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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渡 村 的 精 准 扶 贫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三旺

栾川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是一个典
型的深山区贫困县。重渡沟属栾川县，沟
里有个重渡村，贫上加贫。

“18 年前的重渡村，说起来让人心
酸。”重渡村党支部书记贾文献告诉记者，
那时候，重渡村是栾川县出了名的穷村。
到底有多穷？今年 50 岁的村民吴立文
说，他年轻的时候，盖不起房子，就住在草
棚里，家里唯一值点钱的一头耕牛就拴在
床头，村里村外的姑娘没一个能看上他。

穷则思变。上世纪 90 年代，潭头镇
党委政府为帮助群众脱贫，想了很多办
法。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时任
栾川县潭头镇镇长的孙小峰说，当时，大
家对旅游开发感觉新鲜，但对这个新兴产
业还不太了解，认为是个新观念，很多人
对资金、人才、经验等感到担忧。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扶贫，首先要
有精准的观念。”孙小峰说，重渡村地处深
山，耕地少，发展农业条件有限，发展加工
制造业也没有优势。然而，这里风光秀
丽，发展乡村旅游虽然是个新观念，但先
行先试也能赢得市场先机。经过一番细
致勘察，大家的思想得到了统一——重渡
村这只“弱鸟”何以能先飞？思想观念绝
不能贫困，扶贫要因村而异，重渡村适合
搞乡村旅游，就一定要搞。由此，一场以
乡村旅游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战役在重
渡沟打响⋯⋯

精准选人：

派出沉得下去的好干部

向潭头镇党委政府提出开发重渡沟
的人，是时任潭头镇副镇长的马海明，最
终被派往重渡沟的人也是他。

开发旅游景区，带动群众致富，说起
来容易，干起来却难。当时，对于开发重
渡沟，干部不了解，百姓不理解。“凭咱这
两条山沟、几片竹林，就能把城里人请
来？就能让俺的腰包鼓起来？”世代贫穷
的重渡村村民，十有八九持这种观点。

马海明认为，扶贫，就是拓荒。要拓
荒重渡沟，先得拓群众思想上的“荒”。

认准的事，马海明从不退缩。会，不
知开过多少次；话，不知说过多少遍。道
理掰开了说、揉碎了讲，甚至有村民称他
为“马大煽”。他说：“我觉得煽得还不够，

我非把重渡沟‘煽’得红红火火。”
一人、两人，一户、两户，慢慢地，村民

的“脑壳”还真被“马大煽”“撬”开了。不
少村民说：“为了让咱这穷山沟脱贫，县
上、镇上真是使了劲儿，马海明也真是铁
了心。”

马海明始终认为，想要让群众摆脱贫
困，不能脱离群众，干部必须带好头，要领
着群众一起干。

开发重渡沟，让沟里的群众脱贫，
马海明的心是热的。但是，他却不得不
面对一个冷冰的现实——没有资金。为
了筹措开发资金，马海明四处“化缘”，
甚至动用女儿的压岁钱、抵押自家的房
产去银行贷款；为了省下钱搞旅游开
发，他和村干部到外地考察曾露宿街
头，啃干馒头充饥⋯⋯

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马海明用自
己的爱民之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赢得了
百姓的信任，为重渡沟的成功开发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重渡村群众在摆脱
贫困的道路上有了信心。在重渡村，群众
把马海明看做是贫困的“终结者”，更是致
富的领头人。

“精准扶贫，关键在人。贫困群众需
要自力更生，各级干部更要发挥好引导作
用。”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说，扶贫方式从
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要精准选派为民
着想、沉得下去、真抓实干的干部，思想帮
扶，倾情帮扶，才能真正实现群众脱贫。

精准施策：

推行农家宾馆好项目

1999 年 7 月 10 日，在经历了千辛万
苦之后，重渡沟风景区终于开业迎宾了。
随着名气越来越响，游客逐渐多了起来。

村民用竹子编制的旅游纪念品渐渐
成为“香饽饽”，还有的村民靠卖茶鸡蛋或
是茶水，也能增加一份收入。重渡沟的开
发，总算让这里的群众告别了吃油盐酱醋
都要赊账的历史。

