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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扶贫开发工作，海南省
扶贫办主任吴井光认为，现在的
扶贫工作要向“准”转移。

打开 《白沙县贫困农户登记
表》，贫困户的家庭成员、收入
来源、月均基本生活开支等一系
列基础指标，以及每个贫困户的
致贫原因和脱贫条件一目了然。

通过对贫困村、贫困户建
档立卡，国家级贫困县白沙县
确 认 全 县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3.4 万
人 ， 占 全 县 农 村 人 口 的 28% ，
这一基础性工作的完成，为今
后扶持谁、怎么扶的精准扶贫
提供了条件。

想要做好扶贫工作，就要先
摸清全省贫困人口的家底。“去
年，海南成立由省、市 （县）、
乡 （镇） 三级 400多人组成的建
档立卡工作队，投入 700 多万
元，识别贫困村 600 个、贫困户
15.44 万 户 、 贫 困 人 口 63.6 万
人，并基本完成贫困人口信息采
集录入工作。”吴井光说。

摸准家底，海南省将扶贫力
量 准 确 投 入 到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
2014 年 6 月，海南省印发 《创
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在省直、市
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村工作基础
上，建立驻村工作队 （组） 制
度，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
致富。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
洪水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共有
154 户、712 人，土地面积 3 万
余 亩 ， 主 要 产 业 收 入 是 橡 胶 。
2009 年，全村农民纯收入仅为
840 元。未通电视、电话，饮水
困难，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
民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较
为严重。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王下乡洪水村的定点扶贫单位，
2010 年初通过调研认为，制约
洪水村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交通，
于是他们把“要想富先修路”作
为定点扶贫工作的重点，优先考

虑山村修路项目。当年，经过多
渠道筹措资金 204 万元用于修建
王下乡洪水村 2.3 公里的公路。
结合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工
程设计及监理方面的优势，洪水
村 公 路 于 2013 年 底 竣 工 通 车
后，把 4 个自然村的道路完整地
连接起来，为该地区居民的出行
提供了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当年洪水村农民纯收
入达 1480 元。此外，该公司还
出资为洪水村五保户住房修建排
水沟，避免雨季期间房子被水浸
泡，确保了“五保户”人身财产
安全。5 年来，在该公司的帮扶
下，洪水村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
持续得到改善。

“不止是洪水村，乡里的许
多村都有省级单位的帮扶，而且
有些单位专门派驻干部进村，不
仅为贫困百姓带来资金上的帮
助，也带来了城里人的思想，对
我们的帮助很大。”王下乡乡长
林书科告诉记者。

2014 年 9 月 28 日 ， 300
名新生来到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报到，这是该学院招收的第
一批学生。不仅学生们的学
费、教材费、食宿费全免，而
且校方还提供服装费、床上用
品费和寒暑假期探亲的往返路
费，就连卫生间的卫生纸都是
免费提供。算下来，每名学生
一 年 的 全 部 费 用 是 4 万 元 ，
300 个学生一年就是 1200 万
元。而 2015 年学院计划招生
360 名，生源由广东扩大到江
西和湖北等地，两届学生加起
来共 660 人，学院依然全部免
费。近日，记者来到这所碧桂
园集团创办的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进行实地调研。

只招贫困生

6 月 27 日，记者来到广东
碧桂园职业学院所在地——广
东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大学东
路 2 号。在崭新的办公大楼会
议室，记者看到一本精致的专
门 针 对 湖 北 省 2015 年 招 生
简章。

关于报名条件，招生简章
中说得很清楚：第一，考生必须
参加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成绩达到或预计达到湖北省招
生委员会划定的高职高专批次
线。第二，家庭经济贫困并符
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
第三，报考学院的考生必须品
质优良，无不良记录。

碧桂园集团为什么要为贫
困 生 办 这 样 一 所 全 免 费 的
院校？

出生在农村的集团董事
局主席杨国强道出了办学初衷：“感谢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的
帮助，让我有机会为社会建造广厦千万间，亦可以力所能及地
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在这里选择了职业教育扶贫，帮助那些
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回报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我
尽我所能，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只有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我们的生存才能更有尊严、
意义和幸福。”杨国强说，国人的素质和能力需要与社会发展
同步，其中一项就是推动系统的职业教育，让所有行业、岗位
的劳动者都接受职业教育，尤其是对那些被贫穷困扰的有志
青年，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帮他们打开通往成
才、成功的大门，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我期望从碧桂园职业学院毕
业的学生，以良心、奋斗和感恩为信念，践行“对人好、对社会
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入学即入职

