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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8 月 27 日电（记者梁爱平）27
岁的白莹莹是初中学历，她从来没有想过，工作
会和“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沾上边儿。

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城一栋办公楼的大
平面，白莹莹坐在电脑前，鼠标“咔哒”几下，一
个选项标注完成。曾有人问她做什么工作，她回
答“我是机器人的老师”。

其实，白莹莹是“机器人饲养员”，又名人工
智能训练师，这是一个“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属
于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发布的
16 个新职业之一。

白莹莹的家在清涧县双庙河乡安家畔村，
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和丈夫曾经去煤矿打
过工，卖过菜……她也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
变生活。

2019 年 12 月，清涧县从阿里巴巴和蚂蚁集
团协调引进“AI豆计划”人工智能产业扶贫孵化

项目，成立了县政府直属国有企业——清涧县爱
豆科技有限公司，并开始招兵买马。

白莹莹看到招聘信息：“初中（含）以上学
历，贫困户、妇女等优先考虑。能够熟练应用电
子计算机。”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
到经过两轮考试，被顺利录取。每天上班 8 小
时，中午还能回家做饭，对她来说很合适。

白莹莹一直认为“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无
所不知”。上班后才知道，人工智能之所以“聪
明”是因为背后有许多像她这样的“老师”在手
把手地训练它。

比如，人工智能进行垃圾分类，用手机扫一
扫某种垃圾，软件就能自动识别并帮助人们进行
分类。其实，这背后是“机器人饲养员”们对玻璃、
塑料、纸袋、调料罐等各类垃圾的图片进行分类
标注后，人工智能垃圾分类模型才能不断提升识
别的准确率，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8个多月，白莹莹平均每月收入 2000
多元，最高一个月还拿到了 3700元。鼓起来的
“钱袋子”改变了她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开始在心中发芽。她和丈夫商量再努力
一把，在县城买房，他们利用周末看遍了县城
周边的楼盘。买完房之后，他们还计划买辆车。

其实，在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的
113 名员工中，像白莹莹一样的困难群众有
65 人，他们因从事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工作而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这一新兴产业还吸
引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工作。

31 岁的清涧县村民强娟梅此前长期在
西安打工，女儿留守在家，她无法照顾心里十
分愧疚。过年回家应聘成为人工智能训练师
后，每个月不但能挣到三四千元，还可以天天
回家照顾女儿。

35 岁的清涧县人杨彦军，此前和妻子在

浙江打工做蛋糕，房租加房贷，日子一直过得
紧巴巴的。回到清涧县应聘到爱豆科技有限
公司后，勤奋、刻苦的他头一个月就拿到了
3000 元的工资，第二个月 5900 元，第三个月
6400 元，第四个月 11000 元……收入提高
了，房贷不愁了。

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鱼涛
说，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工作做得好、做得多就
赚得多。目前公司员工的平均月薪超过了
3000 元。“他们可能并不懂人工智能，但他们
知道，人工智能可以帮他们实现梦想。”

蚂蚁集团社会责任部王玲玲介绍，数据
标注产业是基于人工智能高科技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贫困地区发展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产业，有投入小、见效大等诸多优点。清涧县
“AI 豆计划”人工智能产业扶贫孵化项目是
阿里巴巴在全国探索的第一个县级试点。

山 村 里 来 的“机 器 人 饲 养 员 ”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邹欣

媛、马丽娟）活了 40 岁，西吉县
火石寨乡沙岗村的贫困户杨彦
贵终于喝上了“新鲜水”，再也
不用为水发愁了。

杨彦贵家住在海拔 2000
多米的山头上，每天要到离家
200 多米远的井里抽水，存在
塑料桶里。“夏天放久了水会发
臭。”杨彦贵说，冬天取水更令
人头疼，露在外面的水管经常
冻住，要把管子卸下来用开水
烫，人跟牛都等着喝水呢，把人
能整哭！

早些年许多村民搬到山下
更平坦的地方，陆续通了自来
水，而杨彦贵和兄弟 3 户舍不
得走，一直住在山头。因为海拔
高，自来水难上山，旱年井水干
涸时就要到乡上拉水。

