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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贫困户脱贫，压力就是动力。
固原市各级干部开动脑筋，创造了许多
脱贫新做法，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固原
市扶贫办主任陈宇青说，泾源和西吉两
个县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

泾源县被誉为六盘山脚下的小江
南，这里山水环绕，绿树成荫。“尽管山清
水秀，但林下经济不发达，荒坡地又种不
了什么农作物，村民的日子不好过。”泾
源县兴盛乡党委书记糟海学告诉记者，
全乡2635户，其中贫困户723户，贫困
人口2639人。为实现精准脱贫，他们摸
索一套“反弹琵琶”的办法，即实行“资金
不到位”改革，更注重“效益到位”。

“撒芝麻盐的扶贫方式，实际效果
越来越差。让扶贫资金产生最大效益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糟海学解释说，
比如，政府给贫困户每家发放苗木设
施补贴2000元、牛舍补贴2000元、盖
房补贴 2 万元。今年，贫困户用这些资
金种植苗木，明年可能就改养牛了，没
有形成连贯性，很难实现脱贫，还有一
些贫困户把牛卖掉，这都让扶贫工作
打了折扣。

为了让扶贫资金产生最大效益，
兴盛乡扶贫工作改“资金不到位”为

“效益到位”。兴盛乡下黄村村委会主
任马万红给记者详细解释了“资金不
到位”如何操作：“这还是个系统工
程。扶贫部门将打入扶贫款的银行卡
统一放在农牧局，但密码在贫困户手
里，然后建立脱贫检测台账，再由村
合作社统一调配饲料、提供防疫服
务。这样一来，贫困户脱贫成效有账
可查、有据可依，既确保了扶贫款使
用的连贯性，也让打扶贫资金主意的
人没了法子。”

“我家养了两头牛，为了防止私自

卖牛，牛耳朵后面都有县里作的记号。
去年，两头牛加上种植的 4 亩苗木，家
里增收近2万元。”村民于广广说。

“反弹琵琶”的扶贫效果显著。去
年，仅下黄村牛存栏 351 头，新建牛棚
40座，并完成600亩荒山造林任务，内
销贫困户苗木5.04万株。截至2016年
底，全村贫困户人均增收2112元。

“要想富，带头人来领路”。西吉县
则注重发挥人才的带动作用。

走进新营乡，只见村村柏油路四
通八达，宽幅林带列装整齐，路灯和休
闲广场灯火辉映。“全乡 21 个行政村，
3.2 万人，其中贫困户 2553 户。大乡贫
困人口多，精准脱贫必须因地制宜。”
西吉县新营乡乡长马银明介绍说，自
从固原市实施“两个带头人”工程，新
营乡搭建了挖掘本土人才、联动致富
英才、瞄准外出人才的“三位一体”人
才网络，扶贫带动效果很好。

对曾外出打工的本地能人张英俊，
乡政府帮他办起了养驴场，村上不少贫

困户在驴场打工。去年合作社赚了 50
万元，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近 2 万元。
目前，全乡靠新培养一批能人大户，带
动6个村养驴存栏达到1200头。

“我身上扶贫的任务更重！”种植
马铃薯达到 100 亩的任佩忠是大窑滩
村远近闻名的致富大户，被乡里认定
为“致富英才”。为了完成乡里给的扶
贫任务，去年他成立了忠强养殖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养驴 600 头，带动贫困
户人均增收8500 元。据了解，按照“大
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
的原则，今年新营乡共为 92 名致富带
头人协调争取贷款800多万元。

大窑滩村的何金宝兄弟俩是去年
被召回乡里的“外出人才”。“我们哥俩
是村里人，前些年靠外出承包交通工
程挣了些钱，返乡创业扶贫是应该
的。”何金宝说，“乡里帮我们跑贷款、
帮修路，做了不少工作。去年，合作社
带动 206 个贫困户养了几百头驴，帮
助贫困户户均增收达到3万多元”。

让 扶 贫 资 金 发 挥 最 大 效 益
——宁夏西海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纪实（下）

本报记者 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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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甘肃省会宁县，听不完的是
这里的红色民歌和长征故事。

“当年，红一方面军一部就是从会
师门进入会宁县，为迎接三大主力会
师做好了准备。”站在会宁会师旧址广
场，讲解员杨慧敏说，历经风雨，这座
原建于明代的建筑依旧保存完好。

在会宁，水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仍较大，加之发展基础薄弱，农民
增收渠道少，城乡基础设施薄弱。脱
贫致富奔小康一直是会宁县多年来努
力的目标。

“十三五”时期，会宁县将着力形
成红色旅游基地、金色教育基地、绿色
产业基地“三大优势支撑”，推动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台阶，实现新跨
越。探寻“红色、金色、绿色”这三色也
是我们这次采访的主线。

会宁是甘肃红色旅游第一县。近
年来，会宁县突出红色旅游内涵，完
成红军长征胜利景园改造提升等一批
旅游基础设施项目，2015 年共接待
游客2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达15.2亿元。