2012年开始，碧桂园集团扶贫团队开始筹办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学院占地300亩，规划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已建成一期8.5
万平方米，投入约3.5亿元。去年9月28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院长卢坤建介绍，学院以“办慈善高校，助贫困学生，育精英
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办学宗旨，注重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建
立校企共同办学理事会和“双师型”人才师资库，规定学生至少
有一半时间到一线实习，争取使受助学生“入学即入职，毕业即
就业”，“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学院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清晰的办学思路：坚持以人品为
本、培育精英，善行慈心、回报社会为办学理念和以办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高职院校为办学总体目标；立足清远、广东，面向全
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学院以碧桂园
集团内部实习实训场所为后盾，实现“校企融合、产教联动、工教
一体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能够适应现代化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培养出“对人好、对社会好”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学院完成了 2014 级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物业管理和酒店管理 4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及论证工作，建立了 4 个专业的课程教学体系，完成 26000 册
图书著录上架，启用了图书管理系统,建立了拥有 40 台电脑和
各类英语学习资料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

工程造价（2）班黄济同学说：还记得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时候，我们全家是那么高兴！还给我 100 元钱作为奖励
呢！“爸爸知道我从小对大学充满了向往。可是家里实在是太困
难，就是考上了又怎么读得起呢？直到有一天，亲戚给我们家带
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免费招收贫困
家庭的学生，就是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希望。”

“2014 年我和妹妹同时考取了大学，因为家里没钱，我们的
大学梦几乎破灭。”物业管理（2）班陈诗韵同学说，就在我们绝
望的时候，在网上看到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针对贫困家庭学生
全免费的招生信息⋯⋯“我是幸运的，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
方，也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这里，衣食住行都不用花一分
钱，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学业。”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为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提供健康、丰
富、营养的知识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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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从这里起航
—
—来自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的调查

本报记者

冯举高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懈努力，我

国已经使 6 亿多人脱贫，成为全球首

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

减半的国家。但是，我国仍有 7000 多

万人没有脱贫。目前，扶贫开发工作

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

期。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个既定目标，还需做到精准扶贫、稳

定脱贫、不返贫。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

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

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

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

出实招、见真效。通过建档立卡摸清

底数，精确识别贫困对象，准确区别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贫困的特点和致

贫原因。根据这些特点和原因，寻找

对应的措施和恰当的方法。坚持因人

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

类型施策，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

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

观花、大而化之，提高扶贫开发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使扶贫开发

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做到

兜底保障“全覆盖”。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稳定脱

贫致富，离不开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

努力。要找到致富路，不仅各级干部尤

其是基层组织要发挥引导作用，坚持问

题导向，拿出过硬办法和有效举措，打

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把扶贫开发各项

工作抓得更精、更准、更紧、更实、更细，

通过产业扶贫、资金扶贫等多种方式，

调动贫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精准

扶贫机制逐步建立，贫困群众也需要自

力更生，摈弃“等靠要”思想，积极主动

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齐心协力补好扶

贫开发这块“短板”，使自己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过程中跟得上、不掉队。

打 好 精 准 扶 贫 攻 坚 战
铭 志

“拔穷根”还需扶贫新模式
本报记者 何 伟

阅 读 提 示

海南自建省以来就有组织、有计划地

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贫困

人口不断减少、扶贫支柱产业日益壮大、基

础设施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能力进一步提高。但与此同时，扶贫

工作也出现新的挑战。目前全省贫困人口

比例仍然较大，农村贫困发生率也比较高，

且初步脱贫人口收入不稳定，遇上自然灾

害容易返贫等。

如何迎接新的挑战，保持贫困人口收

入的延续性，按时保质完成全面实现小康

的任务？记者于近日深入海南贫困地区，

了解到海南探索扶贫开发工作的新模式。

“三块砖头支一口锅”、“家徒
四壁”，这是海南省贫困地区常见
的现象。有人评价说，海南贫困地
区百姓大都有一种“凑合过日子”
的心态。

海南省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
重 点 工 作 是 为 贫 困 百 姓 发 放 种
苗。可种苗发放后，却常发生百
姓倒卖种苗，吃掉猪苗、羊苗的
现象。“关键问题还在于部分贫困
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要脱
贫首先要治这个‘病根’。”海南
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王远玉
告诉记者。

海南省定安县龙河镇录林村，
是远近出了名的“打架闹事村”。

“这个村的姑娘不能嫁出村；路不
能修；干部不能下村。十几年前村
里贫困人口共 57 户约 300 人，现
在贫困人口仍然是 300 多人。”龙
河镇党委书记许声雄谈起录林村是
一脸无奈。

没有志气，这是录林村一直脱
不了贫的根源所在。为了啃下这块
硬骨头，定安县扶贫办组织 17 个
单位共同攻坚录林村，成群结队的
干部下村做思想工作，“扶贫先扶
志”。“以前，进村路就是石头块堆
砌成的，根本不能称作路，进村出
村颇为困难。政府想为村民修路，
但是占地问题就是谈不拢。扶贫单
位进村后，首先是顶住压力为村里
拓宽马路。”定安县扶贫办主任许
雄告诉记者，马路拓宽后，村民对
扶贫干部的认识随之改变，剩下的
事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在录林村看到，每走几百
米就会有一块刻着价值观内容的石

碑。“这是县扶贫办赠送的，目的是让村里人改变闭塞的
思想，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质。”录林村党支部书记程作
权说。