地处六盘山腹地的西吉县
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后一个未
脱贫摘帽县，干旱缺水是当地
群众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为
持续纾解水困，十余年来，西吉
县实施一系列农村饮水工程，
并打通自来水到户的“最后
100 米”，去年底自来水入户率
已达 99%，当地绝大部分群众
不再愁饮水。剩下的 1%，就集
中在极少数像杨彦贵一样居住
在高海拔地区的农户。

今年 6 月，西吉水务部门
在离杨彦贵家不远处建起一个
10 立方米的小蓄水池，水泵自
动抽井水入池，从地下管道流
进厨房。“这下我再也不存水
了，啥时候拧开水龙头都有水，
方便得很，水也干净！”杨彦贵
笑着说。

“硬核碉堡”正被一一攻
克。今年挂牌督战以来，西吉县
全面开展查损补失、查漏补缺、
查短补齐、查弱补强的“四查四
补”工作，对照脱贫标准，用“放
大镜”查问题，一个一个销号解
决。县级干部带头自查 30 个薄
弱村、科级干部带头自查其他
265 个村、调动 8000 多名干部
每人帮扶 3 至 5 户贫困户，撒
开一张包片包户、上下联动、全
面覆盖的大网，以“网格化”管
理，把脱贫那些事办细办实。

全面摸排本村人员的同
时，西吉县要求帮扶干部还要调查外流人员的生活状况。
西吉县火石寨乡小川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宏虎最近刚结束
长达 10 天的出差，他和包村干部开着私家车，一路北上跑
了七八个市县，最远跑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拿着名单一
一敲开村里外流人员的家门。

“这 63 户是很多年前外出谋生的人，但户籍在本村。
他们和村里人很少联系，现在收入怎么样？是否有安全住
房？孩子上学没？必须到现场核查。”马宏虎说，这些人大多
白天在外打工，包村干部晚上才能入户核查，因此经常忙
到半夜。住房、饮水情况要拍照，学生在读、医保缴纳要开
证明，还要本人签字确认，再找村委会盖章。“虽然辛苦，但
很高兴看到他们生活得都不错，全部摸排一遍我们心里也
有底了。”马宏虎说。

据西吉县扶贫办介绍，如今，西吉县所有农户饮水安
全已达标，全县 8.1 万适龄儿童没有一个因贫辍学，同时
实现了贫困人口医保缴纳和 1200 多户无劳动能力者兜
底保障全覆盖。

为巩固脱贫成果，西吉县还将持续精准发力。西吉县
扶贫办副主任陈晓宁说，在让群众吃好水的基础上，西吉
县将进一步管好水，推进农村饮水企业化管理，实施“互
联网+农村饮水”工程，提高供水稳定率；落实落细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抓好马铃薯、肉牛等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应用，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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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晚上 10 时，夜色弥
漫。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三只羊乡鸡峒村村部食堂
里，灯火依旧明亮，不时传出
阵阵交谈声。

“今年养蜂总收入可能
会有 9 万元，村集体收入预
计增加 1 万多元。”“村里的
孩子马上要升学了，得再去
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刚刚结束一天扶贫工作的鸡
峒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山边盛
菜边与其他几名扶贫干部
交流。

鸡峒村所在的都安县素
有“石山王国”之称。地处偏
远角落的鸡峒村，是“极贫角
落”里难啃的“硬骨头”。

脱贫攻坚这几年，早出
晚归是扶贫干部们的常态。
“群众干完农活回到家，才是
我们和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时
候。有些同志到一些边远村
屯开展工作，很晚才能回来，
在村部的同志会为他们把热
饭菜、热汤准备好，这就是

‘深夜食堂’的由来。”鸡峒村
攻坚第一书记覃华说。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都安县向 65 个挂牌
作战贫困村派出攻坚第一书记，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覃华是其中之一。

“到下洞屯的路正在加紧硬化，还剩 2 公
里。”覃华在饭桌上谈及道路硬化工作的最新情
况。“行路难”曾是阻碍鸡峒村发展的瓶颈，进村
的道路是一条在石壁上凿出的蜿蜒小路。

因为路不通，村民们此前没少吃苦头。“家里
养了几十头羊，但是运不出去，只能等外面的人
来收，每斤比在镇上少卖好几块钱。”村民韦忠杰
说。刚开始来到这里的帮扶干部，下乡一来一回
就是一天，“深夜食堂”也越开越晚。

