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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一场特殊的招
聘会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源
县举行。这场由北京市人
力社保局携手河北省人力
社保厅、天津市人力社保局
举办的 2018 年春风行动
精准扶贫京津冀联合招聘
会，为当地和周边易县、唐
县、阜平县农村劳动力提供
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

这种把工作岗位直接
送到受援地的招聘会，是
北京精准出招助力帮扶地
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这股温暖的“春风”不仅造
福了冀中大地，更吹到了
长城之外。

刚刚过去的 3 月份，
北京在对口帮扶的河北、
内蒙古等地，实施了为期
1 个月的“春风行动”，先
后在河北省张家口张北、
保定阜平、承德滦平、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举办
了10场大型招聘会，北京
近百家企业提供了电信、
制药、建筑、家政服务、食
品加工、酒店管理、物流配
送等行业就业岗位3万多
个，现场有 7000 多人达
成就业意向。

为促进受援地贫困人
口就业，北京利用自身就
业机会多的优势，促进劳
务协作，建立了市、区两级
扶贫协作工作协调沟通机
制，下发《关于做好就业扶
贫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文件，为促进贫困人口
就业提供政策指导。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扶贫协作任务有7个省区
89 个县级地区，其中中央考核的扶贫协作任务涉
及 5 个省区 72 个县，共 134 万贫困人口，包括西藏
拉萨 4 个县、新疆和田 8 个县团、青海玉树 6 个县、
内蒙古 31 个贫困县、河北 23 个贫困县。其中，西
藏、新疆、青海是国家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内蒙
古、河北贫困县多、贫困人口多、基础条件差，扶贫
攻坚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北京把助力受援地打赢
脱贫攻坚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京市支援合作
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北京投入财政援助资
金 56.84 亿元，实施援助项目 877 个，助推受援地
46.65万人脱贫。

在开展支援过程中，北京市广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参与，着力构建大扶贫格局。通过开展携手奔小
康行动，全市16个区与受援地区89个县建立了结
对帮扶关系，各街乡、企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广
泛结对，目前已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脱贫攻坚核心在人。仅 2017 年，北京就派出
800 多名党政干部和专业人才，接收132名受援地
区党政干部来北京挂职；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
合，北京举办164期培训班，为受援地培训5309名
各类急需人才；选聘57名专家建立智库，为受援地
党建、产业、民生、法治、环保、文化等方面提供咨询
服务。

2018年，北京市将坚持把财政援助资金的80%
以上用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年共安排财政援助
计划内资金 49.7 亿元（不含新增资金），实施项目
795个。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实现高考上线率 100%，新
疆和田等地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普及迈上新台阶，内
蒙古精准医疗项目成为扶贫领域品牌，引导416家
北京企业到受援地区投资，扶持产业园区和特色产
业……北京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不断增强着
受援地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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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晚，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82
期正在播出，海南省海口市云龙镇的贫困
户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云岭村扶贫夜校观
看点，同扶贫干部们一起收看节目。本期
节目播出的内容是琼中县蜂业办副主任
邓群青在林间养蜂现场给大家介绍养蜂
的周年管理办法。节目内容鲜活生动，在
场的农户认真地收看节目，有的还在小本
子上做着笔记……

喜闻乐见形式新

扶贫夜校整合广播电视、远
程教育站点、互联网等媒介资源，
全方位提供扶贫政策、种养技术、
产销信息、就业需求等各种培训
内容，提升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意
愿和能力

2016 年 11 月份，海南省委省政府开
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夜校节目每周一
期，每期节目60分钟。目前，海南全省设
有 2690 个夜校教学点，共有 13 万多学员
到夜校教学点集中收看、学习和讨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劳动力 11.7 万
人，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乡镇扶贫
干部、村两委干部2万余人。

云岭村村民胡行杜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学习之星”。在颁奖
仪式上，他的帮扶干部为他披上红绸带，
并为他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杯。

胡行杜一家 4 口人，因为孩子上大学
四处举债，2014 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从电视夜校开播的第一期起，村镇干部就
组织他到电视夜校收看节目。他了解到
国家对贫困户的助学政策，于是通过镇里
干部帮助提出申请，得到了助学资金，缓
解了家庭压力。同时，通过观看电视夜校
节目，他还学会了一些农业技术，开始科
学种植萝卜、地瓜、豆角等。

电视夜校还让胡行杜得到了一个意
外惊喜——他曾做过门窗防盗网，一起来
收看电视夜校的村民不仅成为他的客户，
还为他介绍客源，他家的日子因此越过越
好。2016 年就在他第一次被评为“学习
之星”的同时，他们家也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这全都是电视夜校给我们家带来
的福音。”胡行杜说。

