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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需要新思维
拓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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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
宁镇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新村——原隆
村通过配套“葡萄＋”“光伏＋”“旅
游＋”等产业，使全村1998户、1万多
移民在 4 年多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了脱
贫。

葡萄＋：
兼收并蓄保就业

从银川市区沿贺兰山西行 10 多公
里，就来到了原隆村。高大的门楼，整
齐的街道，移民新村透着一派繁荣景
象。自2012年起，1万多移民带着美好
期望陆续从宁夏南部贫困山区的原州区
和隆德县搬迁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
活。新村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酒庄和葡
萄园。原隆村地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区，这些葡萄园不但是原隆村坚固的生
态屏障，也是村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主阵地。

“酒庄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观
光旅游一二三产业为一体，产业附加值
高，具有吸纳不同年龄段移民、特别是

‘4050’移民就业的能力，既能确保移
民稳得住，也有利于实现尽快脱贫。因
此，在对原隆村进行产业配套时，我们
优先考虑了‘葡萄＋’。”闽宁镇镇长王
永强告诉记者。

走进立兰酒庄的葡萄种植园，45岁
的罗素梅正与一群工人一起给葡萄树剪
枝、压土。立兰酒庄占地1600亩，全部
流转自原隆村，工人们也都来自原隆
村。由于种田和种葡萄差别不算大，移
民们边打工边学习，挣钱培训两不误，
很快就掌握了新技能。“在葡萄园打工比
在老家种田收入高多了，我们一年就脱

贫了！”罗素梅难掩心中的喜悦。
在 移 民 新 村 ， 像 罗 素 梅 这 样 的

“4050”人员是脱贫攻坚的主力。由于
文化程度低、学习和掌握技能较慢等原
因，他们很难在二三产业稳定就业。在
葡萄种植园打工，当的是工人，挣的是
工资，干的还是农活，这样的“软着
陆”方式受到大家的欢迎。

“葡萄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
需求量很大。在原隆村 3000 多劳动力
中，常年在葡萄园打工的有2400多人，
移民中一年就实现脱贫的情况相当普
遍。他们能够顺利就业，也保证了移民
新村的稳定和繁荣。”原隆村党支部书记
王升说。

“4050”忙种植，“2030”搞服务。
35 岁的刘莉 2013 年从老家移民而来，
和丈夫到立兰酒庄打工。由于聪明勤
快，加上文化程度较高，她很快便成为
立兰酒庄的行政人员，专门负责旅游接
待工作，月工资 3000 多元。她的丈夫
也在酒庄做灌溉及设施维护工作，月工
资 3500 元，夫妻俩年收入 8 万元左右，
顺利脱贫。

除了立兰酒庄，附近的德龙酒庄等
也吸纳了大量原隆村村民就业。据统
计，原隆村每年务工总收入达 1500 万
元，2016 年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7000
元，全村提前实现整体脱贫。“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产区是国内正在崛起的明星产
区，规模大、前景好，随着品牌效益的
提高，‘葡萄＋’会为移民们带来更多持
续稳定的收入！”立兰酒庄总经理邵青松
告诉记者。

光伏＋：
农光互补扶重点

在原隆村，白墙灰瓦、陇东风格的
新民居透出浓浓的文化韵味，而街道旁
矗立的大型光伏发电板，则为移民新村
增添了玄幻的科技感。“光伏＋”不仅为
原隆村免费提供电力，而且对帮助重点
人群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伏＋’集发电、种植养殖、
观光旅游等一二三产为一体，具有业态
互补、点对点扶贫精准等优点，因此当
初给原隆村规划产业时，我们引进了光
伏企业。”王永强说。

走进村边的光伏园区，45 岁的万
军红正在大棚里巡检。大棚顶上，是一
块块巨大的光伏发电板。华盛绿能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是昌盛光伏公司的子公
司，占地 2078 亩，全部流转自原隆
村。一期建成光伏大棚588栋，工人都
来自原隆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可享受
特殊政策承包大棚。“公司提供种子、
技术并包销产品。”万军红告诉记者，
2014年，他一家6口从隆德县三河乡搬
迁到原隆村，由于他有视力残疾，妻子
又患有精神疾病，属于重点扶贫对象，
村里安排他到光伏园区打工，学习香菇
和花卉种植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万军红承包了一个大棚种香菇，一年就
实现净收入 2.5 万元，加上公司的 1 万
元分红及其他收入，家庭年收入近4 万
元，比在老家种地多出2 万多元，顺利
实现脱贫。

重点贫困户多为老弱病残，是扶贫
的难点，也是必须补齐的“短板”。在
原隆村，像万军红这样靠承包大棚快速
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30 多户。无
需出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还有人手

把手帮扶，这样的产业设计对他们来说
可谓十分贴心。不仅如此，根据村企协
议，华盛绿能公司每年还给原隆村 7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分红1 万元，而
且公司对承包大棚的贫困户实行香菇价
格保护政策，确保他们有稳定可观的收
入。“农业投入大、见效慢，前几年我
们的大棚种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
如此，我们依然每年拿出百万元资金支
持原隆村，这得益于光伏发电业务每年
3000多万元收入的强大支撑。”华盛绿
能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主 管 张 东
方说。

