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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上午，广东省乐昌市长来镇前溪村的村
民们纷纷聚集在前溪村小学，几间义诊教室被挤得水
泄不通。原来，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组在这里为
村民把脉问诊、免费发放药品、宣讲健康知识和疾病预
防知识。

“小山村地处偏远，能有专家来义诊，这是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前溪村村委会严主任告诉记者，近年在各帮
扶单位的帮助下，前溪村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现代生态农
业，实现了贫困户 100%脱贫，村民收入大幅提高，村集体
经济迅速壮大。同时，前溪村卫生站建成了符合标准的
诊疗室、药品室、输液厅等固定设施，村里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大大提高，基本实现了村民小病不出村。

这，只是近年来广东“双到”扶贫的一个缩影。

实现新目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一日千里。但
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穷广东”现象也令人关注。数据
显示，2009 年广东农村年人均纯收入 1500 元以下的贫
困人口就有 316 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6.14%，高于全
国 4.6%的贫困发生率。同时，全省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已
连续多年维持在 3以上的高位。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
距大的问题长期制约着“幸福广东”的建设。

2009 年，广东出台《关于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
人”工作的实施意见》，启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正式向

“穷广东”宣战。3 年来，按照“双到”工作要求，广东省积
极动员并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直接参与挂钩扶持贫困
村、贫困户，建立瞄准机制、靶向疗法，实行“一村一策、一
户一法”，并建档立卡，对贫困村及贫困户实行动态管理，
加快实现“一年脱贫、两年致富、三年发展”的稳定脱贫目
标。截至今年 9 月，广东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75.5 亿元，
派出驻村干部 11500 多名，定点、定人、定责帮扶全省
3407个贫困村的 37万户贫困户。

探索新路径

要脱贫致富，首先要解决贫困村落最基本的生产生
活条件，营造适宜“造血”的基础环境。为此，广东提出了
生态移民安置政策和整村推进工程，帮助不具备生产生
活条件的贫困村移民搬迁，帮助低收入困难户进行住房
改造。

得益于扶贫“双到”的惠民政策，2010 年底，韶关市
乳源县 53 岁的赵天香一家 6 口从深山老林迁到了位于东
莞瑶胞新村的宽敞新屋。赵天香还在一楼开了一个小便
利店。

“平常一边在家看店，一边照顾 2岁的小孙女，老婆在
附近打点散工。儿子和儿媳通过帮扶单位的牵线在县城
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的收入有四五
千元。”赵天香高兴地告诉记者。

产业扶贫也是广东扶贫开发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清远市连南县三排镇三排村，广东省烟草专卖局

的驻村干部王清明和村民们在荒山乱石中开垦了一条致
富路。昔日一穷二白的三排村，如今已在荒山上、石缝里
种满桑树、金银花以及花生，并建立起蚕桑、金银花、花生
等生产基地，实现了种养业产业化发展。

“我们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形成了‘基地+农户’的产业
化生产模式，有效带动了农民发展种植、养殖业的积极性，
确保了农户实现稳定增收。去年，全村贫困户已经全部脱
贫，人均纯收入达到13068.48元。”王清明自豪地说。

赵天香家的变化、三排村的发展⋯⋯这些都是广东
扶贫开发工作的剪影。经过近 3年的摸索，广东成功创造
出产业化扶贫、工农相辅扶贫、金融扶贫、整村推进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社会保障扶贫、智力
扶贫、社会力量扶贫、基层组织建设扶贫等多元化的扶贫
模式，有效地推进了贫困户脱贫增收和贫困村改善村容
村貌。自来水“清”起来，村路“硬”起来，小洋房“建‘起
来，农家书屋“用”起来⋯⋯如今，广东贫困村落正焕发出
一派浓浓的新农村气息。

增强内生动力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底，广东基本完成了 14 万户农
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住房改造以及 7751 户“两不具
备”村庄移民户的搬迁工作，并完成 300 个“幸福安居示
范村”整村推进建设任务。去年广东全省贫困户年人均
纯 收 入 6111 元 ，达 到 全 省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平 均 水 平 的
65%。按照农村年人均纯收入 2500 元的脱贫标准计算，
96.6%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成功脱贫。同时，贫困村的集
体经济收入平均达 8.6 万元，比 2010 年增加 5.6 万元。广
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廖纪坤表示，预计到今
年底，广东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将达到 7028 元；贫困村
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或超过 3万元，平均每村集体经济
收入将达 9万元。

“双到”扶贫在帮助贫困村摘掉“穷帽子”的同时，还
进一步提升了广东整个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不断缩小
贫富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数据显示，2011年广东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9371.7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95
元，同比增长 1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9％，创
自 1983 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87:1，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为建设幸福广东夯实了
基础。

2009 年，广东省启动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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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扶贫结出幸福果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本报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公布了 40 种学生用背提
包比较试验结果。结果显示，学生用背提包整体质量较好，特
别是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游离甲醛等涉及身体健康的强
制性项目，被测样品质量很好。但标志、标签问题比较严重，
产品主材标注、色牢度湿摩擦、缝合强度存在问题，特别是防
护功能和使用功能存在明显差异。

