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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甘肃省定
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黄
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村第一书记宋兆就
赶往 4 社的农户家里查
看养殖情况。

安定区动物卫生监
督所所长宋兆自从来到
黄金村开展帮扶工作，
便和帮扶队员们一起脱
产驻村，以村为家，“扎”
进了群众心中。

在黄金村4社，有个
名叫孙强的人，在众人
心中就是个“犟人”“一根
筋”。长期以来，他专找
镇村干部的“茬儿”，抬杠
子、对着干，被人称作“上
访户”“钉子户”。

可现在，孙强的倔
劲儿不见了。就连他
82 岁的老母亲也想不
到儿子会变化这么大。

“这娃年轻时不顾家，
把人的心都操碎了。自
从来帮扶的宋主任走近
了，就学乖了，也会跑
光阴了。”她欣慰地告
诉记者。

这两年，孙强家三
喜临门：一是娶上了媳
妇，光棍汉有了温馨的
家；二是城里的“亲戚”帮
他家拆了危房，建起新
房；三是孙强夫妇同心协力搞养殖、进城务工增
加收入，日子越过越滋润。

“我要养好牛羊，搞好农机服务，把日子过
得更好。我还想入党，带领全村人致富。”浪子
回头金不换，孙强被村民推举为4社社长，他正
带着村民们谋划新发展。

黄金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也是定西市
最难脱贫的 33 个贫困村之一。黄金村 4 社是
村里最贫困的社。全社共有24户110人，除去
整户外出的9户人家，只有15户70人左右。就
是这么小的一个自然村庄，却被一条大河沟隔
断分为3部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从被任命为黄金村驻村帮扶队长兼第一书
记那天起，宋兆就和村班子成员一道，挨家挨户
走访调研，集思广益，找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思
路。从修路、引水、接电等工作入手，不断夯实
群众生产生活基础，又建圈舍、引良种、培训技
术发展种养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在定西城里做服装生意的张鹂事业有成
后，就想着要反哺家乡。在和镇村干部一道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他把扶持点选在了黄金村，并
把帮扶工作选在了发展草牧产业上。

宋兆协调有关部门，支持张鹂组建了定西
黄金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以每亩80元的收
益金流转了包括黄金村在内的几个村130户贫
困户的 5000 亩土地种植优质牧草，向这些贫
困户一次性支付土地流转费40万元，户均直接
增收2050元。

张鹂采用“投母育犊还母”且育肥后增重部
分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1.2 元收购的办法，向
贫困户投放优良种牛39头，一头母牛农户饲养
7 个月后，不仅可赚一头牛犊，还能增收 5000
多元；采用免费投放鸡雏 3 个月后以高于市场
价 10%回收土鸡、以高于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回
收土鸡蛋的模式，2016 年共向贫困户投放
1900只鸡雏，使户均收入达到3000元。

黄金村还通过“折股量化”的方式，将定西
市专项扶贫资金 100 万元注入该合作社，64 户
贫困户每户持 1.09 万元的股份，黄金村集体持
30.24 万元的股份，用来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
仅2016年下半年，全村64户贫困户就获得分红
８万元。

“砂化路通到了村里，自来水接到了院里，
用电更方便了，住房更宽敞了。这些还不算，如
今还养着合作社的‘帮扶牛’和‘帮扶鸡’，贫困
户们还成了合作社的‘股东’，一年各种收入就
超过 1 万元。”黄金村 4 社的村民一个劲儿地夸
帮扶工作队“很攒劲呢”。

这是占全了“老少边穷”全部四个“选
项”的两个县：革命老区、少数民族散居区、
三省边界区、省级/国家级扶贫县。一个是
湖南最南边的江永县，一个是广西最北边
的龙胜各族自治县。

两个县都是多民族散居区，江永县的
27万人口多数是瑶苗壮等少数民族。由于
社会历史与自然条件等原因，2015 年底，
江永县还有 84 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9053 户、29749 人；同样，2015 年底，龙胜
县 10 个乡镇 17 万人中，有贫困人口 2.94
万、贫困村59个。

