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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上海 9 月 14
日电（ 记者何欣荣、丁怡
全）黑潓江畔，数千亩香水
柠檬清香扑鼻；无量山上，
葱郁茶场掩映着古朴民
宿……上海市浦东新区与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东
西部扶贫协作，通过投资
金、派干部、做项目、建机
制，西南边陲的大山里留
下了“浦东印记”，大理州
的 11 个贫困县也在“山海
牵手”中全部脱贫。

对症下药 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生机盎然

大理州巍山县，澜沧
江支流黑潓江从这里穿流
而过。去年 5 月开始，黑潓
江畔种上了一片片清香扑
鼻的柠檬树苗，为荒芜的
土地注入勃勃生机。

在巍山挂职的浦东干
部金军，是柠檬产业的穿
针引线者。多方调研踩点，
邀请专家实地考察……几
年下来，当地人为金军起
了个外号——“金柠檬”。

“巍山种的柠檬，不是
普通的青柠，而是台湾无
籽香水柠檬。这种柠檬一
年四季都能开花结果，经
济价值较高。”一说到柠
檬，金军就打开了话匣子。
他介绍，目前巍山已种植
香水柠檬 6000 余亩，今年
计划种植 1 万亩，未来目
标是打造“四季香水柠檬
之乡”。

看着柠檬树苗茁壮成
长，基地运营方聚丰农业
负责人褚丰鑫言语间充满
自豪。“原来这片地也就是
种种玉米，改种香水柠檬
后，周边的农民纷纷过来

认养。柠檬长成挂果，还可以加工成柠檬干片、鲜片、精
油和果胶，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超过 10 亿元。”

产业扶贫，贵在精准。像巍山的柠檬一样，大理各
县在浦东帮扶下，纷纷打响了各自的产业品牌：南涧的
茶叶、弥渡的生猪、宾川的水果……“人们都知道大理
的‘风花雪月’、美丽风光，而我们看中的是当地独特的
气候、光照资源。通过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帮助大理各
县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在大理州政府挂职的浦东
干部沈李锋说。

统计显示，2016 年以来，浦东新区累计投入沪滇
资金 12 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366 个。

创新机制 壮大集体资产强化“造血”能力

对口帮扶、扶贫协作，不仅要看带来了什么，更要
看留下了什么。

大理无量山，山脉绵延，云雾缭绕。位于大理州南
涧县的沪滇协作综合示范园——罗伯克茶场，就坐落
在这高山云雾间。

罗伯克，彝语中代表老虎出没的地方。脱贫攻坚的
东西合力，在这里显得“生龙活虎”。

运用浦东帮扶资金，一个标准化的茶叶初制所已
在罗伯克茶场建立起来。“有了这个初制所，以前人工
操作的步骤，现在可以全自动完成，效率高了，碎茶少
了，市场宽了，村民的分红也就多了。”86 岁的茶场老
场长李正林说。

茶场的一些老建筑，也在浦东资金支持下，被改造
成精品民宿项目。未来，罗伯克茶场不但产茶卖茶，还
可以提供研学、游学服务，“一二三产融合”推动南涧茶
文化走向国际。

“我们把浦东帮扶资金形成的经营性资产，量化成
村集体资产，再出租给茶叶企业或专业合作社。通过资
金变资产、资产变收益，有效破解村集体资产空壳的问
题，带动农民增收。”南涧县委书记吉向阳说。

通过壮大集体资产，强化“造血”能力，这样的机制
创新，在浦东与大理的东西扶贫协作中还有不少。

在弥渡县的生猪养殖基地，浦东援滇干部赵洪路算
了一笔账：沪滇资金投入 4085 万元建成的 27 栋生猪养
殖厩舍，出租给跨国企业正大集团，每栋每年收益达 26
万元，带动 870个贫困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 3000元。

治理升级 让乡村有“看头”生活有“奔头”

东西扶贫协作，不但让贫困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
让乡村环境更有“看头”、农民生活更有“奔头”。

大理州宾川县的尼萨村，居住着易地扶贫搬迁而
来的 98 户、358 名村民，以傈僳族和彝族为主，48 岁
的彝族汉子李树军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我们住在 80 公里外的深山里，村里条件很
苦，有人形容是‘种一坡坡、收一箩箩’。因为水电设施
差，生活也简单，没事就围着屋里的火塘，泡茶、喝酒、
烤土豆。政府动员搬迁，好多老人不愿意，担心搬到外
面不习惯。”李树军说。