学生用背提包是广大中小学生必不可少的重要消费品之
一，其产品质量与学生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联系。本次比较
试验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标志、标签问题比较严重。主要包括标志、标签标注等级
错误，标志、标签无产品标准号、无规格(型号)、无合格(检验)
标识等。

产品主材标注存在问题。本次比较试验中主材材质标注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标注材质与实测结果不符、标注材质未使
用标准名称、未标注材质等。

色牢度湿摩擦存在问题。色牢度是织物染色的牢固程
度，当色牢度不佳时，染料可能会从纺织品上转移到皮肤上，
对人体造成伤害。本次比较试验中干摩擦色牢度都满足试验
要求，有 3个产品湿摩擦不符合标准要求。

缝合强度低影响使用寿命。缝合强度作为推荐性项目是
决定背提包耐用度的重要指标，虽然目前学生书包的更新速
度普遍较快，缝合强度问题在使用中可能被掩盖，但是作为整
体质量中的一部分，也应引起应有的重视。

防护功能和使用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学生用背提包
防护性能好可以保护脊椎腰骨、预防驼背、矫正斜肩、增加
舒适度。使用功能设计合理性强可以有效提高使用空间。
本次比较试验中，不同产品的防护功能和使用功能存在明
显差异。 （孟彩霞）

中消协评测显示：

学生用包防护使用
功能存在明显差异

防护功能：
保护脊椎腰骨，预防驼背，矫正斜肩。
(1)背带：双肩背带宽度、厚度、夹层泡沫垫、弧线、软硬度

适宜，结构设计合理，舒适感好。
(2)背包背垫：结构设计合理，夹层有泡沫垫，厚度、软硬

度适宜，舒适感好；包体背垫两侧增加有条型软垫、有利于空
气流通，增加舒适度。

使用功能：
(1)主体包内有分隔墙，设计合理，有利于物品分类放置。
(2)辅包设计方便实用，整体造型美观。
(3)带走轮、拉杆：方便省力

实用，背拉两用。
(4)包底有4个脚，减少包底

磨损。

如何选择学生用背提包？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我国正在加快建立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试点片区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上，民政部要求各地民
政部门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督促的作用，大
力推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
开展。据悉，到 2013 年底，我国将实现全国 30%的地区建立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到“十二五”末，争取实现核对机
制全覆盖。 （萧 晨）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将建

本报讯 浙江省平湖市在切实落实有关社会散居孤儿救
助政策、按月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的同时，采取新措施，将全
市社会散居孤儿纳入低保范围，同步落实有关低保配套救助
措施，包括：社会散居孤儿在每月领取基本生活费的同时，每
人每月另行发放低保生活救助金；同步落实低保医疗救助“零
起点”等制度，其中当年度第一次住院自付金 2000 元内全额
救助，2000元以上部分按 60%比例救助，上不封顶；同步享受
低保对象有关物价补贴政策等。 （惠 民）

浙江平湖将散居孤儿纳入低保

本报讯 贵州省遵义市日前启动 2012 年“寒冬送暖”集
中救助专项行动，主动加强对今冬明春街头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的无偿救助服务，确保街头各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安全过冬。

行动期间，遵义市救助管理站将安排专人专车在夜间不
定时巡逻，及时救助街面综合救助对象，特别是流浪未成年
人。站内将 24 小时无偿接待求助人员，及时为求助人员添加
衣被，开放取暖设施，并进一步改善伙食、提供热水，让流浪乞
讨人员能够安心接受救助。 （卫 华）

贵州遵义启动“寒冬送暖”行动

吉普车在雨后大凉山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远处的
山顶上飘飞着稀薄的云彩，哈洛乡中心校就坐落在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海拔近 3000 米的云端中。一路上
不时能看到背着书包走在路上的小学生，向我们微笑着挥
手。记者此行是跟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基会）和
希捷公司一起，在大凉山区援建一所希捷希望小学和一间
希捷数字图书馆。

13 岁的彝族小姑娘吉克进果穿着过年时才穿戴的
彝族服装和头饰迎接我们。在希捷希望小学奠基仪式
完成后，她用不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我们真的要有新
教室了。”吉克进果的伙伴们告诉记者，学校每天上午 10
点上课，因为他们要在山路上走 2 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在学校吃免费午餐，下午 3 点钟就放学了，回家的路程还
需 2 个多小时。“因为喜欢上学，所以不怕路上辛苦。”

35 岁的阿成石布校长介绍，美姑县哈洛乡中心校是
县里高寒山区较为偏远的乡级中心校，现有学生 400 多
人，共有 6个年级，6位老师每人带一个班，负责教语文、数
学等各种科目。由于大山环绕、交通不便，很多孩子从没
走出过山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25 岁的三年级教
师瓦席尔哈毕业于西昌学院信息与计算机专业，他对记者

