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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村还是那
个村，因为有了科技力量的注入而大不一样。

作为全面加速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
北京，承担着河北、内蒙古、西藏等 8省区 90
个旗县对口扶贫、东西协作的任务。

近年来，北京充分调动整合科技创新资
源，助力帮扶地区精准脱贫，为乡村赋能，科
技的“种子”，在帮扶地区开花结果、开枝散
叶……

地还是那块地，产出大不一样了

河北省赤城县华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
栋日光温室内，村民郝延平正熟练地操作着
智能喷灌系统，为草莓种苗浇水、施肥。这里
20 亩繁育大棚种植了约 160 万株草莓种苗。

38 岁的郝延平家住赤城县样田乡双山
寨村，原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她和部
分农村妇女一样打理几亩薄田，一家六口人
主要靠丈夫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艰难。

随着科技扶贫力度的持续加大，来自北
京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华耐公司与当地政府
合作创建扶贫产业园区，优先雇佣当地贫困
户，靠管理优质草莓种苗，郝延平每个月能有
3000 多元的收入。

“能在家门口打工太幸福了，既不耽误照
顾家里的老人孩子，又能有一份不错的收
入。”郝延平说。

在赤城，被科技的力量改变的不止郝延
平。在盛丰农业科技园区的大棚里，用营养液
种植的生菜绿油油的，长势喜人。赤城县盛丰
农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仲河打开
手机上的一款 App，大棚的温度、湿度、光照

强度等指标一目了然。
“相比过去大田种植，水培不仅品质更

高，而且产量翻番。以前各个指标都要人工
检测统计，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准确。”乔仲
河说，智慧农业系统的上线，大大提高了产
业园的管理效率和质量。

通过北京市科委牵线对接，目前已有
几十项农业品种和技术在赤城县 18 个扶
贫产业园区推广。因为有科技支撑，产业升
级了、市场理顺了、生活改善了…… 2019
年，赤城县各扶贫产业园区共带动 15857
个贫困户增收。

北京农业科技资源丰富，国家和省部级
农业科研机构在京集聚，农业领域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达百
余家。农业领域院士 52位，占全国的 41％。

近年来，北京科技扶贫项目举不胜举：
——“冬季闲不住，家家忙致富”。新疆

和田农业科技园区里，以前只能到阿克苏
摘棉花挣点钱的贫困户吐尼亚孜·阿布都
卡地尔因为科技扶贫的力量改变了命运。
“北京来的专家教我们种甜瓜，一年种两
茬，冬天还能种辣椒，在家门口种地就能有
几万元的年收入。”

——河北省阜平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北
京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野谷健康产
业集团近年“落户”这里，和当地共同建起阜
平硒鸽健康产业园。“以前种地能有口吃的
就不错了，现在我在场里养鸽子，好的时候
一个月能‘出’3000 多只乳鸽，能挣 5000 多
块钱。”村民白富慧说，“我和老公一个月能
挣 1 万多元，再加上土地流转等收入，不光
脱贫，还致富了。”

技术研发在北京，转化生产在当地，产
品销售在全国……在北京的帮扶下，科技
“种子”在贫困地区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推动产业振兴、绿色发展，带动乡村
振兴。2019 年，北京助力受援地 39 个县级
贫困地区摘帽，50.6 万贫困人口脱贫。

富了口袋，更富了脑袋

20 年前，马志国退伍回到家乡河北省
阜平县，在家乡开始试种大棚蔬菜，但一没
技术二缺资金的他，只能靠着 3 亩地和 2
个蔬菜大棚艰难起步。

东西部协作为马志国解决了实际问
题。“多亏了北京市对我们的扶持和帮助。”
马志国说，近年来，北京市投入 300 多万
元，帮助当地建起了 20 个蔬菜温室大棚和
科技创新驿站，一批又一批专家和农业科
技人员来到当地，不仅带来了他们从未见
过的新品种，更为当地带来了农业发展的
新理念、新思路。