“所谓‘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说的就是这样的
情况。”宾川县委书记杨泽亮说，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必
须让老百姓“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方面东西协
作帮了大忙。

在沪滇资金支持下，如今的尼萨村建起了无籽石
榴、沃柑等经济作物基地，一亩石榴能卖到 3 万元以
上。村里还修了小广场、图书室、卫生室等公共设施，村
民子女可以就近上学。

不但人居环境美了，乡村的社会治理也升级了。南
涧县龙凤村建起了爱心超市，村民们从事公益活动，或
者孩子考上大学的 ，都可以获得积分去超市兑换商
品。祥云县则参考浦东“家门口”服务体系，建了 20 多
个“雨润家园”服务站，从党员活动、农家书屋到纠纷调
解，居民很多日常需求家门口就能解决。

从深山搬到尼萨村的新居后，李树军开了一个小
卖铺、买了一辆小轿车，后来还带妻子补拍了一张婚纱
照，照片上的一家人笑意盈盈。尼萨，傈僳族语里是“幸
福”之意，如今在李树军家里已经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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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15 日电（记者曹国厂、
高博、秦婧）白露时节，河北坝上大石砬村蓝蓝
的天空上，洁白的云朵宛如一团团巨大的棉花
糖。远望去，低矮的山峦满身绿装，金黄的莜麦
随风掀起层层波浪，红墙掩映下的村庄，如同镶
嵌在立体“油画”中。

位于北京北部 270 多公里处的沽源县长梁
乡大石砬村，有 585 户、1414 人。2017 年底，全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307 户、650 人。

2018年 3月，河北省林业规划调查设计院院
长田建辉受命担任省林草局驻大石砬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第一书记。他向局党组立下军令状：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我刚接到驻村扶贫任务时，因为
连续多天出差病倒，正在医院输液。”田建辉说，单
位召开扶贫动员会后第二天，他拿上还没有输完
的药，带领队员姚伟强、李增良奔赴大石砬。

沽源县是河北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田
建辉至今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进驻大石砬时的感
受：天寒地冻，满目荒凉。当时村里自来水管网
因寒冷冻结，只有几户人家自来水能用，全村百
姓排队打水……

田建辉没有因为眼前的困难退缩。“田书记

鼓励我们，既然组织派我们来扶贫，我们就不能
辜负贫困户的期盼和组织的信任！”扶贫队员姚
伟强说：“在村委会安顿好住处，他就带领我们
和村干部对全村逐户了解情况。”

针对自来水管网一到冬天就上冻、群众吃
水难的问题，田建辉联系沽源县政府和县水务
局，经多方争取，将大石砬村列入“中央资金安
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2018 年 8 月该工程完
成，彻底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饮水难题。

随后，田建辉带领村民修路、整治村容村貌。3
年来，村里所有街道实现硬化，而且都有了名
字——生态扶贫路、敬老爱民路、小康致富路……
家家户户门外厕所连猪圈的脏乱差现象消失了。

结合《沽源县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
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2035 年）》提出的
探索“生态兴县、生态强县”之路，扶贫工作队倡
议成立了林木种植合作社。

“合作社造林既能改善生态环境，还能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户劳务收入。”田建辉
说。3 年来，村里已造林 2300 多亩，完成了坝上
杨树防护林更新改造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惠及
贫困人口 40 人，人均增收 2000 元；实施樟子松

嫁接红松项目，村集体增收 20 多万元；利用省
林草局支持的花卉项目资金，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合作建设了 600 亩富硒金莲花产业园；还
争取到中幼林抚育项目资金 100 万元，增设护
林员岗位 79 个，人均年增收 3000 元。

如今，总面积 4.8 万亩的大石砬村，耕地面
积 1 .28 万亩，林地面积 2 .1 万亩，草地面积
0.91 万亩。2019 年，大石砬村被绿色中国行活
动组委会授予“国家森林乡村创建工作样板
村”，并获得“国家森林乡村”和“全国生态文化
村”等荣誉称号。

3 年来，大石砬村建起了大戏台、浴室、民
心公园、文化广场，村民还免费用上了无线网
络。扶贫工作队帮助大石砬村村民共办理各种
慢病证 240 个；完成了 146 户的易地搬迁，65
户危房实现“清零”。

在抓好各项扶贫工作的同时，扶贫工作队
注重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通过换届选举，3
名优秀党员成为村干部，培养了一支不走的“扶
贫工作队”。

45 岁的孙喜玲是大石砬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她说：“随着扶贫工作队生态扶贫不断

发力，大石砬村民年人均收入从 2017 年的
2800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9120 元。2019 年
全村脱贫出列。”