走进村寨，记者发现，各族老少、干部
群众，说起眼下和未来，都信心满满。原因
何在？

改背着箩筐找市场
为稳坐田间等客商

听说“苗歌王”兰海龙家来了北京客
人，张家村凡是家里暂时没有住宿游客的
阿姐都来了。问她们家里去年收入多少，
一个刚扭扭捏捏说“十几万吧”，另几个就
笑着推她一把，“哪个嘛，少说也有二三十
万的”。

30万元，放在几年前，是张家村人想都
不敢想的数字。问钱从哪里来，她们用不
标准的普通话说着，说不明白就唱：燕子衔
泥飞过岭，今天终于做成窝⋯⋯细听下来，
大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几年，扶贫不再
只是“号召”了，而是“真讲精准哦”“是一家
一家地扶”⋯⋯

原来，从县上来的扶贫工作队告诉他
们，与别处不一样的、自然的、原生态的，就
是受市场欢迎的。比如，让土鸡土鸭在山
里河边野着长，让地产的小猪重新回到山
上去跑着长，让山里的果子慢些长。与此
同时，工作队一家一户地摸底，区别情况教
技术、给资金、送鸡苗。再接下来又给鸡保
健、给养鸡户找市场。山鸡长得慢，商家订
货一月比一月多，老阿妈老阿爸也撸起袖
子捡鸡蛋、喂麻鸭，赶着小土猪满山跑。截

至今年春季，全县存栏鸡鸭超过 70 万只，
且凤鸡、翠鸭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更让农民自豪的事情是，“过些天，
你在北京就能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跑山猪
是在什么地方耍、吃什么食了”。与高端市
场接轨的可追溯养殖体系建设已在这里悄
然展开。

桂林国家高新区扶贫博士团将航天育
种、罗汉果深加工、生态茶等最先进的高科
技带入张家村，将村庄的种养业纳入高新
区产业集群，村庄发展全方位并入高新产
业的发展规划，形成新产业的原料、试验、
人力供给链。高新产业项目的低投入、高
产出、高附加值，让张家村一步就实现了从
刀耕火种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精准了，扶贫效率就高了，更重要的
是，精准扶贫扶起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扶
出了他们创新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自信心。

于是，年轻人回到了瑶寨苗乡——
杨启良回到张家村，带领乡亲们开始

了“花养事业”。2016 年起，龙胜县委县
政府提供一系列政策和技术扶持，引导农
家种植花卉。杨启良和村民们抓住时机，
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方式，种
植花卉大棚 45 个，面积 15 亩，亩产利润
达3万元。

精准，在龙胜有更高一层的追求：少种
慢长、针对小众市场。选择这一思路，“是
由龙胜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县委书记周卉
告诉记者，这里无一片平地，山水间那几片
梯田，因没有工业所以没有污染，而且富
硒。所以，就有了这个思路——“种，就要
种高档高价高质量的果菜花卉；养，就养美
味的鸡鸭鹅跑山猪。”周卉说。

精准，在江永，与在龙胜一样，一户人
家一个脱贫方案，而且是“细细地磨出来
的”。扶贫干部这一句“细细地磨”很精准
地道出了江永县以及湘桂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扶贫开发的秘诀。

比如眼前这一家，中年的何洪济，身体
不太好，又不善于交流，不能从事强体力劳
动，也无力自己经营民宿。扶贫工作队经
与村委、贫困户反复商讨后形成方案：以他

自家祖屋入股村办旅游公司，何洪济按公
司规范保持自家房子、院子、厨房、厕所、被
褥干净整齐，就能拿到服务工资。仅参股
旅游公司一项，2016 年何洪济一家 4 口人
共增收11600元。

用这种“细细地磨”的办法，永州
市宣传部扶贫工作队形成了对何洪济所
在勾蓝瑶村的扶贫方案：引导 3 户村民从
事生态土鸡养殖，指导 4 户村民开办观光
自行车出租、民俗服装出租、露营帐篷
出租，鼓励 4 户村民开办农特产品销售店
铺，帮助 8 户村民争取小额扶贫贷款 40
万元，为 6 户村民提供保洁、巡逻等固定
用工岗位。