从羊肠小道到砂石路，再到硬化路，如今鸡
峒村的道路情况大为改善。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越来越多村民走出大山，搬进新居。

“韦忠杰家基本稳定了，我再去他家了解最新
情况，顺便通知他该去办房屋产权证了。”唐山说。

2017 年底，贫困户韦忠杰一家搬到位于都
安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一家三口
人住在 70 平方米的房子里，很舒适。当时搬迁
过来只用交 7500 元费用，我们再简单装修一
下，就住进来了。”

2013 年底，鸡峒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6
户 386 人，贫困发生率 59.47% 。2019 年底，全村
贫困发生率 19.11% 。“现在村里常住人口约 400
人，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脱贫任务比较艰
巨，但我们不能落下一个人。”唐山说。

饭毕，鸡峒村扶贫干部的一天在“深夜食
堂”里结束。村里的“深夜食堂”，也是扶贫工作
队员们一天的归属。“我们回到这里吃饭，感觉
就像回到家一样。”唐山说。

（记者雷嘉兴、吴思思）
新华社南宁 8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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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岁的张勤英当了 6 年村支书，时间不算
长，却在豫西新安县的山窝窝里闯下三个名
头——“倔”支书、“乖”支书、“好”支书。

新安县石井镇山沃村距县城近 50 公里，6
年前，山沃村还叫“山窝村”，群山环抱，道路难
行，吃水困难，全村 320 余户人家中近六分之一
是贫困户，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山窝。

2014 年 10 月，张勤英当选山窝村党支部
书记，她和村民商议，甩掉“山窝”，改名“山沃”，
取“沃土”之意。

当选后的第一次群众会上，张勤英向大家许
下三个诺言：修通村组路；解决坡池岭上的用水
难；申报省级传统村落。村民议论纷纷：“走了 20
多年河滩路，从古到今吃雨水，落后咋能变先进？”

张勤英理解乡亲们的疑问。20 多年间，她
长期和老公在外做生意，自家事业蒸蒸日上，但
山窝窝里的衣食住行和山外边的差距却越来越
大。“20 多年前，一山之隔的龙潭沟村比我们村

落后 10 年，如今，人家背靠龙潭峡景区发展迅
速，反超我们 10 多年。”

2014 年，山窝村被定为贫困村。49 岁的村
干部张牛套说：“我们担心再过十几年，村庄就被
淘汰了。”乡亲们既对张勤英寄予厚望，又心怀忐
忑，生意场上的能人能不能当好村庄“带头人”？

决定回村前，张勤英也心怀顾虑，家里生意
需要帮手，女儿上高中需要陪伴，父亲高龄需要
照顾。但面对乡亲的心意，她决定“拼一把”。

历史上，山窝村是沟通山西、河南的商道节
点。但时至 2014 年，这里却成为新安县少有的
未通硬化路的村庄。

修路，成为头等大事。头一年，张勤英争取
项目并垫付资金 30 万元硬化了通村的出行路。
后几年，她又陆续争取资金，修通了连接龙潭峡
景区和黛眉山景区的发展路，硬化了沟通村组
的便民路。

村民们心明眼亮，“第一板斧”挥下，立竿见

影，大家对她的信心更足了。
张勤英还与人合作投资 380 余万元在村

里建了毛绒玩具厂，成为山沃村首个招商引
资项目，解决留守人员的就业问题。她还履行
承诺，为坡池岭上的两个村民组铺设了供水
管道，结束了村民守着水窖吃雨水的历史。

“第二板斧”照样劈在实处、痛处。坡池岭
上的村民念着张勤英的好，硬要给她送牌匾，
虽被劝阻，但信任却根深蒂固。

前两“板斧”奠根基，第三“板斧”谋长远。
依托村里保存较好的古道、歇马栏店、商铺、
染坊，2015 年，在张勤英带动下，村干部凑钱
编制了规划，申请为河南省传统村落。如今，
正筹备申请国家传统村落。“我们村的出路就
是发展旅游。”张勤英说，修路连接景区，申请
传统村落，都是为发展旅游做准备。