孙喜玲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喜事：以
前村里穷，少有女子愿意嫁过来，村里多年没
办过喜事。但是 2018 年以来，日子越过越红
火，已经有 9 名大龄男村民娶了媳妇，其中年
龄最大的 49 岁。

田建辉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扶贫脱贫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孙喜玲被河北省委组织
部评为 100 名乡村振兴“领头羊”之一。

记者看到，在大石砬村东南角，一处“草
原天路驿站”正在建设中。“这个驿站明年夏
天就能使用，到时候这里的绿色资源、旅游资
源将变成经济资源，绿水青山必将变为金山
银山。”田建辉说。

60 岁的村民杨永财种了 50 亩地，还开
了一个小卖铺，他率先从村里的生态变化中
找到了商机，去年他和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
儿出资 63 万元建了两层楼，目前已经启用。
“天路驿站就在村边，我准备开民宿，迎接明
年的游客。”杨永财充满信心。

脏 乱 大 石 砬 蝶 变 成“油 画 ”
河北坝上深度贫困村的生态脱贫路

新华社兰州 9 月 15 日电（记者张文静、马
莎）21岁的马鑫今年终于告别了索然无味的饭店
打工生活。如今，一技傍身，让他过上了好光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餐馆受到冲击。马
鑫打工的饭店也不可避免地被波及。无法外出
打工，他只能在家吃老本。“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给别人干不如自己干。”创业的念头一遍又一遍
在马鑫脑海里闪现。

马鑫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

锁南镇人。东乡县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也
是甘肃省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过去，这里受传统观念影响，人均受教育程
度较低，就业技能普遍缺乏，只能干苦活、累活。
包括马鑫在内的很多年轻人虽然渴望改变现
状，但苦于没有一技之长。

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东乡县政府实施免
费就业技能培训工程，在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
开设牛肉拉面、中式烹饪、美容美发、电工电焊
等 10 多个技能专业，期望通过技能扶贫解决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难题。

看到消息的马鑫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报名参加了牛肉拉面培训班。培训班里，拉面
老师手把手地教马鑫和面、揉面和拉面。马鑫认

真地听，仔细地学，勤快地练，丝毫不敢懈怠。
拉面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刚开始拉面

时，马鑫的胳膊快要被面“扯断了”。他干脆自我
加压，课后要么举哑铃，要么做俯卧撑，锻炼臂
力。有时，回到家里，他还要将沙子放到锅里，使
劲翻炒，通过颠勺训练臂力。

苦学、勤学的马鑫很快掌握了拉面技术，考
取了相关证书。他拿出几年前打工攒下的积蓄，
再加上银行贷款，准备开个小面馆，自己当老
板，脱贫把身翻。

一技傍身，脱贫有“术”。建档立卡贫困户马
冬拉黑也从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中式烹饪培训
班顺利毕业，并在学校推荐下，在一家饭店当起
了厨师。

马冬拉黑以前在牛肉拉面馆打杂，每个
月只有 1000 多元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经
过培训，他学会了炒菜。“土豆烧牛肉、干锅土
豆片……这些常见的炒菜我都会做，而且做
得味道很不错。”马冬拉黑自信地说，现在每
月 4000 元的工资使他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对马冬拉黑来说，技能扶贫不仅让他多了
一门手艺，收入更高，而且让他活得更有尊严。

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妥凤英介绍，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为贫困户打开了一扇通往幸
福的大门，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实现人生价
值。目前，学校已免费培训了包括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在内的劳动力 1.5 万余人，60% 以上毕
业生通过一技之长，端稳了手中的“饭碗”。

一 技 傍 身 脱 贫 有“术 ”
甘肃省东乡县授贫以“渔”奔富路

“新家住着很踏实，有活
干很充实 ，邻里关系也很
好。”一阵笑声后，王大香伸
手给记者指出 8 楼的家：这
是新安的家！

王大香现在的家在云南
省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从近 200 公
里以外的大山里搬来 5 月有
余，她已适应社区居民的生
活，脸上笑容多了起来，和人
聊天，总是笑声不断。

王大香和丈夫晏付高的
老家在永善县大兴镇骆丘
村，这里地处山谷深处，地势
陡峭，几十户人家星星点点
散布在峡谷两侧的山坡，出
行不便，种点玉米等作物，手
头拮据。王大香说，生活在陡
峭的大山里时，她一天也笑
不出几声：为出路犯愁，为生活忧虑。