有劳动能力且勤劳肯干的贫困户，政
策办法更多。比如，发放生产启动资金，免
费提供各种苗木、翻挖土地和技术培训，扶
持开店等。

方法对不对？精准到没到位？在溪边
晒太阳的阿婆周平英评价：以前白天下地
干活晚上带孙子，累死累活还是穷。现在，
吃好喝好有钱花，白天看这么多游客，晚上
看戏（电视）真快乐，每天都要唱山歌。

变旧时穷困光景
为时尚致富风景

在勾蓝这个湖南省最南边的瑶家村
寨，有“女招男”的奇特风俗，但这风俗曾经
只让他们感觉自己与现代世界离得太远，
从未想到这也是风景、是文化，是可以与世
界共享的资源。直到脱贫攻坚开始，从游
客的眼睛里和一系列扶贫政策中，他们知
道了一件远比挣钱致富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独有的风俗人情，破旧的祖屋
老街，传承了上千年的山歌瑶舞，绝大部分
是受人喜欢的、值得尊敬的，有些是该好好
保护传承的。

于是，大胆勤劳的村民想到了开办农
家乐。但是，农家乐并没让村里多数人家
脱贫。至于整体脱贫，更是难上难。

勾蓝人正犯难时，中央提出扶贫要精

准。很快，扶贫工作队进驻勾蓝，每个贫困
户都入了档，扶贫开发工作“一个都不能
少”地全面展开。一个政府引导、集体经
营、农户参与的旅游产业扶贫新机制很快
形成：有房的出房，有人的出力，有地的参
加流转，以村集体为主体组建了勾蓝瑶村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800 余亩，分
三季种植景观经济作物。2 年至 3 年，古老
瑶寨、奇特民俗、山水田园等现代旅游目的
地要素交织出了一个游人如织的崭新勾蓝
瑶村。

与江永的展示传统乡土风情不同，龙
胜县黄洛瑶家的洗头发舞蹈是完完全全的
创新，而且可以说是村里三代妇女共同研
发的旅游产品。在扶贫工作队的启发下，
她们认识到自家那盘在头顶的乌黑油亮的
长发是招人羡慕与喜爱的。于是，她们放
飞那及膝的长发，让长发与瑶绣百褶裙共
舞，让舞蹈讲述瑶家女儿的成长、婚嫁、持
家等传统习俗。结果，追寻头发永不变白
的游客从全国各地奔向山寨，有研究秘方
的，有下河洗头发的，更有住下来以求白发
变黑的。

在张家村，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观光
者、参观者的赞许让村民们明白，干净整洁
的村容村貌、纯朴的民风是当地更有吸引
力的资源。看到各级政府部门把村庄规划
得美若仙境，张家村人确信这一回脱贫有
望，于是积极地参与村庄建设与保护。当
看到公示的图纸上有需要用鹅卵石装饰的
花坛和小路时，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义务
劳动，到河里捡鹅卵石，然后按大小分开，
装点在村庄的广场、水塘、花园和门前的小
路上。“这么漂亮干净的环境，村里哪个也
不肯搞脏搞乱了。”村里的苗家女儿杨桂
姬说。

旅游又推动种养业和传统手工业的开
发。从野蘑菇到百香果、从粗布到瑶绣，这
些当地人曾以为粗陋的山乡特产，都被一
一开发出来，以至于那些实在跳不动舞的
阿婆，也加入了脱贫攻坚的行列——凑在
河边、唱着山歌绣瑶裙，因为游客“喜欢得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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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车间”促就业

5 月 15 日，江西宁都县黄陂镇金坑村村民
在家门口的“金龙沙苑就业扶贫车间”加工出口
欧美的工艺品。宁都县根据贫困群众“就业难”
和企业“用工难”的实际，鼓励企业在乡村建立

“扶贫车间”，同时为贫困户提供免费技能培训，
使贫困群众就近就业，有效增强了贫困人口的
自我发展能力。 曾嵘峰摄

每天到村口的扶贫基地上班，既能挣
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持“医疗救助卡”到
镇街卫生院住院不花一分钱；屋顶上一块块
太阳能光伏板为贫困户带来源源不断的收
入⋯⋯山东省嘉祥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聚
焦“三难”贫困家庭，精准发力，大力发展