景区建成了，群众也受益了。潭头镇
决定，把农家宾馆建设作为重渡村群众脱
贫致富的一个重点项目来抓。这样一来，
既满足了游客的需求，又为群众找到了稳
定的增收渠道，同时，“山水风光+农家生
活体验”的旅游模式，也可成为一大特色。

建设农家宾馆，需要农户自己投入，
能不能保证挣钱，是个未知数，因此，群众
积极性并不高。“你让俺建农家宾馆，如果
没人住，俺把床背到你家里。”面对镇上干
部的劝导，一些村民这么说。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潭头镇组织部
分村干部到山西省阳城县磨滩村考察了
当地农家宾馆发展情况。大家一看，脑子
开了窍：磨滩村的自然景观不如重渡沟，
但农家宾馆发展得却非常好，重渡沟风景
如画，建设农家宾馆一定更有前途。

回来之后，潭头镇和重渡村的干部把
村里的农户进行了分包，做群众的思想工
作，并重点选取 20家农户做典型示范。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
扶贫工作要到村到户，要了解哪一户穷，
摸清底数、建档立卡。潭头镇对重渡村村
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仔细梳理，还针对一
些因经济困难建不起农家宾馆的农户进
行了逐一统计建档，并出台政策：谁家主
动建设农家宾馆，每张床补助 200 元。这
一政策的出台，加上部分农家宾馆收益的
示范效应，村民的积极性得到大幅提高。

农家宾馆投入接待后，立刻受到游客
欢迎。2000 年 11 月，重渡沟的农家宾馆
床位发展到 700 张，第二年春天发展到
1200 张，到第三年年底，重渡村全村 280
多户农民建起了农家宾馆，床位数量突破
1万张。

村民吴立文就是农家宾馆的受益者
之一。这个当年住在牛棚里的农民，如今
已是拥有床位 50 张、年收入近 20 万元的
宾馆经理。前不久，他的儿子也决定投资
建设农家宾馆。

旅游业彻底改变了重渡村。如今，
这里是国家 4A 级景区，全村 95%的农户
都经营农家宾馆，家产超百万甚至上千万
的农户越来越多，成为“中国农家宾馆第
一村”。重渡沟的成功开发，带动了群众
脱贫致富，也成为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的
典范。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制胜之道也在
于精准。”洛阳市扶贫办主任杜中岳说，重
渡村群众的脱贫致富，得益于党委政府找
准了群众的穷根，选准了扶贫的路子，任
用了得力的干部，没有“眉毛胡子一把
抓”，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村而
异、因户而异、因人而异，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

黑岩村是贵州省江口县凯
德深山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
村。黑岩真穷！2013 年政府
组织贫困人口识别，这儿竟然
有一半农户年人均收入在贫困
线以下。

但是，2014 年，贫困村
民杨德顺种了 10 亩葡萄，挣
了 5 万元，一下子就摘掉了贫
困帽。像杨德顺这样依靠葡萄
种 植 产 业 而 脱 贫 致 富 的 ，
2014 年 在 黑 岩 村 就 有 1800
多人。

黑岩村短短两年变化巨
大，得从水说起。

黑岩村穷就是因为严重缺
水。这里地下溶洞多，暗河
深，有水就漏，因此种的是

“望天田”，十年九不收。因为
缺水，农业生产搞不好，企业
也不愿来投资。2014 年初，
江口县水利技术人员踏遍黑岩
村高山深谷勘察地形，召开村
民大会集体商讨，最后决定修
建一座库容 9 万立方米的小水
库拦蓄雨水，再铺设 4 公里输
水渠道。说干就干，很快工程
就完工了。从此，黑岩村群众
彻底告别了世世代代用水难的
日子。用水问题解决后，很快
就吸引了不少企业家前来投资。外地企业家黄新、杨再
来在黑岩村建起 2000 多亩高山野生葡萄园，带动全村
1800 多 人 从 种 庄 稼 改 种 葡 萄 ， 一 年 一 亩 收 入 高 达
5000元。

黑岩村的巨变，是铜仁市水利扶贫的一个缩影。
铜仁地处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武陵

山区，所辖 12 个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占了 7
个。铜仁穷，因为水。当地水资源其实比较丰富，年均
降水量 1243.9 毫米，但山高谷深，水低田高，致使

