拳”，多举措展开集中攻坚。

“村集体的产业‘早餐工程’刚刚起
步……项目的健康发展还离不开李书记，我
们自发挽留李书记留下来。贫困户代表：康永
林、刘兰英、康洪则……”

2019 年 6 月，兴县蔚汾镇南通村的数十
位干部群众代表，向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写下
申请书，请求将村里的第一书记李翠叶第二
次留任。

在吕梁市工作的李翠叶和丈夫刘志军

2015 年主动请缨，分别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
记，成为吕梁山上的“扶贫夫妻档”。

那时候的南通村组织软弱涣散，村支部
连办公场所都没有，村里干部群众也瞧不上
李翠叶，都说一个女人能干啥？“办法一点一
点想，事情一件一件办。”李翠叶这样说。

几年间，南通村建起了村级阵地、卫生
所、活动广场、自来水管网，完成了棚户区改
造，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0 元增至近
万元。如今，李翠叶成了每家每户无话不谈的
“知心大姐”。

战吕梁，上太行。一批像李翠叶这样的
“吕梁新英雄”“太行新勇士”，带领贫困群众
向深度贫困进军。

新生，告别“熬不到头”的苦日子

“一孔窑洞挤三代，一颗药片治百病，一
身布衣穿四季，一顿细粮过新年。”这曾是山
西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痛苦的记忆，庞玉
英和闫全高母子对此感受更深。

搬进广灵县南村镇周图寺移民村之前，
他们住在山上旧村的三间破石头房子里。30
多户村民靠着山坡地种点胡麻、莜麦和土豆，
靠天吃饭，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

闫全高说，山路不好走，车也不上去，过
去一年最多下山三次，买米、面、油、盐和输
液瓶。

“为啥买输液瓶子？”记者问。“老村倒是
有个赤脚医生，但我妈年纪太大，有个头疼脑
热，人家怕出事，不敢给看。我就自己买药液，
自己给她输。”闫全高说。

山西大多数深度贫困人口和闫全高一
样，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山区，
交通不便、缺医少药、住房隐患大、缺乏增收

门路。
为此，山西对 3350 个深度贫困自然村进

行整体搬迁，通过兜底保障、光伏扶贫等资产
性收益确保老年贫困户收入，总体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新村不仅有新房子，还有卫生所、菜市
场、小超市，干啥也方便，比起山上来，尽是好
的。”闫全高说。

告别“熬不到头”的苦日子，过上山下的
好日子，贫困户面貌焕然一新，老人们生活也
有了奔头。

在广灵县望狐乡移民新村见到刘金花
时，她戴着一顶红帽子，正准备出门找邻居闲
聊。她面色红润，笑声爽朗，一点也不像同村
人所说的那个“曾经不爱洗脸”的 73 岁老人。

“过去住山上，水又少又凉，烧起来不方
便，而且只剩 13 户老年人，洗脸给谁看？”她
说。时间长了，“山上不用洗脸，下山还得洗
脸”就成了老人拒绝搬迁的“理由”。

其实刘金花是害怕下山，不知道下来后
靠啥过日子，也害怕“新邻居”“新生活”。“没
想到下来后交了许多新朋友，邻居们也和
善。”刘金花说。

退耕还林款、中药材种植补贴、光伏收
益、低保金……刘金花每年有近万元的保障
收入。前段时间她买了新帽子和新外套，每天
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才出门，人人都说她
变年轻了。

奋斗，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夏日的吕梁山，绿意盎然，满目灵秀。在
兴县县城柳叶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龙圣
隆扶贫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对于
曾经的贫困户刘小美来说，扶贫车间里“哒

哒”的机器声是她最喜欢听的音符。
“从魏家滩镇西坡村搬进柳叶沟安置点，我

用不了 10 分钟就能到车间。过去靠天吃饭，现
在靠技术赚钱。只要认真干，生活就会越来越
好！”熟练操作着缝纫机的刘小美笑着说。没有
了风吹日晒的痕迹，她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
的自信。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

“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坚持靶向不变、
力度不减，同时出台补充养老政策，加强产业配
套、就业安置、社区管理等后续工作，确保搬迁
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可融入。加速发展县域产
业、推进乡村建设，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

56 岁的刘秀荣去年从天镇县南高崖乡大
老沟村，搬进县城东郊的万家乐移民新区，不久
之后就在移民新区旁边的一家服装厂上了班，
一个月挣 2000 多元。

万家乐移民新区是天镇县规模最大的移民
搬迁安置点，安置了县里 9 个乡镇的 1.02 万名
贫困群众和同步搬迁群众。

有了生计，群众才能安定，生活才有奔头。
天镇县政协副主席兼移民新区党工委书记杨智
说，易地扶贫搬迁，最关键的是就业。产业跟着
搬迁走，居住区对面就是扶贫产业园，规划搬迁
区时，同步招商引资。

