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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奇县地处新疆西南部，隶属于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自然生态脆弱，
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积极参与阿合奇县扶贫开发工作，形
成了涵盖民生、产业、人才、规划等诸多方
面的全方位援疆态势，有效改善了当地的
生产生活条件。

“他们是我们的倚靠”

华能新疆公司按照每户2万元至
3万元的标准，先后出资1000万元帮
助牧民建设了297套安居房，完善了
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并针对牧民以
畜牧养殖为基础产业的特点，新建了
现代化羊圈和厨棚

“土质好的地方，土壤也只有20厘米
厚，再往下都是石头，种点东西太难了。”
华能新疆公司第三批驻别迭里村工作队
队长马学涛告诉记者，去年，他带领同事
和村民们起早贪黑，在大棚里种了 15 万
株沙棘，终于给别迭里村“变出”30多万元
集体收入。

位于库兰萨日克乡的别迭里村，是阿
合奇县最贫穷的村庄之一。全村 353 户
共1244人，有低保户276户827人。

2014年起，华能新疆公司每年派出5
到7人组成的驻村工作队，进驻别迭里村。

别迭里村以柯尔克孜族牧民为主，他
们曾世代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

安居才能富民。近年来，华能新疆公
司按照每户2万元至3万元的标准，先后
出资1000万元帮助牧民建设了297套安
居房，完善了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并针
对牧民以畜牧养殖为基础产业的特点，新
建了现代化羊圈和厨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别迭里村村“两
委”只能在几栋危房里办公，组织松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驻村工作队为别迭里
村协调援建了一个三层共计1500平方米
的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并完善村级阵地服
务功能，建设了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党
员活动室、村民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
工作队还筹资50万元新建了一个多功能
文化活动广场。每到夏夜，广场上或有文
艺节目，或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总能吸引
众多村民前来。过去冷冷清清的村子，如
今充满了生气。

驻村4年，工作队不仅带来了村容村
貌的变化，也成了村民们最信任的人。

“他们是我们心中的倚靠。”谈到驻村
工作队，村民阿依提罕·毛拉哈孜眼含热
泪。2016 年的一天，阿依提罕找到驻村
工作队，哭着说，“我儿子已经两天没吃饭
了，快要退学了”。原来，阿依提罕的儿子
考上了大学，但因为家里穷，只带了很少
的钱去学校，没多久就没了生活费。

“村里难得出一个大学生，一定不能
让他辍学。”马学涛听后，当天就给她儿子
汇去 1000 元钱，扶贫工作队队员艾麦尔
江则向亲友募集捐款 4700 元，资助阿依
提罕家。华能集团新疆公司副总工程师
赵龙听说后，提出与阿依提罕家结对认

亲，每月给她儿子 300 元生活费，并经常
给予他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驻村工作
队则帮助阿依提罕和她丈夫找到了新的
工作，解决了家中没有稳定收入的问题。

“贫困不除，我们不撤”

截至2017年9月份，驻村工作队
累计走访贫困群众3493次，捐物5823
件，捐款18.43万元，帮助就医12次，
帮助就业32次，帮助就学43次，惠及
群众2563户

“华能人来这里扶贫，不是走过场，不
是做样子，是要把扶贫作为自己的事业。”
马学涛说。

阿合奇县环境艰苦，社情复杂。扶贫
工作队员长年远离家人，驻守村内，心理
和生理上都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因此，按
照公司计划，扶贫队员要每年一轮换。

王箐却连续 3 年留在扶贫工作队。
“他工作扎实，对村情很熟悉，留下来可以
帮助扶贫工作前后有效衔接，就这样连续
待了3年，他从没抱怨过。”马学涛说。

2017 年，眼看着别迭里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阿合奇县有关部门希望驻
村工作队能撤出别迭里村，进驻其他贫困
村庄进行扶贫工作。听闻此消息，别迭里
村的村民都急了，他们纷纷跑到村委会，
要求驻村工作队留下。