说，由于投资不足，学校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校舍低矮、
教室拥挤，一个班有 70 多名学生，两三名学生共用一张课
桌，能用上计算机更是这些孩子们的梦想。“希捷将为这所
小学修建全新的教学楼，为孩子们提供宽敞明亮的教学场
所。”希捷科技全球高级副总裁暨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郑万
成表示。

当 13 岁的阿比木达坐在希捷科技中国区总经理杨建
初身旁，学习怎样操作电脑时，他握紧鼠标，目不转睛地看
着屏幕上出现的有声课外读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
电脑，真是很神奇。我长大后要当老师，让我们那里的人
认很多字。”阿比木达激动地说。

在美姑县典补乡中心小学新落成的“希捷希望工程数
字图书馆”里，孩子们在电脑前学习如何点击观看动画片、
如何绘画。据阿尔麻普副校长介绍，全校 800多名学生以
前只能从电视里看到电脑。希捷希望工程数字图书馆不
仅让大凉山的彝族孩子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数字化图书
和视频影音资料，更主要的是，让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随
时了解到最新的教育资源和更多的社会信息。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表示，希望工程一
直在探索如何开发和推进创新型的公益模式。目前，希望
小学面临的问题不再仅仅是缺乏校舍、老师等问题，而是
如何开启教育部提出的包括计算机、英语、音乐等课程的
问题。掌握科技信息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青基会
和希捷公司携手合作发起的“希捷希望工程数字图书馆”
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混搭式公益新项目，它将希捷在全球
领先的硬盘及存储解决方案中的领先技术与乡村交通不
便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通过数字图书馆这一新的公益模
式，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搭建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放 飞 希 望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希望工程之旅纪行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雷 婷报道：青海省从今年起将投资
48.16 亿元，重点推动全省中小学教学楼、学生食堂和宿
舍、教学仪器和设备、图书以及教育信息化等建设。

据青海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青海
省地处偏远，受当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广人稀等因
素影响，城市和农牧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
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财政、教育
等部门共同作出规划，投资 48.16 亿元资金实施全省中
小学装备达标计划、温暖校园计划、阳光校园计划、美丽
校园计划、实践场所计划。整个投资由省级财政承担 28.9
亿元，市、州承担 19.26亿元。

这一计划在 2014年完成后，全省中小学布局调整后
长期保留的乡镇以下中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学生食堂、
学生宿舍、教育技术装备和教育信息化，将达到省级标
准化办学标准。同时，这 5 项校园项目的实施，将为青海
省建设一批布局合理、硬软件达标、功能完善的标准化
中小学，从整体上提升青海省农牧区教育教学水平，以
此促进城乡、区域和校际间教育均衡发展。

青海将投入 48 亿多元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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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第一初级中学的学生通过“电

子书包”——笔记本电脑信息终端上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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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李 丹

近日，在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的大山深处，上屋基村
的村民们围聚一起放响了震天的礼炮，他们终于告别了

“雨天满脚泥，晴天一身灰”的山泥路，一条 2.5 公里长、6
米宽的水泥路像一条玉带盘绕着上屋基村。这条由宁波
电业局宁海供电局扶助建成的水泥路，被 341 户村民亲
切地称为致富“光明路”。

上屋基村是岔路镇偏远的山区农村，由 4 个自然村
组成，341 户人家散居其中，“贫困村”的帽子已在头上戴
了整整 30 年，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穷不可怕，最愁的
是村里人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村支书王家权说。

2012 年，宁海供电局根据宁海县委“三思三创”要
求，与上屋基村结成了帮扶单位，昔日的穷山村一下沸腾
了，村民们盼富的眼神亮了。面对一穷二白的村庄，供电
局领导班子大胆作出决定：种茶。在村干部的配合下，宁
海供电局立即开展“感恩从心开始，希望播满山林”的主
题活动，从阳光慈善分会中拨出了 3 万元资金，购买了
2.8万棵茶树苗，为村民种下了 11亩致富茶树。

“这 11 亩茶树，3 年后即可产茶。据估算，可为村里
增加 20 万元的收入。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王
家权说。

上屋基村的 4 个自然村之间原来只有一条羊肠小
道。村民王兆恕告诉记者，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走
这条路，上午出门穿布鞋，晚上回家成雨鞋，雨天、雪天一
走，溅起的泥浆能沾到背脊，被村民戏称为“沼泽路”。

今年 8 月，岔路镇政府决定为上屋基村修一条通乡
公路。宁海供电局得知这一信息后，当即从有限的慈善
资金中再拨出 10 万元钱，用爱心为村民修上致富路。路
通了，电网“高速公路”更不能受阻。为此，宁海供电局又
投入 20 多万元，对上屋基村进行农网升级改造。“一条致
富光明路，一条用电高速路，上屋基村从此可以走上脱贫
致富的康庄大道。”王家权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此时，从四面八方汇聚的村民，拿着蒸得香喷喷的玉
米棒、红柿子一定要在场的人尝一尝。一句句热情的话
语，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在山里回荡。

建 起 致 富“ 光 明 路 ”
本报记者 艾 芳 通讯员 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