如今，产业园区聚集了十多家劳动密集型
企业，承担了新区 3000 名居民的就业，搬迁区
的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到八成左右。

夜幕降临，万家乐移民新区的广场上，灯火
通明，人声鼎沸。音乐响起，人们扭起了秧歌、跳
起了广场舞，欢声笑语越过小区、飘向逶迤的太
行群山……

黄 土 地 上 向 阳 花 开
来自山西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故事

秋日向晚，红水河徐徐东流，牵走片片
霞光。扬着酒香的敬酒歌，是达吽小镇夜市
的开场曲。

小镇入口，穿戴民族服饰的男男女女，
端着酒碗，亮开了嗓。美食街内，各色餐馆迎
来了食客，最火热的店家一遍遍抱歉地说着
“真没有位置了”。街道两旁，排成长龙的移
动摊贩各自吆喝。

入夜后，镶嵌在红水河畔的达吽小镇
汇聚四面八方的人气。这里，坐落着广西大
化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古江安置区。近几年，1 万多名贫困群众从
全县千山万弄的贫困村屯陆续搬迁而来。

“达吽”，是红水河的壮语音译，寓意着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大化县的喀斯特

山区内，群众散居的山弄是一个个形如漏斗
的山间洼地，存不住水。

位于县城临河的最佳地段，古江安置区
寸土寸金。“如果换以商业用途，经济潜力不
可估量。”但县委书记杨龙文考虑得更多的
是，怎么帮搬迁户鼓起“钱袋子”，让他们“搬
得出”，还要“稳得住”。

因此，县里在安置区内外布局建设商业
街、美食街、酒店，建立用于文艺演出的文化
广场。通过易地扶贫安置与新型城镇化、民俗
风情旅游有机结合，达吽小镇诞生了。

在大山里穷了 30 多年，搬迁户韦勇权有
了“文艺宣传员”的公益性岗位，在这座布努瑶
风情小镇招待四海游客。晚上忙完表演的活，
两口子拉着孩子，也来享受达吽的夜。

过去，住在山弄，生活就像石缝般干涸，夜晚
更是寂寥。韦勇权老家在六也乡加司村独下屯，
出门见山，山外是山。“一到夜里，就静得瘆人。”

从广东嫁来的陈木娣是习惯热闹的，韦勇
权为此置办一台音响。两面漏雨、四面透风的木
瓦房里，到底有了第二样电器，原来只有一盏
灯泡。

此番光景已逝。韦勇权一家搬入新居，挥别
贫困。十里八乡的搬迁户聚在一起，从陌生到熟
悉，多因广场舞。

覃庆妹在美食街摆摊售卖的油馍，是老家
贡川乡的特产。家乡没有夜市，覃庆妹在广东打
工时就喜欢和工友去逛逛。“那时我很羡慕住在
那里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住在这样的地
方。”覃庆妹说。

“支付宝到账……”一有人付款，餐车上的
粉红色话筒便蹦出一句。白日里不摆摊，兴致来
时，覃庆妹就拿这个话筒唱两句。日子过好了，
人也自信了。

往前走，七百弄窑鸡、长沙臭豆腐、泰国榴
莲干……各色小吃琳琅满目。一个无人销售的
糕点摊吸引几名游客驻足，他们身旁，送外卖的
小哥匆匆而过。

夜深了，小巷的一间美容美发店仍灯火通
明，老板蓝富林正在为顾客剪发型。从大山搬到
安置区后，经过一轮培训强化手艺，他开起这家
小店。

“白发染黑发的业务最受欢迎，愿意为形象
花钱的人越来越多了。”往后的经营，蓝富林心
里有计划。“需要再进一批质量更好的美发产品
了，同时还有面膜”。

“啪”，陈木娣摁掉灯，一家人安歇了。次日
清晨，她要送儿子去社区的儿童之家。在那里，
志愿者会免费给孩子辅导暑假作业，还教画画、
手工等。 （记者胡佳丽、姚雨璘；

参与记者李俞辉、杨驰）
新华社南宁电

达吽的“烟火”：安置区唱起敬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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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达吽小镇，搬迁户韦勇权和妻子陈木娣身着民族服
装，跳起竹竿舞欢迎游客（8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驰摄

新华社银川 8 月 21
日电（记者张亮、马丽娟）
听着扶贫车间里缝纫机的
“哒哒”声，旱天岭村村支
书丁建华紧皱的眉头终于
舒展了。

车间刚刚交完一批出
口的手术防护服，最近又
接到 300 万个口罩的外贸
订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赶工期。

旱天岭村是宁夏吴忠
市同心县河西镇的一个移
民村，村里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554 户，占比近一半。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原来运营扶贫车间
的服饰外贸企业因出口受
阻而停产，让丁建华很
着急。