4月10日一早，海南省广播台节目录
制间里，电视夜校第 85 期节目正在录
制。本期内容是讲述电商扶贫的故事，主
讲人是海口市秀英区永兴电商扶贫中心
负责人万龙。在做电商之前，他从事了 7
年电视新闻工作，因此跑遍了海南各地，
海南随处可见的优质产品让他感叹。“可
是，好东西却鲜为人知、没有好销路。”万
龙说。于是，2015 年他毅然选择了发展
电商。为了能让海南的优质农产品尽可
能保持原味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过去 3
年间，他和伙伴们走遍了海南19个市县、
300多个行政村。

据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谭基虎
介绍，电视夜校与传统夜校不同，它整合广
播电视、远程教育站点、互联网等各类媒介
资源，借助媒体快捷、直观、群众喜闻乐见、
教育面广等优势，全方位提供扶贫政策、种
养技术、产销信息、就业需求等各种培训内
容，普及扶贫政策，在全省营造浓厚的脱贫
攻坚氛围，进一步提高乡镇扶贫干部、帮扶
责任人、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掌握和
运用扶贫政策的水平，进一步提高贫困户
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和扶贫帮扶工作的满
意度，提升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能力，
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同时，电视夜校
也保留了传统夜校的优势，把分散的贫困
群众组织到一起集中学习，并利用课后时
间讨论问答，巩固教学成果，比在家自学更

有效果。

干群同心一家亲

在电视夜校开播的同时，海
南省各市县主要领导带头深入夜
校教学点和贫困群众一起学习讨
论，并解决夜校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
作到位、效果到位

为了办好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海南省
直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海南省
委农办把电视夜校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抓紧抓实；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及夜校工作
推进小组办公室，统筹夜校教学日常工
作，并精心策划专题栏目、选好主讲人与
优秀案例；省委组织部牵头夜校组织和监
督考核工作；省扶贫办做好协调工作、监
督夜校工单办理并指导教学内容；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精心录制节目。

为加强与群众沟通互动，海南省专门
开通了脱贫致富服务热线 961017。在电
视夜校节目直播期间，各相关职能部门派
专人到现场接听群众来电，现场受理贫困
群众对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法规的咨询，
以及在产业发展、生活保障、教育培训等
方面的诉求。不能当场答复的问题形成
热线工单，派发到各职能部门限定7个工
作日内回复、办理，并建立热线工单跟踪

督办制度，每10天通报一次。
截至 2018 年 4 月 2 日，961017 服务

热线共接到群众来电38964个，生成工单
37515个，共办结工单37439个，工单办结
率达99.80%。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谭连村村民占
尊科2017年被评选为“脱贫之星”。占尊
科的母亲体弱多病，一对儿女患有马凡氏
综合征，为了给孩子治病，耗尽了家中所
有积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云龙镇委
镇政府帮了我，他们让我去电视夜校看节
目，学养牛技术，还帮我联系农商行办贷
款。”占尊科说。

据了解，自2016年11月18日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开播以来，截至目前，夜校
已经陪伴桥头镇贫困户走过了一年半的
时间。当初，全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34 户、957 人，2016 年完成 54 户、225 人
脱贫，2017 年完成 147 户、606 人脱贫，
2018 年将完成剩余的 33 户、126 人全部
脱贫的目标。

榜样力量增干劲

电视夜校既送技术、送信息，
更送志气、送信心。贫困群众通
过在夜校的集中学习，精神面貌
得到了极大改变，脱贫致富内生
动力不断增强

扶贫先要扶志。当看到勤劳的人靠
着自己的双手把房子盖起来、把车子开回
来时，那种不甘落后的志气就被激发出来
了。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80 期，请来了
一位打工励志的典型——来自海南省槟
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的运营总经理吉
贵。站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讲台上，他
告诉大家，30 年前，他和许多人一样，家
里一贫如洗。贫穷曾一度让他自卑，但他
知道，必须自立、自强，靠自己的双手改变
命运。

1996 年，他开始外出打工，在经历了
漂泊和磨炼后，吉贵成了一名管理者。为
了帮助镇里的贫困户尽快脱贫，在他的倡
导下，槟榔谷景区出资建造了“惠农一条
街”，免费提供给周边农户经营，惠农街的
热带特色产品琳琅满目、物美价廉，吸引
了参观者的目光。

“想要摆脱贫穷，要有咬紧牙关的志
气和勇气，要不断突破自我，挑战自我。”
吉贵这样说。

吉贵的经历影响了很多群众，“勤劳
方致富”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积极行动
起来，准备依靠自己的双手富裕起来。