“自豪的事太多，辛酸的事也太多。”2017
年，张勤英检查出乳腺癌，入院治疗后，医嘱

要减轻压力。“村里人既心疼她，又舍不得她
卸任。”80 多岁的陈渭川、李秀英夫妇念着她
的好，带着中药到村委会看望她。张勤英也憋
着一股劲儿，村里刚起步，当了支书，就要干
好。于是，村“两委”换届选举时，又选出个村
主任，帮原本“一肩挑”的张勤英分担压力。

就这样，短短数年，张勤英实现了当初许
下的诺言，连续 5 年都是镇里的优秀党支部
书记，山沃村也于 2018 年脱贫。干部、群众佩
服她的“倔劲儿”，称她为“倔”支书。

张勤英辈分小，村里老人又多，见到张勤
英，老人不叫姓名，也不称支书，而是喊上一声
“乖”，既是对晚辈的亲昵，也是对支书的肯定。

6 年时间，“倔”支书出了力，“乖”支书尽
了心，山沃村大变样，路平了，水通了，环境美
了，产业冒头了，村民盼着在“好”支书带领
下，村庄越来越好。

（记者韩朝阳）新华社郑州 8 月 27 日电

“倔”支书挥“三板斧”劈开“山窝”现“山沃”

据新华社合肥 8 月 27 日电（记者姜刚、林翔）从事保
洁员公益岗位、帮助家人申请了低保、增加光伏扶贫收益
分配数额……这些是因病调整风险等级后，政府对脱贫
户李传俊采取的防范返贫措施。

44 岁的李传俊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鞍东
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脱贫，被当地确定为
三级风险户，仍享受以往的扶贫政策。然而，2018 年，糖
尿病眼部并发症几乎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由于爱人身
患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女儿上小学，此次意外变故使李传
俊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村里把我从三级风险户调整为一级风险户，在原有
扶贫政策基础上，新加了公益岗位、低保等措施，把我家
从返贫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李传俊说。

给李传俊带来希望的是“三级风险”防控体系。
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的霍邱县已于今年宣布脱贫摘帽。

据六安市政协副主席、霍邱县委书记刘胜介绍，为了巩固脱
贫成果，防止边脱贫、边返贫，自 2017年起，霍邱县探索建立
“三级风险”防控体系，对脱贫户突出重点，进行分类帮扶。

记者走访了解到，“三级风险”是根据脱贫户现有的
产业、就业及家庭收支状况，综合判断其脱贫的稳定性，
将返贫级别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极易返贫户，主要指
无产业、无就业或产业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弱的脱贫
户；二级为容易返贫户，主要指劳动技能不强、就业不够
稳定或产业规模较小、发展资金不足、市场信息不灵的脱
贫户；三级为不易返贫户，主要指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
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脱贫户。

在确定返贫级别后，霍邱县还建立“因势利导、分级
施策”的帮扶体系，同时对脱贫户家庭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影响风险等级的，随时调整风险等级。

安徽霍邱县：

“三 级 风 险 ”防 控

精 准 施 策 防 返 贫

整理布景、摆放闪光灯、调试摄影设
备……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白音特拉
村的村民活动室内，驻村第一书记王华忙着
做拍照前的准备，他要用相机记录下村民们
脱贫致富后的幸福画面。

化德县位于我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的“燕山——太行山区”，2017 年，王
华从中央编办来到定点帮扶的化德县，担任
白音特拉村驻村第一书记。4 年来，在中央编

办的支持下，王华和村干部们一起在村里建
设太阳能路灯、为村民房屋加装保温层、修建
村民活动室……还带领村里发展档案盒、包
装箱加工产业，让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零的突破。

谈到为村民拍摄照片的初衷，王华说：“走
村入户时发现一些村民的全家福是粗糙的合
成照片，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用快门
给他们留下一些纪念。”

这些年，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王华在
工作之余为村里的每户人家都拍摄了照片。
王华说：“现在村里发展起了产业，村民们过
上了好日子，给他们拍摄幸福的照片我觉得
很有意义！”

2019 年 3 月，王华驻村期满，白音特
拉村 82 名村民集体请愿希望王华留下。
“这是村民们对王书记工作的肯定。”白音
特拉村村委会主任孟庆荣说。

▲在白音特拉村的村民活动室内，王华（前）在为村民冯枝
（中）、岳河拍摄照片（8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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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音特拉村的村民活动室内，化妆师义务为村民化妆，为
拍摄照片进行准备（8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定定格格脱脱贫贫新新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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