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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甘南草原，依
然寒气逼人。然而在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卡
加曼乡洒洒村犏雌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柏三
佛 保 却 干 得 热 火 朝 天 ，

“今年多亏了农业银行帮
忙，合作社的生意是越来
越好了”。

柏三佛保一边忙着给
牛添草料，一边乐呵呵地
告诉记者，在农行和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村子
里的 9户牧民联合从农行
申请 45 万元贴息贷款，
成立了犏雌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现在合作社的犏雌
牛 数 量 已 经 达 到 了 125
头，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也
翻了几番。“合作社成立
的这几年，农行的客户经
理每年要跑过来好几趟，
帮助我们解决销路、运
输、草料等各方面遇到的
问题。”

格来行政村扶贫“第
一书记”马万福说：“洒
洒村总共有 9 户农牧民，
人口少，还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村民没本钱买牛
羊，种地收成又不好，经
常是忙碌一年日子还有些
吃紧。”回忆起以前洒洒村的贫困状况，马万福感
触颇深。“现在不一样了，村里的合作社每天的鲜
奶产量达到 450 多斤，日产值达到 1350 元，按产
奶期 180 天计算，年产奶量可以达到 7.6 万多斤，
产值可达23万多元，年底每户大概能分红1.4万元
左右。”

洒洒村的变化，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很多村子的
缩影。据农行甘南州分行行长尕藏才让介绍，农牧
民想要通过搞产业实现脱贫致富，最大的困难就是
缺少启动资金。除了像洒洒村的这种产业扶贫贷款
形式，农行甘南分行还结合甘南藏区实际，创新推
出了“藏饰品质押贷款”金融产品，把农牧民的

“死财产”变成“活资金”，同时还能保障农牧民按
时还款。

甘南州委常委、副州长陈江丰表示，农业银行
的贷款占比在甘南金融机构中达到了 30%，对全
州的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策指引和金融
资源的撬动下，全州初步形成了以旅游文化产业和
生态农牧业为龙头、多元富民产业“齐头并进”的
格局，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414 元，较
2011年增长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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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珠海市委、市政府开始
对口帮扶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如今
一年多过去，怒江州有了啥变化？

阳春三月，怒江两岸峰峦雄伟，桃红柳
绿。从怒江州府泸水市沿大峡谷一侧的道
路蜿蜒颠簸了 6 个多小时，记者来到怒江
州的福贡县。

易地搬迁：
住进新房子

“这里的百姓祖辈居住在高山上，生活
环境很差，不适宜居住，也没有发展空间。
脱贫首先要改善生活环境，把他们搬迁到
适合居住的地方。”福贡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过建文告诉记者。

顺着绵延的山路，记者驱车来到上帕
镇达普洛村。在村党支部书记王早迪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达普洛村位于资古朵一组
的一个移民搬迁点。走进一户村民家中，
村民 10 岁的儿子告诉记者：“我们不仅有
了新家，我还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他带
着记者来到自己的房间，阳光透过明净的
玻璃照进来，照得屋内暖洋洋的，孩子稚嫩
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家以前住的房子是竹木结构，危房
等级为 D 级。是珠海投入的帮扶资金，以
易地搬迁方式实现了对建档立卡户的帮
扶，解决了他们家的住房问题。”王早迪告
诉记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贫困户享受到了易
地搬迁的福利，从 2016 年起，珠海对怒江
州4县（市）每年各帮扶1000万元，主要用
于解决贫困户的住房问题。目前，由珠海
负责的 4 个易地搬迁示范点已经全面动
工，预计将有 1010 户 3679 名怒江州居民
从世代居住的高山峡谷里搬迁到适宜生存
和发展的便利区域。

贡山县普拉底乡腊咱村南大门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点由珠海格力集团下属建安集
团负责承建。据介绍，这个项目将为普拉
底乡523人提供住房保障，最终目标是建成
一个以民族特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小镇。

产业帮扶：
5大产业落地

“我们这里有三件‘宝’——蜂蜜、草
果、羊肚菌。”村民们告诉记者。

在贡山黑妈云飞养蜂基地里，“中华独
龙蜂”在山间飞舞着采集花蜜，为贡山脱贫
致富带来希望。据介绍，养蜂基地每年能
为村小组提供500亩蜜源植物。

在兰坪县通甸镇的通甸村，当地的种
植大户和梅在珠海的对口帮扶下，带着村
里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起了羊肚菌，年
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

这些都只是珠海产业帮扶怒江的众多
“造血”项目之一。在珠海帮扶怒江的工作
中，珠海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摸索出

“分散组织生产、集中规模经营”的产业帮
扶模式，依托扶贫资金支持产业项目发展，
带动贫困群众增收，形成了多元化、全覆盖
的产业扶贫新格局。目前，中华独龙蜂、羊
肚菌、冬早蔬菜种植、天麻和高黎贡山猪5
大特色扶贫产业已在怒江州各个县（市）落
地生根，群众参与热情极高。

