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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贵阳 9 月 1
日电（ 记者吴帅帅、肖
艳）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西
南部有一条著名的抗战
公路——二十四道拐。
当地许多干部群众常以
此类比浙江宁波市和黔
西南州 24 年来走过的
脱贫路。

1996 年，浙江省宁
波市与黔西南州对口扶
贫协作工程正式启动，
两地由此在脱贫攻坚的
“二十四道拐”上结对
携手。

产业协作传递

致富“接力棒”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
潘家庄镇，原本光秃秃
的 荒 山 如 今 栽 种 了
1200 多亩蓝莓。蓝莓生
态 园 负 责 人 令 狐 云
2016 年返乡创业，两年
时间在老家成功试种蓝
莓，并进行规模化种植。

由于缺乏融资渠
道，两年前令狐云一度
陷入资金困境，“挂果量
和品质已经达到标准
了，正是扩大规模的时
候”。

经过当地政府牵
线，从宁波慈溪汇来了
一笔 300 万元的产业帮
扶资金，但这笔资金有
附加条件：以马马崖镇
大湾村 36 户贫困户入
股的方式参与产业开
发。令狐云欣然答应，
“解决了我资金上的燃
眉之急，保障了本地村
民的就业，还让原本产
业薄弱的乡镇有了‘飞
地’。”如今通过产业带
动，马马崖镇贫困户已
整体获得 13.5 万元的
分红。

既要“输血”帮困，更要“造血”发展。2006 年，
251 只浙江的长毛兔被宁波扶贫干部第一次引入普
安县。在当地干部群众悉心培育下，长毛兔养殖成为
存栏量超 17 万只、带动 2000 多户贫困户脱贫的重
要产业。“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新衣裤，百只兔娶媳
妇……”这段顺口溜在当地渐渐传开。

在宁波挂职干部、普安县副县长方健看来，一项
扶贫产业干了 14 年，背后凝聚了几批扶贫工作队成
员的心血。“现在我们努力把项目往产业链方向延伸、
打造，养殖、粗加工、精加工项目已经落户普安，后续
力争形成从研发到市场整个产业的‘微笑曲线’。”

人才交流同赴脱贫一线

在黔西南州多地，记者一路见到不少像方健一
样的宁波干部、技术人才。

“2018 年 4 月 26 日，我到贞丰县的第一天，去
了贵州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的鲁容乡。”宁波挂职干
部、贞丰县副县长黄列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来到黔西
南州的情景：北盘江两岸都是荒山，进村的道路没有
硬化、没有护栏，一侧便是 300 多米深的悬崖。

没有人相信贫瘠的石漠化山地能够结出脱贫的
果实。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扶贫干部需要用自
己的行动说服群众。“为了走近群众，从宁波来的技
术人员不习惯辣味，甚至一边吃胃药一边吃辣。”黄
列说。

经过两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如今北盘江两
岸，芒果、百香果、火龙果种植红火，“一江三果”让贫
困户收获了“甜蜜”，种植产品还被搬上直播间销售，
一小时成交额突破 30 万元。

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何兰
云说，把挂职当任职，是“助力军”也是“主力军”。东
部干部的工作思路、作风给了当地干部很大的启发
和鼓舞。

2013 年以来，宁波市共选派干部 67 人、专业技
术人才 1101 人到黔西南州开展脱贫攻坚和支医支
教支农工作。与此同时，黔西南州选派干部 162 人、
专业技术人才 1466 人赴宁波市交流学习。

“艺术结对”共建美丽乡村

在晴隆县光照镇定汪村，这个布依族聚居的村
寨来了 13 位宁波市宁海县葛家村的朋友，不带钱、
不带物，他们打算用艺术“点亮”定汪村。

2019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艺术学院教授指
导，加上村民乡土智慧，葛家村村民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改造自己的家园，不到一年时间，原本普通的村子
成了网红景点，2019 年吸引游客超 30000 人次。

“花钱少、村民参与度高，这样的理念为什么不
能在宁海对口帮扶的晴隆乡村落地生根？”葛家村党
支部书记葛海峰说。经过两地党委政府牵线，葛家村
和定汪村正式结对。

才短短半个月时间，村里已经在许多细小的地
方显露出别样的艺术气息：水泥墙被贴上了木饰面，
古树下铺起了鹅卵石，将要废弃的门板摇身一变成
了“未来书院”的门匾……

“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村民主动参与的热
情。”来自葛家村的葛诗富说，村里有棵 300 多年树龄
的黄葛树，树下原本是牛、马散放的杂草坪，现在，这
棵古树下已是孩子们的排练舞台、村民的露天会场。

