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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昆明 8 月 24 日电（记者吉哲鹏、庞
峰伟）天色渐暗，金平河畔的伉偭小镇热闹起
来。42 岁的苗族汉子黄小风摆好凳子，燃起木
炭，架上烤架，随后来到妻子邓不座旁边一起准
备肉串，招呼着来吃夜宵的乡邻。

烟火气里升腾着生活的希望，期许已久的
项链承诺着未来……今年七夕节前夕，记者走
进大山深处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
县，寻访那些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燃烧了时光、
温暖了岁月的爱情故事。

夫妻烧烤店里的烟火气

“和以前比，真是天上地下！”回忆往昔，黄
小风不由感叹。

位于云南南部的金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也是直过民族聚居区，属于云南脱贫
攻坚中的“硬骨头”。

去年 12月，金平县伉偭小镇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第一期建成，2000 余名贫困群众搬入小
镇，黄小风夫妇也住进了 83 平方米的新房。

在当地，“伉偭节”是男女青年聚会、感情交
流的传统节日。“伉偭小镇取此名，也寓意着搬
迁群众的生活甜甜蜜蜜。”金平县县委书记晋洪
江说。

回顾以往，漏风漏雨的土墙茅草房是黄小

风两口子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些年来，四处打
工、生活艰辛，夫妻俩也没有放开彼此的手。

住进了新居，下一步要把日子过红火。开
烧烤店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祖祖辈辈都没干
过这一行，夫妻俩犯了难。如何取得健康证、
如何办营业执照……挂钩联系的扶贫干部得
知后，主动上门来讲解。

烧烤店选址在新家斜对面。“店面 73 平
方米，一年租金 7000元。”邓不座掰着指头介
绍，装修加买各类器具一共花了 3 万多元，其
中借了两万元。

营业半年多，烧烤店已经赚了七八千元。
“还上两万元的借款不算难事。”黄小风说。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小店里香味四溢。
火光映照下，夫妻俩的脸上渗出点点汗珠。

“媳妇要是戴上项链，一定更好看”

“给妻子刀艳买一条项链。”在金平县金
水河镇龙凤村，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29 岁
布朗族青年陈自强也有着对未来的期许。

结婚时，陈自强家里太难了，别说没办婚
礼，连几千块钱的彩礼都是到处借的。

虽然名叫“自强”，但自强自立过上好
日子谈何容易。布朗族属于直过民族。陈自
强回忆，小时候粮食不够吃，父亲还得到森

林里打猎。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没钱给媳妇买新衣

服，没杀年猪，首饰更是想也不敢想。”提起过
往，陈自强用手背抹了抹眼角。

2016 年底，陈自强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政府帮扶下，他种起 6 亩甘蔗，10 多
亩草果、板蓝根。人勤快，脱贫也快，2018 年，
陈自强顺利摘掉“穷帽”。

“去年本想着给她买条金项链，但夏天的
一场山洪把买项链的钱‘冲跑了’。”陈自强家
的甘蔗田、草果地受灾严重。

决不能让群众因灾返贫。金水河镇给受
灾群众免费发放了鸡苗、草果苗等，陈自强也
领到了 25只鸡苗、够种两亩的草果苗和 4 亩
的灵香草。

夫妻俩盘算着，加上自己种的 3亩土连翘，
今年收入能突破 4万元。“赚钱不容易，还是要
省着花。”心疼丈夫的刀艳从未开口要过什么。

“媳妇要是戴上项链，一定更好看。”这
次，陈自强不想听妻子的。

“现在的生活最有滋味”

金水河镇火炭洞村的一片香蕉园里，56
岁的瑶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盘贵才在做活的间
隙，不时望向远处的勐拉镇。那里，与他相伴