一个个科技扶贫示范园，一个个技术
推广中心……科技扶贫不仅改变了贫困地
区的产业结构，富了农民的口袋，更富了人
们的脑袋。

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在河北省赤
城县挂职副县长的北京挂职干部赵可尝试
了一把“直播带货”，利用新媒体平台在线
推广优质农产品，各个平台累计近 50 万人
次观看直播。

“西红柿卖得很好，柴鸡蛋都卖断货
了！”赵可说，新技术、新平台为扶贫干部提
供了新思路、新理念。

科技深远影响着百姓的生产生活。
——新疆洛浦县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昆

仑山间，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19 年 10
月，北京移动携手安翰科技和解放军总医
院，利用 5G 远程医疗技术，为当地群众提
供 5G 磁控胃镜远程诊疗服务。

——在河北省赤城县等地，贫困地区

的孩子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得以和北京的老
师互动学习。课程体系丰富了、教学内容更
新了、授课方式有趣了……当地学校基于 4G
/5G 网络与智能终端等技术，不断“强教育”
“富脑袋”。

制度安排，提供不竭动力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归流河镇北民合
嘎查，秸秆正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宝藏”。

2018 年 8 月，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李红霞作为科技特派员初到此处。“我
刚来时，这里的农民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土
壤板结，病虫害普遍发生，农业产出少、品质
差，农民收获了口粮，却很少有经济收入。”

两年多时间里，李红霞几乎每个月都要
来北民合嘎查工作十多天。在她的指导下，
内蒙古爱放牧（兴安盟）生物质新材料有限
公司开始在当地进行秸醋液体肥料的开发
与利用，每年向农户回收废弃秸秆 3 万多
吨，实现了“秸秆变废为肥，绿色循环应用”，
同时雇佣当地农民进厂工作，解决部分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业问题，还将炭基肥料和秸醋
液体肥料回馈给当地百姓用于种植。

耕地肥沃了，生态环境也好了，庄稼产
量增加了，品质也改善了，百姓的收入有了
保障，农民种田的信心更足了。

“技术下沉不仅有利于扶贫工作，还能
进一步优化科研路线，在实践中挖掘科研课
题，在破题中寻求科技创新。”李红霞说。

目前，北京市有科技特派员 10883 人。
在京郊和对口帮扶地区，科技特派员深入田
间地头、工厂车间、村镇社区，用知识、技术
和智力为农民和乡村解难题、送科技，成为
基层群众创业致富的贴心人。

（记者李斌、盖博铭、谢昊、李放、熊琳）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来自北京的科技扶贫答卷

新华社太原 8 月 23 日电（记者赵东辉、
李紫薇）荒村小西沟靠“卖风景”又活过来了。

它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土石山
里，在山上，一斧头下去就能削下来耐火石和
砂石。村里一度采石场“遍地开花”，私挖乱采
严重破坏了小西沟的生态。

“水井枯了，路压坏了，下雨时塌方、泥石
流高发，大家根本不敢出门。”即使近 20 年过
去了，提起当年的小西沟，村民陈永生仍然十
分激动，“一方石头卖十几块钱，但因为经营不
善，村里还欠了 380万元外债。”

为了生存，小西沟村 2003 年 2 月整村移
民搬迁。新村没有产业，陈永生四处打临工。
每次回来，看到从小长大的地方变成了荒村，
他心里就“苦苦的”。

生态修复为小西沟带来了转机。2003
年，榆次区政府严打私挖乱采，关停了小西沟
的采石场。2011 年启动北山绿化工程，对小西沟及周边的废弃矿
山进行生态修复，鼓励发展旅游业。

四年前，山西东山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吕增军看上了小西沟
紧邻太原的区位优势，计划在废弃的采石场上建一个文旅小镇。但
他面对满目疮痍的石头山犯了难，“周围环境这么丑，小镇再好也
没人来呀。”他说，“必须从修复生态开始干起！”

于是，吕增军带着团队在小西沟打了一口 600 米深的机井，解
决缺水难题。工人还用电钻在摇摇欲坠的砂岩山体上打眼，栽下装
有苗木的秸秆育苗钵，硬是栽活了 5 万株树木，织起一片绿色。