光照镇党委书记邓瑞兰说，看似抽象的艺术激
发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脱贫路还是振兴
路，归根结底是要让百姓自己有主动性。”

从地域、县域对口帮扶，发展到如今的村对村、
村民对村民，晴隆县委书记袁建林说，随着东西部对
口扶贫协作不断深化，我们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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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9 月 2 日电（记者段羡菊、李凡、
杨欣）来到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城南
社区服务中心，记者发现墙壁上贴有一棵“连心
树”。“树”上结下各种彩色“果实”，这是一张张写
满心声的留言贴纸。从大山迁入县城的孩子们，

用他们真诚稚嫩的语言，表达进城的丰富感受。
“我从大山来，以前去学校的时候，要走好

久的路，搬到新社区后，这里方便多了。”“刚来
到这里感觉周围都很陌生，眼泪不禁流出来，过
了不久，就慢慢熟悉这里的生活了。”“我以后要
好好学习，不会浪费祖国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我以后要考护士，为每个人服务。”……

紫云县地处麻山腹地，属滇桂黔石漠化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目前仍为贵州省未脱贫县。全
县易地扶贫搬迁超过 2 万人，其中近 95% 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2018 年开始，县内 12 个乡镇

的山民陆续从偏远地区下山，搬进了松山街道
城南社区安置点环境优美的新楼房。

“我们社区安置点现搬来 3300 多人，他们
的子女大多在附近的学校就读。”松山街道城南
社区居委会主任罗香琴说。

今年以来，邻近的紫云二中与城南社区开
展合作，成立“城南志强少年团”，以在学校就读
的 147 名易地扶贫搬迁子女为骨干，利用课余
时间，为社区提供课外辅导、向导、清洁等志愿
服务。“连心树”上的留言，就来自于他们。

记者根据留言找到了初中生齐悠悠。她皮
肤黝黑，身穿蓝白相间校服，扎马尾，看起来精
神抖擞。今年 15 岁的她，原来家住猴场镇马寨
村，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老家只有两间平房，交通条件不好，早上
五点多就要赶路去上学。”齐悠悠说，自从 2019

年随父母搬来城南社区，家里住宿和上学环境
大变样，“现在走路不到 10 分钟就到学校了”。

齐悠悠刚进城时非常胆小。她说：“我害怕
别人说我的缺点，不喜欢交流。”今年 4 月，她主
动参加了“城南志强少年团”，课余辅导低年级
学生，帮助社区老人做家务。

“在这个团队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性格
也变得活泼了。以前数学成绩不好，现在我在班
上主动当起了数学课代表。”齐悠悠开心地说。

另一名留言的学生陈水仙说，老家房子很
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空间很小，我和弟弟写
作业时还要‘排队’。”搬迁进城后，她家生活条
件得到了改善，陈水仙有了相对独立的学习空
间。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她成为了“城南志强少
年团”的积极分子之一，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
动。今年，她被城南社区德育实践基地评为“互

助之星”。“社会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力
所能及帮助别人。”陈水仙说。

“农村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特别舍不
得，来到新的城市，用什么都要花钱……”这份留
言折射了一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对山乡的留
恋，对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的担心。为了确保搬
迁移民留得下、稳得住，紫云县在各安置点配备工
作人员，以有劳动力家庭“每户至少 1 人就业”为
服务目标。城南社区通过引进鞋厂和刺绣厂、发展
社区大棚食用菌种植等，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

“我很感谢帮助我的人。”“我相信，我能
行。”……一条条进城“山娃”的留言，勇敢地表
达了感恩、向往。“这些从大山里搬来的孩子，或
多或少不太自信，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和社区
发生‘碰撞’后，更容易融入城市，增强自信。”紫
云二中校长王刚告诉记者。

“结”满进城山娃心声的“连心树”
贵州省紫云县搬迁子女真诚感受折射易地搬迁新成果

新华社福州电（王任远）八月下旬，八闽大
地似烤炉。然而在闽北，却有一块清凉之地——
政和县澄源乡。“18 摄氏度的夏天”，是这个平
均海拔超过 800 米的山乡的一句宣传语。

政和是福建的贫困县，而澄源又是政和县
最偏远的山乡。“受限于地理位置等，澄源的第
二三产业占比都较小，农业扶贫成了脱贫攻坚
的重要抓手。”澄源乡乡长李重晶告诉记者。