“五小”扶贫产业，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扶
贫之路。

嘉祥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目前有贫
困户 4637 户、9364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25%。嘉祥县委书记周生宏告诉记者，
通过深入调研，他们发现，当地贫困户主
要有“三难”——离不开、等不起、拿不
出。“离不开，是指因年纪大或需要照顾生
病的家人而无法外出务工；等不起，是指
因病致贫，急需治疗；拿不出，是指缺乏
资金，无法顺利启动创业项目。”

“在扶贫工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
‘精准’二字重千钧。扶贫必须‘望闻问
切’，了解‘患者’是什么‘血型’，根据
贫困户需求，把帮扶措施做实。”周生宏
说。为破解制约贫困户脱贫的“三难”，他
们不一味追求高大上的扶贫产业，而是因
户施策，大力发展小种植、小养殖、小加
工、小电商、小光伏“五小”扶贫产业项
目。通过发挥“小产业”四两拨千斤的杠
杆作用，实现扶贫产业“精准入户”，让全
县 2566 户 4806 人尝到“小产业”带来的

“大甜头”。
贫困户离不开家，县里就把工厂建在

贫困户家门口。韩秋林家住梁宝寺镇北张
村，一年前，儿子赵晓歌不幸诊断出肺
癌，全家因病致贫。“年纪大了不好找工
作，还得照顾生病的儿子，还要接送上学

的孙子。”现实情况让想外出打工的韩秋林
根本离不开家。梁宝寺镇将闲置多年的晨
光小学改造成了镇上的“阳光扶贫基地”，
免费让企业进驻，条件只有一个——必须
吸纳占工人总数 40%的贫困户进厂务工。
在镇政府的帮助下，韩秋林在扶贫基地找
了份加工制作纸花的工作，每个月能有
1000元左右的收入。家门口就业让韩秋林
顾家、打工两不误。目前，扶贫基地已有
4 家企业进驻，为 70 多户贫困户提供了就
业岗位。和梁宝寺镇一样的还有孟姑集、
满硐等镇。孟姑集镇在前杜村成立了嘉祥
青竹扫帚加工合作社，吸纳本村及周边20
多户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到 1000 元左右；满硐镇财政投资 19 万元
在徐北村建设了一处扶贫车间，吸收35名
贫困人口从事农作物采摘加工。

针对贫困户看病等不起的难题，嘉祥
县通过社会保障兜底、开展健康扶贫等进
行帮扶。县里将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1336
户、2242人及时清退，对符合低保条件的
贫困户 1023 户、2116 人及时纳入低保范
围；对住院和持慢性病证的贫困户，医疗
补偿后政策范围内个人承担的部分全报
销。2016 年，对住院的 5518 人和持慢性
病证的 672 人，县财政给予补助 353 万
元；从县、镇两级医疗机构抽调 762 名医
务人员，开展贫困家庭“一对一”帮扶活
动，完成 3.8 万户次巡诊；县红十字会医
院对全县的贫困家庭建档立卡并发放惠民
电子卡，对来院就诊的贫困户实施门诊 21
项检查减免。

缺乏启动资金让很多贫困户的创业梦
难以实现，为此，嘉祥县为贫困户争取扶
贫小额信贷4200万元，带动857人通过就
业创业脱贫致富。他们还与北控清洁能源
集团合作，由企业出资2.7亿元，充分利用
全县企事业单位共计47万平方米的闲置房
顶，建设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目前，纸坊
镇、仲山镇投资 600 万元的光伏项目已建
成发电，462户贫困户、938人因此实现年
人均收入895元。同时，县里加大贫困户就
业创业技能培训，目前，全县已有 1233 名
贫困群众通过技术培训走上工作岗位。

山东嘉祥：

“小产业”带来“大甜头”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薛海波

走进湖南江永县和广西龙

胜各族自治县，这两个昔日老少

边穷县的全新面貌让记者大吃

一惊。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焕

发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和创新发展的强烈愿望与自信，

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整治村容村

貌、挖掘地域独特民俗文化⋯⋯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精气神

一天比一天足。

◁ 广西龙胜黄洛村瑶族阿妈潘凤连在绣花，她的绣品受到游客喜爱。

▽ 湖南江永勾蓝瑶村村景。

（本报记者 隋明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