精准扶贫得民心

帮扶干部在组织群众收看电
视夜校节目的过程中，课前走村
串户进行宣传，课后精心组织讨
论，并根据贫困群众自身特点，共
商脱贫之计，扶贫措施更精准

屯昌县枫木镇的“枫绿苦瓜”以早熟、
丰产、果色鲜绿、肉质爽滑、微苦带甜及耐
贮运等特点享誉省内外。为此，电视夜校
特意录制了一期苦瓜种植技术节目，给贫
困户提供了一次学习借鉴的机会。石岭
村村民王发儒的2亩苦瓜今年已经卖了2
万多元。此前，他一直在城里打工，但当
看到同村的村民一个个因种苦瓜富裕起
来后，他也动了心思。2017 年，他租了 2
亩地种苦瓜，村干部组织他和其他贫困户
一起收看电视夜校里的节目，学习苦瓜种
植、管护技术。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合
作社赠送给他800株苦瓜苗，农技人员经
常上门指导。今年他家的苦瓜收成很好，
价格也高，如今他不仅脱了贫，还得到了
政府的危房改造补贴，建起了100平方米
的大房子。

4 月 11 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长征镇烟园村的蚕茧收购站里一派热
闹场面，农户们骑着摩托、开着三轮车
驮着一包包蚕茧，过筛分拣、装箱称
重、开票结算，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据长征镇党委书记邵正斌介绍，种桑
养蚕是当地的传统，也是个“短平快”的好
产业，蚕从孵化到成茧只需要15天时间，
一张 A4 纸大小的蚕卵购买时 300 元左
右，结成的蚕茧能卖到 5000 元。“电视夜
校讲授养蚕技术，加上村干部和养蚕能手
的帮带，很多村民都纷纷种桑养蚕。目
前，琼中桑园面积达 2 万亩，3600 多户农
户从中受益。2017 年以来，全村养蚕收
入已达163万元。”邵正斌说。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开办以来，截至目
前，已播出 82 期，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
是贫困户全覆盖，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主要劳动力都参加集中收看夜校节目；二
是帮扶干部全覆盖，驻村第一书记、帮扶
责任人、乡镇扶贫干部、村“两委”干部每
一期都和贫困群众一起集中收看夜校节
目。“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从‘穷
了咋办’到‘我有办法’，电视夜校就像一
个窗口，让贫困户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邵正斌说。

海南开启精准扶贫新模式——

扶贫夜校，从“富头脑”到“富口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李春玲

扶贫要扶志、扶智并

举。2016年，海南省开办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夜校

节目每周一期，每期60分

钟，播出内容既有种植养

殖等产业知识，又有电商

发展等实操经验，还有脱

贫 带 头 人 的 励 志 故 事

……在为贫困群众送去

实用脱贫技能的同时，也

为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鼓足了干劲，使贫

困群众既“富了头脑”又

“富了口袋”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今年陕西将重点抓好
项目建设、后续脱贫产业发展、聚焦深度贫困等８
项工作，确保“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建设
任务基本完成，基础服务设施同步配套，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50%以上家庭实际入住。

为易地扶贫搬迁取得实效，陕西省今年将紧盯
“竣工率、配套率、入住率”，除了省内７个县10
个安置点7463套新开工建设的高层安置房到明年
６月达到国家规定入住标准外，确保其他安置房于
今年年底前达到国家规定入住标准。目前，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建设项目已全面开（复）工。

今年陕西还将专题部署“摘帽县”的建档立卡
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安置工作，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探索
更加符合实际的集中安置方式、后续脱贫模式，支持
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增减挂钩和整自然村组搬迁试点，
及时帮助深度贫困县发现问题，破解难题，促进深度
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健康发展。

围绕已建成入住的安置小区，陕西将搭建适合
搬迁群众的产业体系、就业支撑和创业平台，积极
推广“社区工厂”，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特点，把
搬迁群众纳入产业链中，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同
时，陕西还将通过强化培训等手段，提高劳务输出
的组织程度和服务水平，全力确保搬迁群众实现稳
定脱贫。

在海口市云龙镇云岭村扶贫夜校观看点，贫困户和扶贫干部们一起认真收看节目。 李春玲摄

扶贫夜校讲授养蚕技术，加上村干部和养蚕能手的帮带，琼中县长征镇很多村民都养
起蚕来。目前，琼中桑园面积达2万亩，3600多户农户从中受益。图为在蚕茧收购站里，
农户们在分拣蚕茧。 李春玲摄

海南省广播电台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直播现场，讲述电商扶贫故事的第85期节目正在
录制中。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确保过半搬迁家庭实际入住

陕西扶贫安置建设项目全面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