在澄源乡新康村一片数十亩的吊瓜地里，
53 岁的村民范昌培正在瓜架下查看自己的致
富“元宝”——吊瓜。连片的瓜架上缠绕着翠绿
色的藤蔓，在山谷里形成一片巨大的荫蔽。一个
个饱满的深绿色吊瓜在藤蔓下挂着，范昌培看
看这个，摸摸那个，喜笑颜开。

曾经，范昌培仅靠几亩薄地支撑着一家五
口的生活，日子过得艰难。“2011 年，大儿子考
进大学学医，带来不小经济压力，我一度负债累
累。”范昌培说。

2017 年，为引导村民脱贫致富，澄源乡引进
了吊瓜产业。澄源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产出的吊
瓜子饱满大粒。吊瓜栽培、打理轻松，播种后能够
连续五六年结果，亩产能达 300 斤，产出的吊瓜
子收购价一斤可达 20 元。看到乡亲们种植吊瓜
第一年就有了不错的收成，范昌培也加入他们的
行列。他购置了耕地机和抽水灌溉机，每台获得
了数百元农机补贴。此外，新康村也置办了打瓜
机、洗瓜池，供瓜农收获后进行粗加工。

三年过去了，范昌培将吊瓜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 90 亩。2019 年，他种吊瓜的利润达到近三
十万元，再加上原有的几亩锥栗和茶叶，范昌培
的年收入达到三十五六万元，还荣膺政和县“致
富带头人”称号。

同样得益于高海拔地区凉爽的夏季温度，
澄源种植的茶叶、菌类和茭白、土豆、地瓜、葡萄
等蔬菜水果也质量上乘。许多蔬菜在南方炎热
的夏季无法种植，在澄源却能从每年 5 月到 10

月源源不断地轮番产出。澄源的“高山小洋芋”
和“红心地瓜”个头虽小，淀粉含量却更高，且松
软可口。为保障种植户收入，乡政府对这两类农
产品采取了量化种植和兜底收购，大量减少了
耕地撂荒面积。

此外，乡政府还对连片 150 亩以上、带动农
户不少于 30 户的多利益联结的蔬菜（吊瓜）基
地设施建设予以农业重镇专项补助。2011 年，
几位村民自发成立了巨峰农产品合作社，如今
社员已发展到 103 人。乡政府还帮助不少贫困
户争取到每人五万元的农村信用社低息贷款，
鼓励他们以资金、土地入股合作社。

47 岁的原贫困户王宏兵告诉记者，自己曾
在外打工多年，但积蓄甚少。2016 年，他回到澄
源，通过资金入股合作社，已连续三年获得每年
3000 元的红利。王宏兵还自己流转了十几亩土
地耕种，每年闲暇时再到合作社打小工。如此一
来，一年也有五六万元收入。

目前，澄源乡已建成 6000 多亩吊瓜基地、
9500 亩蔬菜基地和 2.84 万亩白茶基地，引进涉
农企业 10 家，发展合作社 39 个、家庭农场 9
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30 余人，带动 15 个村
集体和 203 户贫困户从事特色种植。2017 年至
2019 年，全乡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4124.5 万
元；到 2019 年底，1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全
乡建档立卡贫困户 433 户 1622 人已全部脱贫。

农业扶贫有力支持了澄源脱贫，第三产业
的发展将带领澄源走向小康。今年 7 月，澄源现
代农业产业园开工，规划有高山精品蔬菜园、农
产品采摘体验园、12 公里沥青彩色步栈道等功
能区域。

“我们已与华侨大学展开合作，积极探索休
闲农业和生态旅游开发，依托独特自然风光和
95.79% 的森林覆盖率发展‘海拔经济’，努力打
造澄源‘ 18 摄氏度的夏天’康养小镇。”澄源乡
党委书记陈仁辉说。

“劣势”变“优势”：闽北山乡巧用“凉”脱贫

耐海塔村的枸杞
又红了。

傍晚时分，金色的
阳光穿过枸杞林，映在
卓玛的粉色头巾上，无
比鲜艳。一粒粒小红果
子在卓玛指尖翻动，随
后落入她身旁的桶中。

初秋时节，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的枸杞熟了。短暂的采
摘季里，沙珠玉乡耐海
塔村的枸杞地中热闹无
比。近 200 名采摘工日
出而作，日落而归。