改变出现在今年 3 月，王大香家和大兴
镇其他 101 户搬迁群众，一同坐车来到远方
的新家。“小区太大，楼很多，刚来的时候
连路都找不到，家门都记不住。”54 岁的
王大香笑得有些腼腆。卯家湾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规划建设面积 3.3 平方公里，共
有 8860 多套安置房，接纳了来自鲁甸、巧
家、永善等 5 县的 8480 多户 3.6 万多人，
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548 户。

搬到卯家湾后，王大香在社区干部和志
愿者帮助下，很快学会了坐电梯、认家门，社
区环境也很快熟悉。她还去鲁甸县城逛了
一圈。

以往背篓不离身的王大香仍是闲不住。
很快，夫妻二人就到离家一两公里的工地打
零工。看着小区住着几万人，今年 5 月，王大
香又琢磨出一个新活计——为搬迁群众安
装和维修水管，忙的时候，每天收入百余元。

王大香家里面积不大，地无杂尘，窗明
几净，沙发上堆放着她绣的抱枕，阳台上还
有晏付高种的花草。“平时没事儿的时候，
我就喜欢绣东西。”王大香说。

吃过晚饭，王大香想起，搬来后女儿还
没回过家，便给远在浙江打工的女儿拨了
电话。“现在的新房好多了，上下楼都坐电
梯，我们也有活干。”“买菜买米很方便，家
里还买了抽油烟机。”“这里比山上好多了，
我们可是社区居民了。”……王大香和晏付
高轮流向女儿“汇报”现在的生活。

夕阳给楼群染上金色。王大香和晏付高
扶着阳台上的栏杆，望着远方。她说，现在家
安好了，心也安了，未来肯定差不了。

（记者王长山、彭韵佳、林碧锋）
新华社昆明 9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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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 9 月 13 日，社员在河北唐山遵化市东旧寨镇石桥头村一家核桃专业合作社场院剥青
皮核桃（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河北唐山遵化市东旧寨镇依托地处山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以核桃为主的干果种植，现已种植各品种山地核桃约 1.6 万亩。当地采取“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全镇 3000 多户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山地核桃 助农增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14 日电（记者孙
哲、何军）领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时，刚满 30
岁的古丽拜合热木·卡迪尔激动地哭了。

“从来没想到，我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古丽拜合热木说。她现在是新疆美比特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名产业工人。6月，在调理部生产线上工
作了不到 20天后，古丽拜合热木就收到了回报。

古丽拜合热木是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
镇喀什博依村人。过去，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定
期往家中寄钱。“除了在家带孩子外，我没有别
的事干。”她说。

未曾想，2014 年，古丽拜合热木的婚姻因故
出现“裂痕”，丈夫突然向她提出离婚。“当时感觉
天塌了。父母已去世，未来该怎么生活下去？”离婚
后失去了收入来源，古丽拜合热木不得不先后寄

宿于年迈的外公家，生计完全依靠亲戚接济。
墨玉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国家

深度贫困县。“过去，当地贫困户脱贫意愿不强，
脱贫手段也十分有限。”负责扶贫工作的墨玉县
委副书记马生斌介绍。为此，当地近年来不断促
进贫困户思想转变，加大就业创业资金扶持力
度，同时大力支持以养殖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投资建厂，让贫困户“忙起来”。

原先终日在街两旁拉家常的伙伴们，白天
都鲜见身影，大多数渐渐忙碌了起来。让古丽拜
合热木印象最深的是，年龄相仿的邻居开起了
小饭馆，因为生意火爆，没几个月就换了更大的
店面，后来又把饭馆开进了墨玉县城。

再也闲不住的古丽拜合热木，主动来到墨
玉县农牧民技工学校学习技能。今年 5 月底，当

美比特公司负责人来到学校宣讲招工时，古丽
拜合热木第一个报了名。

“为助力广大群众脱贫致富，我们公司去年
5 月在墨玉投资建厂，形成了以种鸡繁育孵化、
养殖屠宰、深加工为主的产业链条。”新疆美比
特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郑海龙介绍，公司搭
建了稳定的就业平台，吸纳了超过 3000 名贫困
户、边缘户就近就地就业。

因为踏实肯干、技能过硬，入职仅一周后，古
丽拜合热木就被提拔为小组长，负责指导组员、考
勤等工作，工资也水涨船高。“有了稳定工作，无论
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自己都有能力解决。”

得益于产业扶贫的推进，墨玉县 6.38 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实现每户至少 1 人就业。今
年底前，墨玉县将脱贫摘帽。

和 田 古 丽“三 十 而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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