30 多年的妻子邓云妹正在做工。
老两口的日子平平淡淡，但盘贵才说：“现

在的生活最有滋味。”
“以前的竹篾房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

下小雨。吃水也是难事，要走一个小时山路把水
背回来。”盘贵才说。

他本以为就要这么熬下去，但脱贫攻坚让
生活发生了巨变。

2018 年，火炭洞村启动农村危房改造工
程。盘贵才家的老房经过增设框架、结构加固、
更换砖瓦，焕然一新。

放下手中的镰刀，盘贵才细数自家的三大
变化：头一桩是住，房屋安全结实；第二桩是腰
包，靠种香蕉、橡胶和养猪、养鸡，去年全家收入
近 5 万元；第三桩是精气神，如今一家人心气畅
快，再也不苦闷着脸了。

今年 5 月，金平县退出贫困县，近 2.7 万
户、12 万人脱贫摘帽，火炭洞村也在其中，村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 8000元。

去年 10月，盘贵才的儿子盘正强花两万多
元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平时拉粮食、香蕉。有
时盘贵才想老伴了，就让儿子开着三轮车载他
到镇上，一路上说说笑笑。

“熬过了苦，才能尝出现在的甜。”盘贵才用
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

“熬过了当年的苦，才能尝出现在的甜”
脱贫攻坚中的爱情记事

新华社武汉 8 月 24
日电（记者李伟）“十三五”
时期，国家下达湖北省易
地扶 贫 搬 迁 规 模数为
88.23 万人。截至今年 6月
底，湖北全省完成“交钥
匙”工程，搬迁群众全部住
进新房。贫困户搬离了穷
山与僻壤，是否搬来了安
居与希望？酷暑之际，记者
探访了湖北多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

搬进新居，更要乐业

烈日炎炎，门前月季
花开得正旺，刘昌国和老
伴在新家看着电视，吹着
风扇避暑。早上 5 点去村
里的菊园除草，9 点天热
“下班”回家。两人一年在
菊园务 工收入 有近 3
万元。

“搬到新家，算是搬到
景区了，环境好，又有工作
收入。”刘昌国感慨地说。
在麻城市黄土岗镇伍家河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像
刘昌国一样，74 户搬迁群
众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都在
菊园找到了工作。

黄土岗镇党委书记李
小雄介绍，镇上选择交通
便利、靠近产业园区、景区
的地段作为安置点，就是
要解决搬迁群众后续脱贫
发展问题。

记者从湖北省易地扶
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全省搬迁选址采用靠
近中心村、靠近生态旅游
区、靠近产业园区、靠近集
镇、靠近城区的“五靠近”
集中安置方式。全省搬迁
人口中进城进镇的达到
6.48 万户 21.11 万人。

走进黄冈市红安县城
关镇竹林新村，这里俨然
不再是“村”，而是一个崭
新的城市社区。一栋栋荆
楚风格的住宅楼错落有
致，购物广场、幼儿园、卫
生院等网点配套齐全。走
进小区，广场、路灯、健身
器材应有尽有。

要安居，更要乐业。竹
林新村的搬迁贫困户，户
户对接了扶贫产业，达到
了“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

准。53 岁的搬迁户吴元红说，离城区更近了，打工机会多
了，赚钱容易了。

目前，湖北全省集中安置区已发展形成了农林、养
殖、旅游、手工、光伏等特色产业，安置区内有劳动能力的
搬迁户均有一种以上稳定收入来源，99.32%的搬迁群众
已经实现脱贫。

让搬迁群众住得放心、安心、舒心

“全市 174 个集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我每年每个
点至少跑五次，目前房屋质量无一投诉，如果哪里出现问
题，终身追责。”麻城市易迁办负责人张志伟介绍，当地按
照全省统一要求，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招标建设、统一质
量监管、统一竣工验收、统一安置到户、统一公平分配到
户，既保证了建设工期，又保证了工程质量。