好山好水就招人。生意人最眼尖，纷纷入驻。目前有 173家商
户通过了文旅小镇的“选商”考察，山西特色小吃来了，小游乐场也
开起来了，还有书店、茶馆和各种非遗文创店。

现在走进小西沟，文旅小镇各式建筑错落有致，端坐在植被丰
茂的山洼里，潺潺流水在每家每户门前的景观水道中循环，随处可
见的花坛装点着黄墙黑瓦，好一个“北国水乡”。

小西沟“火”了。今年 6 月 18 日试营业以来，小西沟的周末单日
客流量达 2 万人，挤到不得不限流。太原市退休教师老刘周末专门
带着家人到小西沟凑热闹，“这里空气好，城里人稀罕这的山清水
秀，我逢人就推荐。”他说。

摄影师安时光在这里开了一家特色民宿。他介绍说，文旅小镇
免房租，按照一定比例和商户分成。这使他的开店成本大大缩小，
他深埋已久的收藏家梦有了扎根之地。他在民宿一楼开辟了古玩
藏品空间，7 月下旬还举办了唐卡展，40 余幅来自全国各地的唐
卡被展示在这个小山沟里，上千人前来观展。即使定价在一晚 500
元以上，民宿也总是满房。

“小西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很好，这个价格不亏。”
住客王先生说。

看着回村有奔头，迁走的村民争着回来开店。吕增军给村民更
多优惠，优先选店址，分成比例更小，可要求一点儿没降，特色和品
味缺一不可。为此，很多村民正在外面学技术。

陈永生在小西沟开了一家特色小吃漏鱼儿店，每个月纯收入
过万。他说：“我们世世代代挖资源，卖煤卖石头，日子苦，脸脏得让
人看不起。现在卖沟里的景儿，竟然第一次知道了不缺零花钱是啥
感觉。去年村里分红，还给每人发了一万块钱！”

尝到甜头的陈永生把外村的小舅子、丈母娘都拉到小西沟开
店。村民们开他的玩笑，“以前，小西沟的后生老想着给外村人倒插
门，现在反而把丈母娘一大家都引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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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山西省晋中市小西沟村游
玩（8 月 12 日摄）。 新华社发（李紫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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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骤雨初歇，掩
映在层峦叠翠间的几户人
家，炊烟冉冉升起。一间不
起眼的农舍里，柴火在灶坑
中噼啪作响，大锅被烧得冒
起白烟，一时之间，锅铲声交
错，这是广西靖西市渠洋镇
古桥村弄意屯村民们“庆功
宴”的前奏。

这场“庆功宴”，村民们
谋划已久。一周前，屯里养
猪互助社的第一批 26 头猪
出栏，参与养殖的 7 户贫困
户户均分红 1.4 万余元。开
心的大伙儿一合计，决定办
一场“庆功宴”，邀请村民、村
两委干部和扶贫工作队员们
一起吃顿饭。

村民们端着热气腾腾的
饭菜来来往往，饭桌已经张
罗开来，足足有 5 桌，各家种
养的蔬菜、鸡、鸭等是饭桌上
的主角。“大伙儿都特别高
兴，早上 5 点就起来准备，忙
碌了一整天。”一杯酒水下
肚，贫困户农胜建先打开了
话匣子。

这场来之不易的“庆功宴”，农胜建感触
颇深。在这个极度贫困村，山多地少使得产
业发展格外艰难。在外打工的日子漂泊不
定，因孩子年幼、母亲患病，农胜建辗转又回
到村里，只能时不时到镇上打点零工。

“前两年腿受了伤，休养了一年多，再也
干不了重活。”农胜建说。就在他陷入困境之
际，村里传来了好消息：政府要在屯里建猪
舍，成立互助社，免费给贫困户提供猪苗和技
术指导，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担任日常管理员。