珠海还先后在京东商城珠海扶贫馆和
珠海星园扶贫市场设立了“怒江馆”，在珠
海的 6 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设立了怒江
特优农产品专区，帮助怒江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众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珠海华发集
团等 5 家国企共同出资，由珠海农控集团
在怒江设立珠海农控怒江投资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帮扶怒江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
扶贫先扶智

在兰坪县一中，记者看到，两间教室门
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珠海班”和班
主任的姓名与电话。如今，以“珠海班”“怒
江班”为代表的教育帮扶模式已经成熟，
34名珠海教师来到大山支教，获得了怒江
家长和学生的高度认可；“一堂两班”“百校
千人”教育帮扶工作扎实推进；远程教育

“粤教云课堂”加快建设；两地学校频繁开
展远程互动教研活动，互派教师学习，珠海
名校长、名教师赴怒江开展讲座、公开课
40多次，培训怒江教师千余人次……

蜚声怒江的还有来自珠海的医生。在
福贡县人民医院，来自珠海斗门区妇幼保
健院的医生赵炜琨说：“我们去年 12 月来
此驻点，那时这里的儿科刚刚成立，相关知
识匮乏，对早产儿、幼儿多发症等疾病缺乏
治疗能力。”赵炜琨与同来的医生们一起，
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采取集中授课、示
范、病例讨论等形式，对福贡县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帮助
他们提高业务水平，熟悉各种儿科重症抢
救。短短 3 个月时间，就开展了全科学术
讲座 7次，进行重症抢救 7次，协助救治病
人150多人。

在怒江州，珠海先后派出36名医疗人
员，帮助怒江州县级医院提升多种大病治
疗能力，并完成了全州首例妇科腹腔镜手
术、首例冠脉造影手术等，推广新技术 52
项，下乡义诊7次，诊治群众7000余人次。
同时，举办“结核病防治技术培训班”，培训
126人，对泸水市洛本卓乡进行重点筛查，
共排筛4706人次。

珠海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对怒江州的
健康帮扶，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一期就投入4838.7万元帮助怒江人民
医院进行学科建设。

区县结对：
人才西北送

怒江有困难，珠海纷纷支援。3 月上
旬，当怒江番茄滞销的消息传到珠海，珠海
相关企业纷纷奔赴怒江进行收购。在社会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及电商平台的帮助下，
6000吨滞销番茄被及时售卖，价格还得到
提升。目前，珠海 8 个区与怒江 4 个县

（市）采取“二帮一”的方式进行结对，区县
结对比率达到 100%。同时，珠海市 16 个
乡镇（街道）和部分国企与怒江州 16 个贫
困乡（镇）对接，珠海市 9 个村（居委会）和
部分国企与怒江州 9 个贫困村实现对接。

“携手奔小康行动”初步形成全方位格局，
各区累计拨付帮扶资金5590.8万元。

人才是脱贫的关键所在。一年多来，
珠海累计选派102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常驻怒江开展帮扶，怒江州选派20名干部
到珠海各镇街挂职；为给怒江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两地先后举办领导干
部、业务骨干、专业技术人员等培训班 8
个，培训怒江各级干部300余人、校（园）长
40名、骨干教师125名。

珠海还出台了系列奖补政策，实施校
企合作“双百工程”，建立珠海企业培训生
产线，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输送，1600 名
怒江农村劳动力因此到珠海就业。

经济特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州演绎精准扶贫故事——

珠海连怒江 携手奔小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茹萍

青海省大通县向化藏族乡上滩村驻村干部周丹文：

产业兴旺是脱贫致富的关键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羊肚菌养

殖已成为贡山

县捧当乡闪当

村村民的致富

产业。

本报记者
李茹萍摄

在珠海的帮扶下，怒江州福贡县的贫困户从不适宜居住的高山峡谷里搬迁到宜居且

有发展空间的便利区域。图为搬迁点的村居房。 本报记者 李茹萍摄

2018年春节刚过，青海省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向化藏族乡上滩村驻村干部周丹
文就迫不及待地赶回了驻点扶贫村，和村
委会成员来到新修建的村民活动广场商讨
举办村民联欢会的事。周丹文告诉记者，

“2017年年底扶贫工作如期实现了贫困户
脱贫、贫困村退出的目标，村委会特地邀请
了农村演出队，准备给村民带来一场精神
盛宴”。

如今的上滩村，不仅拥有宽敞的村民
文化广场、整齐的花园苗圃，平整的水泥马
路也通向了各家各户。这些改变是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的。当时，受青海省国
土资源厅选派，周丹文入驻青海省大通县