“十日无雨就旱，三日连雨则涝”，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
严重。“风调雨顺时能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稍有旱情就
歉收或绝收，因水致贫、因水返贫现象十分突出。”铜
仁市水务局局长汪世平说。

2006 年 8 月，水利部和贵州省政府联合下达了
《关于在贵州省铜仁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利
扶贫试点工作的意见》。其后 5 年，10 大类水利工程项
目全面启动，总投资 31.24亿元，为当地 40 万绝对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提供了水利支撑。2010 年，试点规划的
各项目标任务基本完成。鉴于铜仁水利基础太差，工程
性缺水仍未得到解决，水利部和贵州省政府决定 2011
年至 2015 年开展第二轮水利扶贫试点。黑岩村建成蓄
水库，浇灌葡萄园，从而脱贫致富，正是水利扶贫的一
个成功案例。

水利扶贫 10 年来，铜仁市水利建设之全、项目之
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如今已基本形成以蓄
为主、蓄引提相结合，中型为主、大中小微相结合，灌
溉为主、灌溉发电供水相结合的区域工程体系，大水利
格局基本形成，为产业扶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水的问
题解决后，农民口粮有了保障，节约出更多的土地发展
蔬果、茶叶、核桃、中药材、油茶等主导产业。2015
年与 2005 年相比，铜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700 元增
加到 7074元，增长了 316%。

早晨六点半，我照例起来在村里转

一圈。天还黑着，飘起了雪花。看着黑

漆漆的村庄，一边走一边想这几个月跑

路 灯 的 事 ， 不 知 道 年 前 能 不 能 有 个

着落。

回想起 2014 年 10 月底，市里安排

我到大名县李五牌村驻村扶贫帮困到现

在已经 1 年多了。刚来时，村支书赵振

奇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感觉这里就

是一个“四没村”——没有树，没有

路，没有工厂，没有能人。这里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业村。

走访中，我认识到一点：思想落

后，导致经济落后。而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村两委“洗脑”。宣传政策，

解放思想，支书尤其重要。帮扶就 3

年，这 3 年帮扶落实成什么样，3 年后

村里怎么样，都得靠村两委了。

班子有了战斗力，剩下就是群众

了。群众工作，就是让百姓快点得实

惠、见效益。为了让这个村有“造血功

能”，我真没少想办法。一开始想建养

猪场、种黄瓜，可成本高技术难度大；

种草莓、蓝莓，没技术管理又难。综合

考虑，还是建温室大棚。刚一和村里人

说，这个 100 多户 500 人的村，有一半

人不同意。“老哥”赵海泉说，“祖祖辈

辈都靠这几亩地生活，以后死也要死在

这里，不能变成别人的”。

这咋办？让他们眼见为实。我就分

批组织村民代表去山东寿光、济南等地

考察学习温室大棚种植。

学习讨论完，群众心里的疙瘩就解

开了。不久，50 户农民签订协议流转

土地 70 余亩，建设了 27 个大棚。当初

死活不干的赵海泉，也是这 50 个村民

中的一员。然后成立了公司，还请了技

术员教大家西瓜豆角间种技术。在村里

挑了 12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带头盖大棚。

建大棚，我几乎天天都去。几个月

过去了，看着 3 寸高的西瓜苗，打心眼

儿里高兴。我快 60 岁了，好多人都认

为这事我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我是真

心干。我觉得只要带着责任干事，没有

干不成的事。

计划 2 月种上豆角，5 月摘完西瓜

后就种彩椒。虽说建大棚已经花去五六

十万元了。可是一亩地光是豆角西瓜就

能挣上 1 万多元。现在又谈好 200 多亩

地，争取 3 年之后建成 700 亩大棚，旁

边再盖一个蔬菜交易市场，卖到全国各

地。这样一来，为村里留下温室大棚，

村民就能富起来。

今天又打了几个电话，又往市里跑

节能灯的事。一个灯好几千块，可是安

上后，老百姓既方便又省钱了。

一到晚上，广场舞的音乐就响起来

了。还记得刚进村时这里就是个臭水沟，

砖头、塑料袋、剩菜剩饭⋯⋯什么都有。

我就和村委组织大家把垃圾清理

了，拉土填平，建起了文化广场，还争

取了两套健身器材。一到晚上就有 100

多人来这里跳广场舞。

为了给村里修路、种树、修广场，

我 前 后 跑 了 五 六 个 部 门 争 取 了 60 万

元。说难办，只要心里装着百姓，多跑

几趟就多跑几趟，我觉得没啥。

如今村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百姓

也感到非常高兴，而我也

因为有机会参加新农村建

设而感到自豪，总觉得自

己的心已经与百姓们挨到

了一块儿。

贵州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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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扶贫