工作队把情况汇报给华能新疆公
司，公司管理层商议再三，决定驻村工作
队留在别迭里村，并向阿合奇县另一个
贫困村哈拉奇村再派出一支工作队，增
加公司的帮扶责任点。

“到今年，我们完成了过去3年的扶
贫规划，并且启动了未来 5 年的扶贫规
划。只要阿合奇县的贫困不除，我们就
不撤。”华能新疆公司总经理秦海峰说。

在别迭里村和哈拉奇村的村委会，
一份份详细的工作日志记录着这支“贫
困不除不撤退”的扶贫工作队的日常工

作点滴，汇集出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17
年9月份，驻村工作队累计走访贫困群众
3493 次，捐物 5823 件，捐款 18.43 万元，
帮助就医12次，帮助就业32次，帮助就学
43次，惠及群众2563户。

“大家都喜欢穿华能衣服的人”

2012年，华能集团投资3000多万
元，建设了华能·托河小学，如今，学
校已经有 20 个教学班，692 名学生，
83名教师。华能集团还投入1460万
元，为阿合奇人民医院新建了病房
楼，购置医疗设备，有效解决了农牧
民群众看病难问题

因为贫困，阿合奇县教育师资严重不
足，为数不多的几所学校，校舍都是危房，
学生辍学率高，老师们不愿来此任教。

“教育是隔断代际贫困的有效路径，
我们希望这里的孩子都能接受到现代化
双语教育，无障碍地融入现代社会。”秦海
峰说，因此，华能把教育作为援助重点。

2012 年，华能投资 3000 多万元，建
设了华能·托河小学。干净宽敞的教学
楼，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舞台室、音乐室、
美术室、心理咨询室等一应俱全。走进华
能·托河小学，学生们标准的普通话课文
朗读声从教室里传出，你很难把“贫困”与

这里联系在一起。
托河小学校长王葆荣说，援建之前，

学校的校舍很破旧，一共只有25名教师，
300 多名学生。全新的教学条件吸引了
学生和老师前来就读和任教，如今，学校
已经有20个班，692名学生，83名教师。

托河小学不是华能唯一援建的学
校。同心中学、团结小学、库兰萨日克乡
双语幼儿园及小学……华能援建的学校
遍布全县，孩子们响亮的读书声成了阿合
奇县脱贫的希望之声。

阿合奇县牧民多，骑马摔伤十分常
见。然而，县里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即
使是当地最好的阿合奇县人民医院，也难
以满足治疗需求。阿合奇县人民医院院
长陈万英说：“没有X光，没有CT，牧民摔
伤了，只能转去其他地方检查。由于路途
遥远，加上牧民普遍贫困，没钱转院，很多
人的伤病就这样被耽误了。”

针对这种情况，华能投入1460万元，
为阿合奇人民医院新建了病房楼，购置医
疗设备，有效解决了农牧民群众看病难的
问题。

“阿合奇县的人都喜欢穿华能工作服
的人。”阿合奇县副县长宋丽燕说。访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华能人打造的一个个
民心工程，让华能人成了阿合奇县的“明
星”，更让阿合奇县逐步告别贫困，让荒凉
的戈壁滩充满了希望。

戈壁滩来了不撤的扶贫队
——华能集团援助新疆阿合奇县扶贫工作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飞机降落在阿克苏机场，然后又坐了
3小时汽车，才到达阿合奇县。汽车一路
飞驰，望着窗外，“荒凉”是我唯一的感
受。砂石是这里最常见的“特产”，只有偶
尔出现的羊、骆驼和一排排电线杆，让人
感受到些许生机。

还没到别迭里村，我已经感受到马学
涛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驻村，要忍受很大
的煎熬。

这种感受在我见到他们并和他们座
谈时，变得更加强烈。与我想象中有所
不同，马学涛、赵风顺、席宽、王箐、杨德
敏……这些驻村队员们，清一色都是中
年男人，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公司的业务
尖子。