贫瘠的黄土地并不能阻断会宁儿
女对知识的渴望和热爱。这里自古崇
文修德、尊师重教。据统计，自恢复
高考以来，会宁向全国输送大中专学
生 10 万余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

1100多人、获得硕士学位的5500多
人，状元村、状元户持续涌现。在会
宁，一个农民家庭走出“双博士”

“三博士”不足为奇。这里铸就了领
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
乐教、学生乐学的“三苦两乐”会宁
教育精神，形成了薄弱经济基础支撑
宏大教育体系的会宁教育现象。

“借助精准扶贫好政策，我养了 5
头母牛。等有了经验，还准备扩大养殖
规模。”会宁县中川镇中川村村民马尚
元带记者参观了他新建的牛棚。他说，
家里还建了一排平房供离家远的上学
娃租住，再加上地里的全膜玉米收成，
钱袋子一年就能鼓起来。

“守住一头子，还要多做几样
子。”这些年，会宁县持续打造“1+
N”产业增收模式，多渠道增加农民
收入。如今，全膜种植、牛羊养殖、
劳务输出、蔬菜种植、红色旅游等产
业快速发展，会宁县的生产生活搞得
红红火火。

会宁十年九旱，今年尤其旱。记
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夏收时节，连续
几个月不下雨，很多抗旱农作物都吃
不消。但旱情并没有给中川镇高庙村
的蔬菜大棚造成多大影响。

出会宁县城 15 公里，就来到中
川镇高庙村，这里一座座蔬菜大棚整
齐排列，里面种满了辣椒、芹菜、油
菜、菠菜等蔬菜。近年来，蔬菜大棚
成了村民的“摇钱树”，还辐射带动
周边种植露天蔬菜600多亩。

“我们 200 座蔬菜大棚今年的纯

收入超过100万元，蔬菜种植成了全
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高庙村委
会主任张俊武说，上世纪 80 年代这
里主要以种植小麦、谷类为主，亩产
收入也就百元；随着全膜种植技术的
推广，一亩地全膜玉米产量可达到
500 公斤；而今，农民万万想不到，
种植大棚蔬菜每亩收入超过了 1 万
元，自家的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万
元田”。

以前，会宁县城街道狭窄，道路

泥泞，除了几栋三四层的楼房，几乎
全是低矮的平房，会师纪念塔是最高
建筑。近些年，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
加快，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会师纪
念塔慢慢隐入高楼之中。然而，光荣
革命历史铸就的“坚定信念、艰苦奋
斗、团结一致、敢于胜利”的红军会
师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会宁
儿女奋发图强，建设美好家园。

（采访组成员：陈学慧 李琛奇
李万祥 执笔：李万祥）

甘肃会宁：

会师圣地舞动“三色”产业
本报采访组

1936年夏，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三
大主力会合的伟大战略决策。

1936年10月2日凌晨，由红一方
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的特别
支队攻占位于甘肃陇中的会宁城。10
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4军2
个团到达会宁县城。9日，朱德等率中
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
部、总供给部到达会宁县城，同日，徐
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和 红 4 军 、31 军 相 继 到 达 会 宁
县城。

10月10日黄昏，红一、四方面军
在县城文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
三军会师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
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
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
大会合通电》。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
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突发山洪，加
之与敌作战，直到15日，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团和红32军才到
达会宁县侯家川乡。三大主力红军在
会宁全面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
了新的一页。

（本报记者 李琛奇整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

10 月 10 日上午，中国人民革命
军 事 博 物 馆 迎 来 了 一 批 特 殊 的 客
人，来自美国、瑞典、土耳其、法国
等 91 个 国 家 的 驻 华 大 使 、外 国 专
家、在华企业人员等 200 多人参观
了“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
题展览”。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秘书冯赞接到邀请后非常开心。他
来到中国只有 8 个月时间，中国的发
展 速 度 之 快 给 他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我是来学习的，希望通过这样的
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可爱的中
国人，这次展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冯赞说。

为了让外宾更清楚地了解红军
长征这段催人奋进的历史，解说员尽
量将语速放慢，外宾们时而微笑点
头，时而与身旁翻译进行交流，表现
出对这段历史浓厚的兴趣。

在红军四渡赤水路线图前，来自
英国的约翰要求翻译更详细地解释整
个事情的经过，他竖起大拇指感叹地
说：“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伟大战役，
体现出中国军队的勇敢和智慧。我喜
欢这个故事，这个展览像一本有趣的
书，值得每个人都来读一读。”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马克西姆
的妻子是一名中国人，这次他们共
同参观展览，并请妻子做他的翻译
和老师。“展览给我很多启发，其中
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只有克服困难
才能取得成功，我认为这是全人类
共同的财富。”马克西姆说。

来自约旦的艾妮塞站在红军爬雪
山、过草地的主题景观前拍照留念，她
说：“中国人民能够战胜自然，他们心

里是有信仰的，非常了不起！”
来自清华大学的翻译人员告诉记

者：“这次很多外国专家都是主动要求

参观展览的，虽然很多人对长征并不
了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更
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如