产业富民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从幼儿园帮到研究生

武汉启动“助学扶智”行动
本报记者 郑明桥

“ 四 没 村 ”变 样 了
河北邯郸市审计局驻大名县李五牌村扶贫工作组组长 郭兴元

1月22日 小雪

“为了供我上学，妈妈打了两份工，每天辛苦工作
十几个小时。今后，妈妈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日
前，在武汉读大一的周瑾高兴地对记者说。

2 月 4 日，武汉市启动“助学扶智”行动。当日公
布的“武汉精准扶贫助学扶智方案”显示，从今年起，
武汉市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最高可享受每年 1 万元
的补助，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至读研究生
阶段，都将得到资助与帮扶。

武汉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李彪介绍，“助学扶
智”的对象为扶贫部门确认的武汉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实施到 2018年。李彪说，与以往相比，“助
学扶智”加大了帮扶力度，扩大了扶助范围。例如从
2013 年秋季以来，武汉市部分贫困家庭在园幼儿可获
得 1000 元政府助学金，此次每位农村贫困家庭在园幼
儿可获得 2000 元生活补助。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
2006 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对贫困家庭寄宿制学生
按小学每生每年 100 元、初中学生 1250 元的标准发放
补助金。如今，非寄宿制学生也纳入了“助学扶智”
范围。

每生每年 500元的校车费补助，也是此次新增的助
学项目。李彪介绍，黄陂、新洲等地学校实行了校车接
送，虽然乘坐一次 2 元，但对贫困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有的孩子为了省下坐校车的钱，坚持步行上
下学。

补助最高的是大学本科和博士生阶段。户籍在武汉
的农村贫困学子每生每年可享受 1 万元补助，其中包含
国家助学金。李彪解释，国家发放助学金平均为每生每
年 3000 元，如果贫困学生已获得国家助学金，还可再
享受“助学扶智”发放的 7000元。

据了解，今年 10 月 30 日前，“助学扶智”资金预
算就将下达到全市各区。免学费、免住宿费资金直接拨
付到学校，专项用于学校基本运转。生活补助金直接发
放到贫困学生银行卡，不以现金形式发放，不以实物或
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资助资金。

河南省栾川县重渡沟走了十

余年艰苦的扶贫开发路，如今成

为国家 4A 级景区。

重渡沟的扶贫工作对其他地

区有借鉴意义。扶贫开发贵在精

准、重在精准、成败在精准。实

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精准、因

村派人精准，扶贫工作的根基才

算扎好。重渡沟的扶贫正是因为

出了实招，脱贫才见了实效。

近年来，各地扶贫的口号叫

得非常响。“要致富，先修路”

“少生孩子，多种树”⋯⋯喊了

几十年的口号，如今看来仍十分

受用。但作用却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修路是想让外面的人进来；

提倡种树，是为了美化环境，重

塑乡村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农家乐悄然

出现在各大城市的郊区。随着城

市面积的不断扩张，郊区也逐渐

城市化。但是，有需求就有生

产，郊区城市化咱就往山里跑。

因此，精确识别，是精准扶

贫的重要前提。从来没有一个可

以适用于所有贫困村落的脱贫模

式，脱贫之路因村而异、因户而

异、因人而异，每一个脱贫成功

的样本背后都暗含着太多人的思

考和努力，每个样本都值得学

习，但不可简单复制。

因地制宜

事半功倍

杨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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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重渡

村地处深山，耕地少，发展农业

条件有限，发展加工制造业也

没有优势。然而，这里风光秀

丽，发展乡村旅游条件得天独

厚。为此，潭头镇精准选人、精

准施策，带领村民更新观念、统

一思想，以乡村旅游带动群众

脱贫致富。

▽ 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重渡村开发出了许多具有当地特

色的活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图为游客在跳竹竿舞。

△ 重渡村风光秀丽，自从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后 ，吸 引 了 很 多 游

人。 李 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