今年 3月开始，身为管理员之一的农胜建
就把养好这 26头猪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每
天天没亮就去猪舍，生怕猪养不好发了病。晚
上有时担心得睡不着。”农胜建有些感慨。

好在到了出栏的日子，这 26 头猪头头健
壮，通过消费扶贫活动顺利卖了出去。除卖
猪所得收入，农胜建还额外获得管理费 2000
元。开心不已的他，当晚就加了好几个菜，还
邀请邻居到家里喝了几杯酒水。

农胜建发展产业信心更足了。前不久，
他刚通过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贷款 5 万元买了
6 头牛，家里还养了几十只鸡鸭。“现在政府
帮扶措施多，我们贫困户只要勤快，不愁没收
入。”农胜建说。

酒足饭饱，夜色已深。村民们开始聚在
房前屋后闲聊。微黄的灯光下，村民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古桥村驻村第一书记黄炜仲同村民们一
样高兴。“古桥村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就
医难、居住条件差等问题基本解决了，今年脱
贫没有问题。”黄炜仲说。

从前一到晚上便足不出户的老人们，如
今晚饭后便到屋外走走，寂寥的山中岁月开
始变得热闹。86 岁的老人陆秀君说起村里
的变化，难掩激动之情。

“感恩的话说不完，现在政策好，村里变
化大，路通了，用电用水很方便，大家每天晚
上都能聚在一起。这样的日子，我还想活到
100 岁。”陆秀君说。

（记者向志强、陈一帆）
新华社南宁 8 月 23 日电

▲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镇万塘村村民黄景国在编织草鞋（8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两栋深咖色的木屋并排矗立在青
山脚下，屋外院坝上晒着火红的辣椒。

72 岁的万塘村老人黄景国坐在
屋内，满是褶皱的手指在麻绳间左右
翻动，弹出的细小纤维，映着门外照进
来的阳光，上下飞舞。

曾经是“五保户”的他，已于今年
实现脱贫。如今，他和 80 岁的哥哥黄
景武守着两栋百年木屋，相邻而居，草
鞋编织这门传统技艺已经成为兄弟俩
增收的重要途径。

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镇万塘村位
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处偏
远，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村寨。

“我年少时就开始编草鞋，这把椅
子已经陪了我几十年。”黄景国抬起
头，满脸皱纹，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他身下坐着的那把实木椅，因为
年岁久远，通体泛着黑色。他弯腰从一
捆麻料中挑出粗细一致的麻线，再将
麻线搓成六股粗绳，作为制作鞋底的
主绳。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里家家
户户都做着编草鞋的营生。镇上有一
整条街卖的都是我们村的草鞋，我们
村也被称为‘草鞋村’。”万塘村村支
书黄朝刚说。

“那时村里人白天干农活，傍晚趁太阳
还没下山，一家人就坐在院子里编草鞋。”
黄朝刚介绍，当地村民就地取材，利用收割
后的稻谷秆制成草鞋，遇水即湿，被称为
“水草鞋”，不耐穿还很廉价。

夕阳西下，两栋木房子被染上金黄色。
“那时候一双草鞋能卖两毛钱，胶鞋很少
见，买草鞋的人多，我一天能编四五双。现
在老了，手脚慢了，一天只能编两双。”哥哥
黄景武感慨道。

如今，村民对编草鞋的原料和技艺进
行了改良。编织出来的麻草鞋，样式精美，
经久耐用，已经成为万塘村的特色手工艺
品，远销海内外。

市场有需求，草鞋的利润也上来了。黄
景国笑着说：“以前，草鞋不值钱，我的收入
很少。现在，一双草鞋的净利润超过 30 元，
每月能增收至少 1200 元。国家每个月还会
给我几百元补助，生活宽裕不少。”

“我们用的编织材料，比如麻料、棉绳、
鞋带等，都是村里统一采购后发给村民的，
自己只需要出点材料钱。”一边说着，黄景
武用力拽了一下麻绳，鞋底立刻变得紧凑
整齐起来。

“村委会还跟销售公司签订了协议，并
派人来家里收购，一双草鞋的批发价就是
40 元，我们再也不需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去集市上卖了。”