随着部分重点人群实现脱贫，2017
年，华盛绿能公司扩大了支持范围，将
承包大棚数量扩大到300多栋，面向原
隆村所有村民，并增加了收益更高的蚯
蚓养殖等项目。与单纯在大棚打工相
比，承包大棚的收入要高出一两倍，这
将加快原隆村脱贫之后的致富速度。而
对于华盛绿能公司来讲，这大大降低了
管理成本。据了解，2017年该公司农业
板块首次实现盈利，光伏旅游也有了收
入，开始步入产业融合良性发展轨道。

旅游＋：
增添发展新动能

先进的产业配套理念将原隆村这片
曾经的荒漠戈壁变成了如今山林互映的
诗意田园，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优越条
件。2016 年闽宁镇出台规划，将“旅
游＋”列为原隆村主导产业，这为移民
新村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宁夏是全国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区。
全域旅游强调在‘全景、全业、全时、
全民’的统领下，旅游格局由景点旅游
向全域旅游延伸，产业发展由单一业态
向多业态深度融合。作为新型移民新
村，我村有着发展全域旅游的显著优
势。”王升说。

走进宁夏青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红树莓种植基地，智能玻璃大棚里绿
意盎然。大棚对面，是一列长长的火车
旅馆。如此的混搭，是产业融合的结
果。“红树莓有‘黄金水果’之称。基
地是集红树莓种植、产品研发、深加
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为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该公司董事长车
秀珍说。

尽管是种植加工企业，但基地被当
作旅游景区来打造，有生态餐厅、列车
旅馆、滑草场等旅游设施，大型玻璃连
栋智能温室可确保四季旅游，游客可以
在这里观光、采摘、吃饭……“以旅游
业为引导，让游客在旅游体验中了解我
们的绿色理念，消费我们的健康产品，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可大幅提高企业综
合效益。”车秀珍说，自 2017 年 9 月至
今，基地已经承办了永宁县“葡萄丰收
自驾游”等活动，不但增加了营业收
入，知名度也迅速提高，目前该基地正
在申请3A级景区。

在原隆村，青禾公司、立兰酒庄、
华盛绿能公司都在发展旅游业，立兰酒
庄年游客接待量突破6万人次，规模十
分可观。据了解，这 3 家公司共流转土
地 6300 多亩，占原隆村土地总面积的
90%以上，可以说，原隆村全域旅游格
局已具雏形。不仅如此，原隆村还计划
将旅游业与黄牛养殖业融合起来，搞特
色餐饮，使之成为原隆村发展民宿旅游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给易地扶贫搬迁村找到好产业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产业扶贫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山东平阴:

贫困群众看病“零负担”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赵 军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

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产业

配套是易地扶贫搬迁成功与

否、见效快慢的关键。“十三五”

时期，我国将对“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力

争完成1000万人口的搬迁任

务，帮助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与以往相

比，这一轮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重、时间紧，而且产业配套也要

从传统产业转而趋向新兴产

业。在新时代如何以新理念做

好产业配套，从而确保搬迁扶

贫成效更精准？原隆村的做法

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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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产业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尽快脱贫。图为立兰酒庄的葡萄种植园。 邵青松摄

原隆村社区里装设了光伏发电板，为村民提供免费电力。 拓兆兵摄

“以前走路去县城赶场要
走好久，还走得满脚泥巴，累得
不行。现在出了家门就上车，
一个多小时就到县城了，又快
又安全，还省力。”春节前后，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
县木坡乡登春村乡村客运站十
分热闹，“路通了”在村民杨忠
贵看来是一件大好事！

在四川藏区彝区等深度贫
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
施薄弱，“通路”是百姓长久以
来的期盼，也是这些地区后发
追赶、实现同步小康的有力支
撑。近年来，四川以深度贫困
地区为重点，连续实施了总投
资717.6亿元的三轮甘孜州公
路建设推进工程和总投资594
亿元的两轮凉山州交通建设推
进工程。2018年，四川交通扶
贫专项投资将超过 535 亿元，
100万人将从中受益。

面对“盘不完的山，蹚不完
的 河 ”，高 速 公 路 建 设 快 马
加鞭。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雅康
高速公路草坝至泸定段并入四
川高速公路网试通车运行，彻
底结束了四川藏区不通高速公
路的历史。通车后，从成都绕
城高速出发，2.5小时就可以到
达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比
以前缩短了近一半时间。当
前，四川藏区第二条高速公路汶马高速也正在紧锣密鼓
的建设中，通车后从成都到马尔康将仅需3小时。