然而，这些顶梁柱却在家中最需要他
们时，无法出现在家中。马学涛的岳父病

重，家中几次来电，他都因任务在肩无法离
开，直到岳父去世；席宽的孙子出生，他心
中又欢喜又焦急，却半年时间内都没能回
去看看刚出生的孙子。他们太忙了，因为
他们知道，自己是整个村子的顶梁柱，村民
们脱贫致富的希望都在自己肩上。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的决策，华能作
为央企，响应党中央号召，尽社会责任是
义不容辞的事。我们是党员，作为华能
人，就应当走在前面。”当我问马学涛是什
么驱使大家来到这里，他平静地说出这
句话。

采访结束，太阳落山，空气中仅有的
一丝暖意褪去，阿合奇县开始变得沉寂。
我想，有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有了更多

“马学涛们”一样的扶贫干部的付出，这份
沉寂中蕴含的不再是荒凉，而是希望。

村 里 的 顶 梁 柱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日前，益海嘉里金龙
鱼爱心桃花小米上市及蔚县精准脱贫项目启动。河
北省蔚县县长王树国说：“未来5年，蔚州贡米种植
基地将扩大到20万亩，涵盖21个乡镇，使更多贫困
群众实现增收。”

蔚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是国务院扶贫办确定
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这里有着许多独特的
资源，小米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益海嘉里集团
油脂贸易总监涂长明带领同事到蔚县，以每斤高于
市场价 0.5 元至 1 元的价格，从贫困学生家庭收购
小米，带动贫困学生家庭增收，并利用集团的销售渠
道进行销售。

利用蔚县优质的农业资源、益海嘉里的企业品
牌和销售网络优势，扶持当地的龙头企业，共同助力
蔚县脱贫攻坚战。经过全面考察，益海嘉里集团形
成了蔚县产业脱贫模式的基本构想。集团董事长郭
孔丰表示，蔚县不仅有小米、杂粮、杏扁等农副产品
资源，而且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更有古镇、剪纸、打树
花等可供旅游开发的文化资源。“我们将集团品牌、
营销资源与蔚县的小米、杂粮等农产品资源全面对
接，动员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保证产业脱贫
项目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成效。”郭孔丰说。

2017年10月15日，首批金龙鱼爱心桃花小米
已运至各地，在京东超市、天猫旗舰店也均已上架销
售。据悉，益海嘉里今年计划收购原粮2000吨，力
争 3000 吨，预计将有超过 2000 户农户受益，平均
每户年可增收2400余元。益海嘉里承诺，爱心桃花
小米的所有销售净盈利都将投入到蔚县小米产业脱
贫事业中，其中，每售出一袋爱心桃花小米，就有1
元钱捐赠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定向用于蔚县儿
童爱心助学活动。

粮油企业助河北蔚县脱贫

华能集团援建的托河小学，教学条件优良。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2015 年以前，我家的
电只够亮电灯，现在我们可
以用电磁炉做饭了，使用电
冰箱、电饭锅和打米机都没
有问题。”贵州省赤水市长期
镇五七村高山组村民高洪云
告诉记者，经过“小康电”改
造，高山组供电质量得到大
幅提升。

“这个基地有 20 亩、30
多万株石斛，有贫困户26户
共78人入股，等今年年底石
斛 上 市 ，扣 除 成 本 ，其 中
70%的利润将用于贫困户分
红。”五七村村委会主任王国
智说，全村共有贫困户 191
户共 635 人，其中通过产业
带动了165户共595人参与
劳动，目前全村共种植石斛
5000亩。

赤水供电局无偿为五七
村金钗石斛产业扶贫基地架
设了 400 伏供电线路 700
米，通过电网改造，石斛幼苗
培育和石斛花的烘焙和浇灌
用电得到保障，为村里节省
成本10万余元。

五七村石斛种植大户王
银才家种了40多亩石斛，以前每到丰收季节，他总
会担心烘烤石斛花时因电压不稳导致质量不佳，影
响价格。现在，电压稳了，收入也稳定了，王银才的
心也踏实了。

2016年，五七村成为赤水供电局的定点挂帮村。
赤水供电局“党员突击队”活跃在大山深处，立杆、架
线、排查、通电，风餐露宿，没少吃苦挨饿。“哪怕一座
山上只有一家农户，我们也要千方百计把电杆电线
架好，让农户用上安全可靠的电。”突击队员们说。