何从弱小走向强大，可以从中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
认为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为英勇智慧的工农红军点赞
——外国人士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长征主题展览见闻

本报记者 姜天骄

10月10日下午，2016世界
机器人大会举行第二次新闻发
布会，介绍世界机器人大会筹备
工作最新进展。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大
会以“共创共享共赢，开启智能
时代”为主题，由北京市人民政
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电子学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
将于2016年10月21日至25日
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016 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分
为3部分，即大会主论坛及专业
分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

2016 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
由 3 天的主论坛和 22 场专题论
坛组成。大会将有 13 家国际支
持机构，来自超过 11 个国家的
300 多位世界顶尖机器人专家
参加。在主论坛上，众多行业精
英将分别围绕“战略与趋势”“动
态与前沿”“交叉与融合”“合作
与共识”等六大阶段进行主旨报
告和高峰对话；他们还将在 22
场专题论坛中，专注于不同机器
人领域来研讨交流，涉及机器人
教育、无人驾驶、无人机、法律与
政策、人工智能、AI+泛娱乐、特
种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方面，
涵盖了当前机器人应用的最新
技术及行业热点。

本届博览会为期 5 天，主要
展示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很
多著名机器人都将现身展览会，
为观众展示他们各自的绝招。安
川、特斯拉、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新松、新时达等近150家全球知
名企业，Festo 仿生机器蝴蝶、
Rethink Robotics智能协作机
器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佳佳”

智能机器人、山东大学四足仿生
机器人、Pepper情感机器人、上
海荷福机器人等先进产品，都将
在展会上震撼亮相。

博览会展馆采用南北双展
馆并列设计，室内外展览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其中北馆为服务机
器人展区及特种机器人展区，南
馆为工业机器人展区，还特别设
立了全球创新展区。

2016 世界机器人大赛共设
6 项比赛，从机器人水陆空技能
大比拼到体育明星姚明、王励勤
的加盟挑战，从机器人足球赛到
青少年挑战赛，分分钟引爆科技
导火线，一场机器人界的“奥运
会”即将上演！

无人驾驶挑战赛上，乐视等
智能车企业及中山大学等高校
将上演终极对决，同期还会进行
智能车展示和讲解；

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上，解
放军理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等国内外大学团队将上演机
器人水球、水中救援、花样游泳
等技能大比拼；

临港荷福机器人明星挑战
赛上，将展示羽毛球机器人及脑
电波意念控制机器人与人互动
等精彩内容；

六大机器人赛事、吸引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余支
参赛团队、2000 多位参赛选手
参加，一定会精彩纷呈！

一流的专家学者、一流的企
业展品、一流的机器人大赛，都
将在北京一展风采，一场机器人
领域的盛宴即将上演。10 天之
后，《经济日报》也将对这场盛会
进行多角度报道，请跟随本报记
者的脚步，领略世界机器人领域
的又一顶级盛会吧！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从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
获悉：到“十三五”期末，“三
北”地区将完成造林育林 729
万公顷，修复退化林分 66.7 万
公顷，使区内 50%以上可治理
的沙化土地、70%的水土流失
面积得到有效治理，80%的农
田实现林网化。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表
示，当前，三北工程建设的基
本思路是：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构建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为目标，以服务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为依托，坚持生态优
先，突出防沙治沙，加快增量
增效，着力抓好百万亩防护林
基地、黄土高原综合治理、退
化林分修复、特色林果业基地
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

技支撑，增进绿色惠民，努力
构建“一圈两区三带”防护林
体系，为加快推进林业现代
化、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林业局计划通过 5 年
努力，在东北三省、京津冀等
自然条件较好、工程建设进展
较快的省 （市），基本完成总体
规划任务，建成省级防护林体
系；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
地、呼伦贝尔沙地、燕山山
地、晋陕峡谷、甘肃陇东等重
点区域，建成一批区域性防护
林体系；在其他省 （区），选择
一批工程建设重点县 （区），建
成一批县级防护林体系，进而
形成点线面结合、带片网配
套、集中连片、互为一体的祖
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共创共享共赢 开启智能时代
——2016世界机器人大会看点纷呈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至“十三五”期末——

“三北”工程将造林育林 729 万公顷

10 月 10 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
题展览”上，外国人士在认真参观。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本报北京10月10日讯 记
者佘颖 郑彬报道：教育部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总
工会宣教部联合主办的“大国工
匠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
活动今日在京举行。启动仪式
上，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211厂高级焊工高凤林和中国南
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首席研磨
师宁允展两位大国工匠与同学

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还现
场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学生一起演示焊接与研磨技术。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朱 之 文 表
示，“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以

“弘扬工匠精神 提升职业素
养”为主题，将充分发挥“大国
工匠”在职业院校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资源优势
和引领示范作用。

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启动

10 月 10 日，黑龙江垦区建设农场职工正在抢收水稻。目前，黑
龙江垦区正组织上千台收获机车抓紧抢收水稻，确保丰收的稻谷颗
粒归仓。 许颖献摄

黑 龙 江 水 稻 喜 获 丰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