正发愁时，企业家王
建英在同心县工信局牵线
下前来考察建厂。

王建英常年在广东
做服饰箱包外贸生意，近
几年沿海地区人力、房租
成本上涨较快，于是他将
目光转向内地。“这边用
工成本低，还能享受三年
免征税。”他考察了几个
村的扶贫车间，最终被丁
建华的热情打动，投资
2 0 0 多万元购买设备和
原料。旱天岭村扶贫车间

复工的事终于有了眉目。
一开始村里争取了一批县内环卫工服装

生产的活，维持车间运转。今年 7 月，王建英
拿到一笔出口 6000 万件手术防护服的大订
单。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王建英还临时建了
6 条生产线，并购进双针机等生产效率更高
的设备，保障订单如期完成。

为促进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同心县出台
各项惠企政策，目前全县 23 个扶贫车间已全
部复工复产，解决了 1800 余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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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
右翼后旗前进村坐落在乌兰哈
达火山地质公园旁，尽管毗邻
旅游景区，前些年由于缺乏开
发，默默无闻的小村鲜有人到
访，村民世代以种土豆为生。

如今，村里几处显眼的现
代简约设计风格的院落，使得
小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
红村”。“这是我开办的壹蒙壹
牧火山民宿，现在二期的房间
马上就装修完成了。疫情有所
缓解之后，我这儿的房间几乎
每天都能订满。”正在院落里设
计软包的郭晨慧笑着说。

这位“80 后”女青年是乌
兰察布的名人，2015 年，一则
名为《女白领卖掉北京房产返
乡种土豆》的短视频在网上播
放量超过 2.9 亿。“怀宝宝的时
候，妈妈来照顾我带了很多家
乡土豆。”郭晨慧与母亲闲谈时
得知家乡质地绵软、口感细腻
的土豆卖不上好价钱，有时甚
至滞销。她试着在朋友圈向北
京的朋友推荐家乡土豆，没想
到受到大家热捧。“当时网上卖
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土豆
的，我就想干脆开个淘宝店把
土豆卖向全国。”已经在北京生
活了 14 年的郭晨慧与老公思
忖良久，决定辞职卖房，带着孩
子回乡创业。

在北京从事美术设计工作
的郭晨慧做起品牌设计得心应
手，她用自己设计的产品礼盒
包装精心挑选的土豆，让一直
以来用麻袋售卖的土豆有了新
“衣服”。郭晨慧利用电商平台，
将土豆卖向了全国各地。“土豆
地头价是 1 斤 6 毛钱左右，我以 1 块钱价格从农民那收购，
仅去年一年就卖出了 500 多吨土豆。”

如今郭晨慧的品牌不仅覆盖马铃薯，还售卖胡麻油、莜
面、牛肉干等其他当地特色农产品。她的公司每年与当地
10 余个集体经济签订协议，直接带动 200 户贫困户增收，
间接带动 600 户贫困户参与集体经济分红。2019 年公司线
上交易额达到 800 万元，线下达到 1500 万元。同年，郭晨慧
的家乡察哈尔右翼后旗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随着产品销售逐渐步入正轨，郭晨慧又琢磨起了新“玩
法”。“我们这里的火山草原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我就想
利用这个旅游资源开个民宿，再用我的产品做成饭菜供游
客品尝，达到相互引流的效果。”借助从北京学来的经验，郭
晨慧亲自设计每一个房间，或现代简约、或田园休闲，每个
房间不尽相同。去年夏天刚一开业，连续多月房间被预订一
空，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郭晨慧正在加紧装修二期民宿。

作为当地第一家现代民宿，项目建成后有力推动了当
地旅游业发展，获得了自治区旅游产业扶贫项目 10 万元奖
励。此外，当地旗政府还给予郭晨慧 10 万元创业基金奖励。
民宿所在的乌兰哈达乡还通过扶贫资金入股，以分红返利
的方式，促进贫困户参与和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如今，在郭晨慧等返乡创业者带动下，脱贫后的察哈尔
右翼后旗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发展到 16 家，文化旅游融合
成效逐步显现。 （记者王雪冰、贺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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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铺就脱贫路

▲学生们在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写生（ 8
月 19 日摄）。

走进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沿河白墙灰瓦的
农家宾馆，掩映山中的豫西古民居，还有随处可见的手
绘墙面……一幅独具特色的美丽图景映入眼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游客来到三合村写生、
游玩，使这个伏牛山深处的穷山沟成为远近闻名的“手
绘小镇”。

曾经，三合村所在的河南省嵩县是深度贫困县，而
三合村也是大山深处最穷的村。2016 年，从小学习美
术的年轻人冯亚珂返乡创业，拆了自家旧房，建起农家
宾馆，接待写生学生，生意红火。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三合村结合异地扶贫搬迁，改
善基础设施，修缮古屋民居，新建 25 家农家宾馆和民
宿，吸引 70 余家画室签约合作，逐渐成了写生专业村，
年收入约 400 万元。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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