去年以来，该局在五七村共投入“小康电”建设
资金 334.1 万元，新建 10 千伏线路 11 千米，新建
400伏及以下线路18.07千米，新装配变3台共130
千伏安。此举有力促进了石斛种植业、特色养殖、竹
产业三大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全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大幅增长，2016年贫困户已降至24户。

以前从高山组到镇上只有一条土路，出行来回
要花8个小时，赤水供电局在了解到高山组公路硬
化尚有较大资金缺口后，多方筹措资金，仅用1个多
月时间就将10万余元捐款交到了长期镇党委，村委
会为了感谢供电人的这份情意，把这条路取名为“南
网小康路”。贫困户都说，“现在有了电、有了路，啥
都可以干了。一直想搬出去的穷山沟，变成了脱贫
致富的金窝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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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
村在我国最西端，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
受自然、地理等条件限制，长期以来，斯姆
哈纳村的一部分农牧民收入来源较少，生
活贫困，48岁的托合塔洪·阿坦拜克家就
是其中的一户。

托合塔洪·阿坦拜克告诉记者，因妻
子患有高血压需一直吃药，医药费成为这
个家庭的很大一部分开支，加上收入来源
少，生活一直捉襟见肘。自己虽有强烈的
脱贫愿望，但此前由于金融机构传统的为
期一年的贷款期限，不能覆盖较长的养殖

周期，无法用贷款扩大牛羊养殖、实现脱
贫致富。

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克州
确定为邮储银行新疆分行分片承贷区域，
承担克州地区15.66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有信贷需求的、约2.2万户贫困家庭的金
融扶贫。此后，邮储银行克州分行开办了
扶贫小额贷款业务，对象为全区建档立卡
贫困农户，承贷金融机构对贫困户提供每
户5万元以下、期限3年以内、免抵押、免
担保贷款。

2016 年底，在当地邮储银行信贷员
的帮助下，托合塔洪争取到了村里的第一

批扶贫小额贷款。按照信贷员的建议，托
合塔洪用贷款买了一批羊、马、牛，收入来
源扩大了，生活渐渐宽裕起来。此后，托
合塔洪在信贷员的建议下，又利用剩余的
贷款资金，结合柯尔克孜族特色，发展起
了“牧家乐”，旅游旺季时，每天能有1000
元的收入，脱贫步伐加快。

为使当地农牧民更多地了解金融扶
贫的相关政策、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识并
使金融扶贫政策发挥“举一反三”的作
用，邮储银行克州分行的基层信贷员积
极创新形式，不仅将金融扶贫政策、资
金带进贫困农牧民家，还积极通过“扶

志”“扶智”，帮助贫困户增强自我造血
能力。

“山高谷深、路途遥远、基础设施落
后是贫困边远乡村共同的特点。”邮储银
行阿克陶县支行行长阿地里说。海拔
3700多米的克州阿克陶县木吉乡，距离
县城有 4 个多小时的车程，高寒缺氧，
自然环境恶劣。颇有经营头脑的当地牧
民艾克拉木·阿布都沙拉木看到了农牧
民购置生活用品不便带来的商机，申请
了邮储银行的扶贫小额贷款，并在乡政
府旁边租了个门面，开起了小商店。“生
意很好，一个月能有 4000 多元的收
入。”艾克拉木说。

如今在克州，像艾克拉木一样通过申
请扶贫小额贷款开饭店、摩托车修理店等
实现脱贫的农牧民越来越多。为助力克
州加快脱贫步伐，邮储银行克州分行今年
以来也加大了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力度，截
至9月初，共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1511笔、
8.3亿元。

“ 牧 家 乐 ”为 何 多 起 来
本报记者 管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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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涛（左一）
与村民们一起在大
棚种沙棘。

王 箐摄

11月9日，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彭圩村村
民在管护鲜花，以保障冬季鲜花市场销售。作为花
卉育种和生产基地，当地积极吸纳26名农民就业，
结对帮助6户特困户，年生产各类高档花卉160万余
株，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陈 彬摄

扶贫鲜花冬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