确保安置点的质量安全，才能让搬迁群众住得放心、
安心、舒心。

今年 6月以来，为将洪涝灾害对安置点的影响降到
最低，湖北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和分散安置
房屋的日常巡查，对全省已排查出的隐患点进行复查复
核，对在建的补短板项目和扶贫车间、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进行安全管理。目前，全省 10359 个安置点经受
住了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

“安置点成立了新的社区，设了环境卫生组、治安保
卫组、纠纷调处组、互帮互助组和红白理事会，每栋楼推
选出一位楼长，每名党员联系一栋楼，有镇干部专职管理
社区。”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宜民佳苑党支部书记吴汉良
说，来自 4 个高山自然村的 306 户村民搬迁新居后，住进
新房子，过上好日子，有了新组织，正在养成好习惯，形成
好风气。

目前，湖北 25 个需新设置群众自治单元的中、大型
安置点均已配齐了自治组织或临时管理机构，新成立了
958 个村（居）民小组。

信心足了，小康近了

“还完了十几万元的欠债，还有一些存款，受疫情影
响，我们转型改养能繁母猪。”门前停着一辆新轿车，屋里
收拾得干净利索，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新屋畈安置点
的夏雄伟一家喂完猪，在新房里吃着葡萄乘凉。

夏雄伟患有甲亢，需长期服用药物，妻子患有肺结
核，前几年，他申请了无息贷款，做起黑山猪养殖。通过学
习养殖技术，夏雄伟走稳了养殖路。去年，夏雄伟被评为
全县“致富先锋”。

5 年时间，从贫困户到脱贫户、“领头羊”，夏雄伟感
慨万千。下一步，他打算适度扩大养殖规模，利用猪粪进
行生态种植，夏雄伟说：“信心足了，小康近了。”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湖北积极谋划稳住搬迁群
众发展后续动力，各地不断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与高效农业有效衔接，深化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带动区
域乡村产业壮大。房县黄酒村、郧阳龙韵新村、王英镇新
屋村……安置点后续扶持与乡村振兴统筹结合的“明星
村”正呈群星现象。

“下一步，湖北将切实提高易返贫搬迁人口、边缘搬
迁人口和相对低收入搬迁人口的收入水平，确保搬迁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湖北省易地扶贫搬
迁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湖北还将强化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引导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更新生活习
惯和生产方式，逐步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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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年多时间，紧邻
“贵州屋脊”韭菜坪、气候高
寒的中井村如今已是花海
一片。

放眼远眺，一个个现代
化花卉大棚矗立，曾经荒草
灌木的单一景象正被满目绚
丽所装点，“山地花海”的雏
形呼之欲出。时下，花开正当
时，这是“90 后”香港青年梁
安莉的创业基地。

色彩缤纷的花卉产业不
仅赏心悦目，也给地处乌蒙山
腹地、深度贫困的中井村脱贫
致富带来希望，梁安莉被当地
人亲切地称为“花仙子”。

中井村所在的贵州省毕
节市赫章县，是当前全省尚
未减贫摘帽的 9 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脱贫攻坚任务依旧
繁重。这些年，海拔高、土地
瘠薄、交通闭塞的中井村虽
然变化明显，却始终没有像
样的扶贫产业，制约着当地
脱贫进程。

一个偏远贵州贫困山村
竟能吸引香港青年创业，这
得益于东西部扶贫协作。
2016 年，广州正式对口帮扶
毕节市。在广东省第一扶贫
协作工作组牵线搭桥下，部
分在穗港资企业前往西部
山区。

2017 年，作为企业代表
的梁安莉的母亲受邀到毕节
考察。与妈妈一道踏上乌蒙
高原的梁安莉，对赫章县境
内“贵州屋脊”韭菜坪的风光
无限眷恋，却也被这里的贫
困所触动。

于是，这对母女的投资
兴业多了一份扶贫的责任。

2018 年初，梁安莉与专
业团队在赫章县考察了大小 10 多个乡镇后，
最终决定在铁匠乡中井村栽种鲜花。当年，梁
安莉在“贵州屋脊”上的产业扶贫计划正式
启动。