一个月前，下卡力岗
村的劳务经纪人就已组
织村民来耐海塔村摘枸
杞，村里有不少人报名。
“摘一斤挣 1 块 5 毛钱，
我还不太熟练，一天能摘
40 斤左右。”下卡力岗村
村民卓玛说，骑电动车过
来只要 15 分钟。

这段 15 分钟的致富路本被沙漠所覆盖。
“以前风一吹到处都是沙子，门都出不去！”耐
海塔村村民王积玉说。王积玉今年 55 岁，是村
里的劳务经纪人，今年他组织了近 30 人的队
伍采摘枸杞。

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沙珠玉
乡长期贫困。经过数十年治沙造林，沙珠玉乡
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这片沙漠绿洲终
于引来了“金凤凰”——有机枸杞种植基地。

“以前漫天黄沙，道路不通，乡亲们宁愿在
家吃稀饭也不想出去打工，现在生态治理好了，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了。”王积玉说，
共和县玉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耐海塔村签订
了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后，村民还可以来种
植基地打工，这样村民就可拿到两份收入。采摘
后，小小红果子被送到共和县的枸杞加工厂，
经过初加工再运到国外深加工，最终销往欧
盟、北美等地区。

“我们的枸杞通过了德国的有机认证，德
国公司与我们签订了长期销售合同，收购公
司的枸杞产品。”共和县玉苗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赵全录介绍，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及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公司目前已建立枸
杞种植基地 10 个，种植有机枸杞 2.32 万亩。

赵全录告诉记者，公司通过固定用工和临
时用工两种方式，为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提供枸杞田间管理、枸杞采摘、枸杞加
工等近 400 个就业岗位，贫困户人均年收入超
过 2 万元。在为期三个月的采摘季，有 1500 多
名当地村民参与采摘工作，平均每人能拿到 1
万多元工资。

临近日落，还有不少人在枸杞地里忙碌，
各色头巾掩盖不住收获的喜悦，人们收获着
枸杞，也收获着火红的生活。

（记者陈杰）据新华社西宁 9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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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 日电（记者于涛）
在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岳普湖乡喀拉玉吉买
村，无花果种植已超 20年，这里的无花果口感香
甜，被人们称为“糖包”。可由于村民不懂技术、不
懂产业，“糖包”只能甜了嘴，却“甜”不了生活。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驻村扶贫工作队瞄准这个“糖包”下功夫，
“施展”出一揽子增收“秘诀”，把“糖包”变成村
民增收致富的“钱包”。

第一招是扩大生产，产量多了才能形成
产业。以往村民只把种植无花果作为一种庭
院经济，“小打小闹”的种植体现不出经济效
益。为了帮村民扩大产能，扶贫工作队在增加

专项投资的同时，还帮助村民开拓市场、增加
销量，让更多村民从“糖包”里尝到增收“甜
头”。当前，全村无花果已由过去的 730 亩增
至 3660 亩。

其次是让村民学会新技术，保证果品品质
和产量不断提升。扶贫工作队请来技术专家，手
把手教村民科学种植果树，解决好水、肥、作物
生长等问题。村民马木提·艾山说：“学会了剪
枝、施肥等新技术后，我家无花果从一年结两
季，到现在一年结三季，收入明显提高。”

扶贫干部还把曾经的“未知领域”开创为村
民增收的“主阵地”。“以前村民只靠卖无花果鲜
果挣钱，如今干果、果茶、育苗等产业收入更

高。”村民穆萨·亚森说的是扶贫工作队引入的
新项目，“现在才知道无花果叶可以制茶，有企
业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收购无花果树叶，加工
成茶叶后卖到东南亚。”

不仅如此，今年夏天新启动的无花果育苗
产业是增收最快的项目。扶贫工作队统计，今年
育苗产业实现每亩增收 4000 元左右，相当于亩
产鲜果收益的一半。随着技术日益成熟、规模逐
步扩大，以后该产业增收会更明显。

“以前我家只用两亩地种无花果，一年收入
1 万元左右，现在扩大到 4 亩，今年收入预计能
超过 5 万元，全家靠‘糖包’实现脱贫增收。”村
民阿依姆古丽·马木提说。

“糖包”变“钱包”，新疆扶贫有“秘诀”

▲ 9 月 2 日，河北省迁安市大五里乡张家峪村农民在采摘软枣猕猴桃。
近年来，河北省迁安市立足资源优势，瞄准市场需求，以“一村一品”种植模式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目前，该市已形成特色种植
专业村 100 余个，带动上万名农民实现增收。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一村一品 促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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