向化藏族乡上滩村担任第一书记。从此，
上滩村的大事小情都让周丹文牵肠挂肚。

“气候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群众
观念陈旧、生活贫病交加是上滩村给我的
第一印象。”周丹文说，上滩村位于大坂山
南麓脑山区，平均海拔 3100 米，昼夜温差
大，每年霜冻期长达6个月。目前居住着4
个民族 251 户、1113 人，人均耕地不足 3
亩，年人均收入不足 3000 元，有三分之一
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村民多以土地为
生，兼放马，养牛、羊、鸡维持日常开销。

如何让8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让全村
稳定增收，是周丹文这两年多来考虑最多
的问题。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充
分考虑村情民意后，周丹文向对口帮扶单
位国土资源厅提出了上滩村加强土地平
整、田间道路修建等在内的土地开发整理
建设的建议。经过申报、审查、论证等环节

后，总面积为 323 公顷、总投资额 825.56
万元的上滩村高标准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于
2016年11月正式施工。

如今，纵横交错的水泥路面遍布上滩
村。“以前最怕雨雪天，去地里干活容易摔
跤不说，上山放牛羊也不容易。”村民祁三
成告诉记者，现在水泥路面一直修到山脚
下，不仅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拖拉机、
播种机等大型农机也能直接开到地里，大
大提高了全村农业机械化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显著改善，如何帮助
贫困户脱贫、促进全村经济发展？“产业兴旺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周丹文告诉记者。

依托 4.08 万亩的优良草场和村民世
代养殖牛羊的经验，上滩村确定，把生态畜
牧业作为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虽
然村民有世代养殖的经验，也知道养殖效
益好，但由于思想保守，村民一般只满足于

养一两头牛，难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
周丹文说，为了充分利用贫困人口人均
54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2017年，上滩村
村两委编写了上滩村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有产业发展经营能力的 43 户贫困户购
置了西门塔尔母牛，进一步拓宽了贫困户
脱贫的发展道路。

“村民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信心和决心
很大。”周丹文说，2015年10月，全村统计
贷款数额只有 20 多万元，2017 年 7 月，全
村贷款数额达到 560 多万元，基本上都用
于购置牛羊，壮大养殖规模。以牦牛养殖
大户李存库为例，去年他从银行贷款30万
元壮大牦牛养殖规模，年底算上新增的小
牛犊和卖出的成年牦牛，毛利润近 20 万
元。看到实际利益的村民们逐渐改变了以
前的养殖思路，由原来养一两头牛，发展到
了七八头，甚至几十头上百头。

不过，虽然上滩村已经实现了脱贫摘
帽，但周丹文看起来并不轻松。“如何巩固
脱贫成效仍有不小难度。”周丹文说，一方
面，要考虑脱贫户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增收
不返贫；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壮大村集体
经济。周丹文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依托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
借助产业项目支撑，在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继续带领全村群众打好绿色牌、
算好经济账、走好致富路。

从2016年9月广东珠海启动对口云南怒江州扶贫协作以来，已有

上百名来自珠海的扶贫干部及专业技术人员去怒江州服务，累计投入

各类资金超过2.81亿元，实施扶贫协作项目30个，从人才、技术、产业、

民生、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深层次、宽领域、多形式、

全方位的帮扶模式，让怒江的山水村寨发生了深刻变化

本报讯 记者刘春沐阳报道：贵州毕节黔西县
“春风行动·精准脱贫·校农结合·产销对接”战
略合作签约暨发车仪式日前在黔西雨朵镇举行。黔
西县与贵州绿色农产品流通控股有限公司就农产品
流通采购事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活动当天，贵州
绿色农产品流通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毕节农特优产
品销售中心等采购公司在黔西县各乡镇现场采购
20 余个品类的农产品，总计 30 吨，总金额 14
万元。

毕节市委常委、黔西县委书记卢林介绍说，原
本这些农产品面临滞销的命运，他们为此四处替农
产品找销路。最终，贵州绿色农产品流通控股有限
公司为这些产品找到了销路。“农产品滞销时，政
府帮助找销路，只能是一种临时的应对措施。从根
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高对市场的预判和分析能力。
这就需要引进专业的第三方平台。”卢林说，在此
背景下，黔西县与绿通公司达成合作。

绿通公司董事长高树刚表示，绿通公司是在贵
州全省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在“校农结
合”的基础上，将千亿市场需求与贵州扶贫产业进
行无缝对接。同时，绿通公司的平台还可以通过大
数据对市场进行预测。“我们每月可以帮助农民解
决 1800 吨的农产品销售，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
元。”高树刚说。

2017年以来，黔西县大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实现全县黔货销售总额3.67亿
元。黔西县引导县外农业企业和本地农民经纪人以直
供模式在全县部分乡镇种植各类蔬菜近2万亩，带动
300余贫困劳动力就业。

贵州黔西：

蔬菜产销对接 助力脱贫攻坚

采购公司将在黔西县采购的农产品运往市

场。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