这两年多里，梁安莉平均每个月都要到
基地上与工作团队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公司
也积极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
并聘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定期到基地指导，培
训技术人员。

花卉种植从 100 个大棚增加到 400 多
个；管理技术人员从 10 多人到 40 人……在
梁安莉和团队的不断努力下，基地发展迅速。
2019 年底，在不被部分专家看好的情况下，
梁安莉和团队引进的安娜贝拉绣球存活率达
到 90% 左右，当前正是采收时节。

“这次 6 万多朵绣球花已经全部被订完
了，作为永生花花材，市场相当好。”梁安莉
说，通过多次实验，基地已经从 100 多种花卉
试种品种中选取了 20 多种“接地气”、市场好
的推广种植。

打造可持续的扶贫产业一直是梁安莉坚
守的扶贫初心。她说，培养本地技术管理员，
让村民广泛参与，要变“输血”为“造血”。

如今，基地里不少花卉品种逐渐走出温
室大棚，走到当地村民家里，零散的土地上也
开始有村民主动种植鲜花。

在家门口务工是贫困户周巧多年的心
愿，现在她不仅在基地找到了稳定工作，还成
长为管理员。“收入可观，还学到不少技术，改
善一家人的生活很有信心。”周巧说。

对于精准扶贫这一过去都没怎么听说过
的词，梁安莉这两年思考很多。“只有走近贫
困，才能了解国家精准扶贫事业的伟大。”梁
安莉说，作为年轻人，能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
扶贫事业是最无悔的选择。

（记者骆飞）新华社贵阳 8 月 23 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24 日电（记者李凤双、
邹大鹏、杨喆）“看！这就是俺的牛，从花色就能
看出来，在这‘托牛所’多舒坦！”站在黑龙江省
林甸县众晔牧场监控室里，花园镇丰收村农民
吕建华隔着屏幕当起了牛倌。屏幕里，牛舍内几
十只奶牛整齐排列，自动控温装置正驱动风扇、
自动喷淋装置，为奶牛降温消暑。

41 岁的吕建华是个养牛“老把式”，20 岁
就在自家养牛，吃过苦、受过累，也因奶牛产奶
量不高、效益不稳定苦恼过。

吕建华自己养牛时，实行“粗放式”散养管
理，喂的是“老三样”：豆饼、玉米面、玉米秸秆。
“每头牛每天产奶量最高也就 20多公斤，受累不
说，还卖不上价，质量验收总不合格。”吕建华说。

作为散养户，吕建华和家人养牛全靠感觉，
跟科学不沾边，牛一多就有点“懵圈”。“每天要
赶着牛去收奶站，还要手工挤奶，下小牛犊时成
天成宿看着，牛多真干不过来，干着急！”回想起
过去的养牛经历，他唏嘘不已。

2013 年，随着当地小型收奶站逐渐撤并、
倒闭，企业推广规模化养殖，像吕建华这样的散
户开始找寻新出路。

“一次偶然机会，听说众晔牧场能够进行托
管饲养，便试着将家里 6 头牛送来寄养，到现在
寄养 7 年了，俺的奶牛数量也翻了 10 倍。”吕建
华说。

与自己养殖不同，牧场提供优质饲料、科学
管理和自动收奶等专业服务，吕建华只需承担
饲料费用和一斤奶几角钱的管理费，别的活儿
都不用操心。吕建华当起“屏幕牛倌”，平时没事
就到牧场通过监控看看牛，每天在牧场微信群
里看看产奶量信息。

“人家喂的是青贮玉米等，成本高、侍弄精，
但产奶量也真上去了，高产期每头牛日产量是在
家散养的两倍带拐弯儿。”吕建华说。产量意味着
丰收。如今，吕建华在牧场寄养的 62 头牛，保守