曾经的万塘村，以种植玉米、水稻为
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农闲时只能靠编草
鞋增加收入。

随着时代变迁，现在村里的老年人依
旧坚守着古老的草鞋编织技艺，年轻人则
已开始谋求致富新路子。

2018 年，万塘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起蔬菜产业种植园，种有西葫芦、南
瓜、冬瓜、辣椒、茄子等 13 种蔬菜，种植面
积超过 400 亩。

在蔬菜大棚里，村民文永凤正忙着给
黄瓜苗吊绳子，好让秧苗顺着绳子往上生
长。“家门口有活干，我就不外出打工了，一
年能挣两万多元，还能照顾老小。”文永凤
觉得现在的生活既充实，又开心。

依托农校对接，这些蔬菜成为周边学
校“营养餐”的配送原料，并销售到重庆等
地。2019 年，万塘村贫困户户均实现分红
16800 元，务工收入户均增加 6000 元。

“村里的草鞋编织技艺正在申请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希望这门手艺能更好
地传承下去。”黄景国起身走向灶台，准备
生火做饭。

太阳落山，炊烟升起，山脚下新旧相间
的房子相继亮起灯光，点缀着田园山村的
夜晚。

（记者周宣妮、刘勤兵）
新华社贵阳 8 月 23 日电

雨后初霁，河北省新河县白穴口村街道整洁湿润，路旁杨柳青
翠。69 岁的贾怀信拿着锄头，对路旁长出的杂草进行清理。

呼吸着清新舒爽的空气，老贾满怀激动，土里刨食一辈子的
他，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当起了村里的保洁员。老贾的两个儿子
和大儿媳在村里生产眼镜盒的就业扶贫车间工作。

“家里 4 个人挣工资，日子越过越红火。”提起家人的工作，老贾
很满足。老贾忘不了一家人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盼头的日子。1978
年，老贾的大儿子出生。但得子的欢欣没有持续多久，老贾夫妇就发
现大儿子的听力有问题，经医生诊断为听力三级残疾。因听力问题，
大儿子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退学回家，长大后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二儿子 1985 年出生，身材矮小且先天性聋哑的他，只在普通
学校上了一年学，因无法交流而辍学回家，帮着家里放羊过活。

不幸的是，老贾的两个孙子也被诊断为先天性聋哑。因距离特
教学校远，孩子住校不适应，家里又无力负担来往路费，所以两个
孙子一直没有上学。

2018 年，随着全国脱贫攻坚奔小康步伐加速，新河县干部群
众也都为早日脱贫撸起袖子干劲十足。

邢台市公安局驻白穴口村工作队看到老贾的困难，决定以解决
两个适龄儿童上学问题为突破口，让一家人腾出手来致富奔小康。

工作队多次上门做工作，在县特教学校可以免除学费、住宿
费，如果担心孩子住宿不适应，可以每天接送。听多了，老贾动了
心：“要是真能让娃学点东西，要不就试试。”

2018 年 5 月，老贾的两个孙子顺利在新河县特教学校入学，
有了时间的老贾成了村保洁员。两个儿子和大儿媳也都在村里的
扶贫车间工作。

从家里急需的生活用品都没钱买，到“天天都能吃上肉”；从大
热天屋里屋外无处躲藏，到“坐在房间里吹空调”……老贾脸上的
笑容多了。他说：“工资再加上低保、残疾补贴、入股龙头企业的分
红，还有地里的收入，这一年下来钱花不完。”

新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9 年退出贫困县序
列。老贾一家的致富路，是新河县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新河县积极落实各项就业优惠政策，通过建立“就业
扶贫车间”“就业扶贫小院”等形式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同时开发
涉及环保员、保洁员和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重点解决年龄偏大又
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人员就业问题。目前共有 530 名贫困劳动力
在保洁、环保、护林等岗位上就业。

（贾玉韬）新华社石家庄电

贾怀信“上岗”

“草 鞋 村 ”的 致 富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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