思想素质的改变让村民们摆脱了每天“游手好闲”的
日子。村民程承吉 30 来岁，几年前也是个“热血青年”，
村里约架的事儿总少不了他。“以前不争气，觉得有口吃
的就行，现在想着要多挣点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
子。”程承吉告诉记者。

3 年前，程承吉凑钱买了十几只猪苗，本想做番大事
业，却不料猪苗无故死亡。“好在扶贫办组织了养猪培训
班，通过专家的讲解，我现在基本掌握了科学养猪技巧，
养猪规模扩大到 100多头，而且学会了配置饲料，生产成
本大大降低。”在程承吉饲料生产室里，十几位村民正在
排队买饲料。

定安县将程承吉养猪成功的案例作为典型向村民宣
传，看到别人日子越来越好，不少村民从好吃懒做变得勤
快奋进。现在，村里有 57 户跟着程承吉养猪，还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

“以前发放的猪苗、鸡苗大都由村民散养，养得如
何、收入怎么样我们也很难掌握，后来建议将 10 户的猪
苗统一在一处饲养，各家养各家的，比比谁养得好，谁的
收入高。”海南省白沙县扶贫办主任符加伦告诉记者，当
某个村民脱颖而出，就将他树立为“能人”，加大扶持力
度，让更多的百姓跟上发展的步伐。

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
白沙黎族自治县，是海南最为贫
穷的地区。“上世纪 90 年代，白沙
曾一度摘掉了国贫县的帽子，但
由于发展基础不牢固，2002 年重
新成为国贫县。”白沙县副县长符
健友告诉记者，脱贫不易返贫易，
如何让贫困群众有一个持久收入
值得研究。

“打基础、管长久”，在吴井
光看来，“管长久”要抓好“两
业”，一是特色产业扶贫，二是
就业扶贫。

行驶在海南琼中县的道路
上，公路两旁处处是橡胶树。“从
20 年前开始，扶贫办就开始为老
百姓置办起橡胶产业。”琼中县扶
贫办主任卓令乾说，现在，琼中县
橡胶种植面积达到 60 万亩，开割
面积 33 万亩，“橡胶楼、橡胶车到
处都是”。

扶贫办不止为老百姓置办了
传统产业，扶持的其他受益快、回
报高的产业也在全面铺开。琼中
县湾岭镇竹朗村村民陈传江一家
靠种植水稻为生，家庭年收入仅
三四千元，勉强糊口。3 年前，在

扶贫办的帮助下种桑养蚕，如今，
三室一厅的新房里电视、冰箱、电
脑等家电一应俱全。

2006 年，琼中县委、县政府
根据竹朗村的实际情况，引入种
桑养蚕项目。目前全村共有 21
家农户养蚕，去年养蚕户户均收
入达 2.5 万元，被称为琼中种桑
养蚕第一村。

“ 农 民 脱 贫 还 是 要 靠 做 实
业。”据卓令乾介绍，在巩固橡胶、
槟榔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琼中
近年来大力扶持农民发展养蜂、
养 鹅 、种 桑 养 蚕 等 特 色 产 业 。
2012 年以来，琼中已经减贫 1.2
万余人。

红毛镇什寒村是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最为贫困的村庄之一。
在这里，脱贫致富之路是结合实
际，发展特色产业。

什寒村海拔高、温度低、日
夜温差大，不宜发展橡胶、槟榔
等传统经济作物。扶贫办因地制
宜，引导村民种植铁皮石斛、裸
花紫珠、益智、原生高山茶等高
效农业，发展立体养鹅、养蜂等
新兴产业，组织成立南药种植合

作社、山鸡养殖合作社。目前，
什寒村共种植铁皮石斛 30 亩，
裸 花 紫 珠 300 多 亩 ， 益 智 近
3000 亩，养蜂 370 箱、出栏鹅 2
万多只，培育龙头企业 2 个，建
立特色农业基地 5 个，加上良好
的生态环境，使什寒村获得了

“中国最美乡村”的美誉。
如今，扶贫办和村两委瞄准

了特色旅游产业，结合黎族特色
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起了客栈、
茅草屋、射弩场、露营基地、民
宿、农家乐、景观台等旅游设
施，发展乡村原生态旅游产业，
每年吸引数千名中外游客到什寒
村旅游。

“今年，我们制订了确保 8
万贫困人口减贫的计划。采取因
人因地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
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按照‘十
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
节点，加快努力，尽快补齐扶贫
这块短板，确保海南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
与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吴
井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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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落后思想

夯实产业 力保群众不返贫

创新机制 盘活扶贫路子

下图下图 海南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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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闹事村打架闹事村””录录

林村置办价值观林村置办价值观

宣传碑宣传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何 伟伟摄摄

上图 正在建设的海南省昌江县扶贫安置房。昌江县是

矿业大县。当地企业出资，政府补贴，用尾矿制作出的环保材

料为当地贫困群众盖起新房。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图为学院计算机教学室。 本报记者 冯举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