估计每年可给他带来 60多万元的纯收入。
“我们帮助农户养奶牛，不仅仅可以让他

们致富，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鲜奶来源，还可以
控制品质，从而达到农户与牧场的‘双赢’。”
众晔牧场场长卢井南说，目前牧场通过这种
形式已为老百姓代养 808 头牛。

“屏幕牛倌”不止一种。除了吕建华的寄
养模式，众晔牧场还通过“托牛入场”，为周边
贫困户托养 612 头牛，带动他们脱贫。

“我也‘托’了牛，俺的两头牛从入牧场我
就没见过，但就跟银行存款一样‘旱涝保收’，
这个‘托牛所’挺科学！”69 岁的林甸县花园

镇火箭村脱贫户高运富说。
林甸县畜牧兽医局局长姜广猛介绍说，

“托牛入场”方式是指，当地创新“活体抵押”
方式，由银行为牧场发放扶贫再贷款，带动贫
困户脱贫。“两头牛每年可以分到 4000元，我
还养猪也没少赚，2018 年就脱贫了！”高运富
笑着说。

林甸县委书记晋伟说，全县 31 个规模牧
场中，5000 头规模牧场达到 7处，存栏奶牛
6.5 万头，日交售奶量 800 吨，畜牧业产值已
超过全县农业产值的“半壁江山”，“屏幕牛
倌”见证了乳品产业的升级。

“托牛所”带富“屏幕牛倌”

▲在黑龙江省林甸县众晔牧场，养牛大户吕建华（左）通过监控屏幕查看托养牛的情
况（8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喆摄

文旅扶贫，深山苗寨“重生”
新华社重庆 8 月 24 日电（记者王金涛、陈

青冰、黄兴）对于罗家坨苗寨里的一些老人来
说，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 6 公里外的鞍
子镇。如果想去镇上赶场，他们只能攀爬山间弯
弯绕绕的泥巴路。现在不到 10 分钟的车程，以
前要走 1 个小时。

罗家坨苗寨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地处武陵山脉深处。2007 年，在全县文化
旅游资源普查中，它被“发现”了。调查显示，这
个苗寨距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是重庆市目前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家族式苗寨。寨内依山
而建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苗族风情浓
郁。虽然大山阻碍了罗家坨苗寨和外界的联系，
这里却因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苗族风情。

据鞍子镇镇长简远成介绍，罗家坨刚被“发
现”时，村民们都还包着头帕，穿着传统的苗家
蓝布服饰和千层底布鞋，民风淳朴。村民们个个
擅长唱民歌，将生活都唱进了歌里。有时人还没
进到寨子里，就能听到高亢的苗歌在山间飘荡。

“如果不是那次普查，这个原生态的寨子可
能就被废弃了。”鞍子镇政府二级调研员任廷国
表示，当时罗家坨十分闭塞，灌溉农田仍要靠肩
挑背扛地运水，村间的田坎路铺满牛粪。许多年
轻人都离开了这里，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由于缺乏资金，罗家坨苗寨以文兴村并不
容易。一段时间以来，眼看着客人纷至沓来，县
上却决定让罗家坨苗寨歇业。“虽然当时游客不
少，但寨子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足，比如吊脚
楼的卫生间建在楼外，游客晚上如厕很不方
便。”简远成说。

于是，罗家坨苗寨不再忙于招揽游客，
而是致力于提档升级。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自 2015 年在彭水县定点扶贫以
来，积极筹措资金，打造具有民俗文化特色
的罗家坨苗寨，寨子逐渐走上了文旅致富
路。目前，罗家坨苗寨已荣膺“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重庆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等
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现在寨子里每家每户
都有抽水马桶，客房里配有床上四件套、蚊
帐、电视机和暖瓶，我们接待游客的条件更好
了。”村民罗海说。

▲这是 8 月 13 日拍摄的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鞍子镇的罗家坨苗寨（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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