如何畅通县域对外出口，走出瓶颈制约？国省干线
公路加快提档升级。

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许磊介绍，四
川将加快建设巴塘至得荣等32 个、2274 公里国省干线
公路项目，全力打造G318线康定至雅江段、九黄机场至
红原机场公路等示范试点项目。目前，甘孜、阿坝、凉山
三州地区除甘孜的乡城和得荣两个县外，其余贫困县基
本实现了县到州府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交通运输部定点
扶持的色达、黑水、小金、壤塘4县均已实现三级及以上
公路对外通连。

如何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的畅通问题？提升
农村公路的覆盖范围和通行保障能力迫在眉睫。

凉山州会东县铜厂村是一个典型的边远高寒彝族聚
居村，过去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晴通雨阻。如
今进出该村的总长10公里的通村路已全面完成路基整
治，道路硬化也在加紧进行，进村到组的水泥路四通八
达。“以前粮食都要用骡子运出去，现在路修通了，洋芋也
值钱了，许多人家还买了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铜厂村一社社长马保左说。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四川藏区农村公
路的覆盖范围和延伸深度进一步扩大，新增129个乡镇
通油路，2564个建制村通硬化路；已实现96%的乡镇通
油路，77%的建制村通硬化路，较 2012 年底分别提高
22.3个百分点和60.9个百分点。

不久前，山东省平阴县玫瑰镇俄庄村的贫困户孙长
福大爷又住院了，这已经是他自2017年年初查出患食管
恶性肿瘤后的第5次住院治疗。这次，躺在病房里，他的
心里很踏实，他说，“在我们平阴，贫困户看病不用花钱
了，再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了”。

平阴县卫计局局长陈泽成介绍，像老孙这样的贫困
户患病住院，在2017年6月20日之前，参照《济南市医
疗精准扶贫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报销救助。老
孙前两次住院，总共花了31056.2元，按规定，医保报销
23098.7元，省市健康扶贫报销救助4770.72元，剩余部
分得自己承担。

2017年6月20日，平阴县开始实行健康扶贫住院财
政兜底政策，在针对贫困人口救助帮扶 8 种慢性病和 7
种特种病的基础上，把救助范围扩大到所有病种。贫困
患者的医疗费用经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支付、
大病救助、残疾贫困人口救助、商业保险赔付5道报销手
续后，剩余部分先执行《济南市医疗精准扶贫实施办法

（试行）》相关规定，其余部分全部由县医疗扶贫救助专项
基金承担。

平阴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889 人，其中 6147
人属于因病致贫。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县里先是
在2017年设立了100万元的医疗扶贫救助专项基金，此
后又视实际支出情况，测算出2018年的基金规模。考虑
到绝大多数贫困群众自费购买商业保险有困难，2017年
9 月，平阴县又与中国人寿济南分公司合作，安排资金
142.6 万余元，在全省率先为贫困人口购买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进一步巩固贫困户住院“零负担”的基础。

与此同时，考虑到很多贫困人口本身就存在出行等
障碍，平阴县卫计局与民政局等单位协调，把涉及相关报
销、救助程序全部嵌入智慧健康平台系统，实现了贫困患
者办理出院时“一站式”结算。“贫困群众就诊时，只要刷
全县统一的健康卡，智慧健康平台系统就会自动弹出贫
困户识别提示，点击确定后将自动开通慢病大处方、长处
方、先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就医绿色通道。”平阴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梁亮说。

智慧健康平台系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健康扶贫
住院兜底救助政策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平阴县累计已有
828名患者享受到医疗兜底帮扶政策，帮扶资金支出152
万元，初步实现了贫困群众看病不花钱。

顺应时代潮流，洞察时代变化，创新
工作方法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扶贫
工作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因为技术门槛低、用工量
大，高耗能产业一直是解决农民转移就
业的主要产业。西部是贫困人口集中地
区，也是能源富集地区，高耗能企业密
集，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高耗
能产业一度成为扶贫就业的“黄金产
业”，化工、冶炼、建材等行业吸纳了大量
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一些移民新村甚
至就建在工厂附近，为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10年来，我国西部开始进入工业
化中期，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过去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
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量污染严重
的高耗能企业关停并转，在产业结构得
以调整、环境污染得以遏制的同时，也造
成不少农民工下岗，其中当然包括部分
贫困人口。在西部贫困地区，劳务产业
被称为“铁杆庄稼”，务工收入占农民家
庭总收入的60%左右。务工收入减少给

贫困地区带来了阵痛，如何发展接续产
业从而继续提高农民收入成为各地脱贫
攻坚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随着新兴产业的
融合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精准扶
贫政策的实施，扶贫理念和方法发生了
深刻变化，扶贫产业更多向生态环保的
二三产业集中，这既为贫困人口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习惯种田的他们，
特别是“4050”人员带来转型发展的严峻
挑战。宁夏原隆村通过配套产业融合巧
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好地兼顾了不
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既着眼当
前脱贫，又放眼长远发展，取得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洞察时代之变，转换思维方式，
顺应时代要求，抛弃主观主义和经验主
义，与时俱进，主动创新扶贫工作方法，
更加稳妥有效地推进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