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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家无所事
事、就等着政府救济的
贫困户李晓亮去广西打
工 了 ，现 在 每 个 月 有
3000 多元的收入。这
事要放在以前，村里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要知
道，李晓亮的妻子没有
劳动能力，他虽身强力
壮，但平日里除了接送3
个子女上学，整日打不
起精神，啥也不想干。

“村干部在会上点
名批评我，当时我还有
意见，回来仔细想想，
批评得对，我不能光靠
政 府 ，还 是 要 自 力 更
生。”前段时间，江西省
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
下村村委会对本村贫
困户进行“扶贫、扶智、
扶志”教育后，李晓亮
发出这样的感叹。

下村村党支部书
记 吴 茂 生 告 诉 记 者 ：

“教育效果很明显。村
民吴育香的儿子吴红
根3年时间未回家探望
父母，今年春节回家开
始赡养父母；村民何小
连的儿子胡文兵也不
再‘啃老’，外出学习汽
车修理技术……只要
思想意识转变了，不愁
脱不了贫！”

去年以来，新余市
探索“扶贫先扶智、扶智
更扶志”精准扶贫思路，
积极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扶智、扶志”教育，大
力宣传党和政府对贫困户的一系列扶贫政策和举措，
同时，积极引导贫困群众不再“等靠要”，进一步增强
自强奋进意识，取得良好效果。

最近，新余分宜县湖泽镇身残志坚、脱贫致富的
残疾人王利平，成为当地许多贫困户的学习榜样。

36岁的王利平是湖泽镇南溪村人，从小就患有
淋巴结血管瘤，一直没有得到根治。不过，病痛没有
击垮他，2012年起，他依托当地农村实际进行特色
种养。2015年，王利平病情突然加重，危及生命，手
术截肢及术后的医疗费用让他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再次陷入困境。然而，王利平并没有被疾病打倒，他
先后养鸡、种大棚蔬菜和玉米。2017 年，他贷款 5
万元发展大棚蔬菜和甜瓜种植，当年净赚 1.6 万余
元，成功实现脱贫摘帽。王利平说：“人活在世上就
得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让生活越过越好。”自己脱
贫后，王利平打算带动更多贫困户实现脱贫。今年，
他又在湖泽镇罗沙村流转50亩山地种植甜瓜，目前
已经完成了土地翻耕、平整工作，正在育苗。站在这
片土地上，王利平踌躇满志：“我不仅要自己富起来，
还要尽力带动和我一样命运曲折的人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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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五道营乡十七道沟村坐落在燕山北麓大山
深处。为了摘掉穷帽子，十七道沟村实行
整村易地搬迁，希望能够挪出穷窝，拔掉穷
根。

安居乐业并重

走出大山天地宽

易地搬迁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
境，但必须发展后续产业，为村民
提供稳定的就业渠道，确保收益有
保障

在丰宁县头道沟村新建的幸福新村，
14幢崭新的大楼次第排开，干净整洁的小
区内，80岁的毕彩霞和村里的几位老人悠
闲地晒着太阳聊着天。2014年6月，毕彩
霞和其他400多户村民从山区跑风漏雨的
土石房子里搬进了水、电、暖齐全的新楼。
小区配套建设了村部、小学、幼儿园、卫生
室、老年活动中心、商业街和文化广场等，
村民们告别了上学难、购物难、就医难等一
系列问题。

然而，55岁的村民贾瑞霞感觉这样的
日子过得很不踏实，自从搬到楼房以后，她
就把老家的五六亩贫瘠的耕地流转了出
去，因为效益不好又被退租了。种地没有
效益，她偶尔到周边一些企业打打零工，仅
可获得微薄的收入，生活还是没有保障。
而这，也是搬迁户们普遍担心的问题。

十七道沟村党支部书记孙玺珉认为，
乐业与安居并重，才能实现稳定脱贫。易
地搬迁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村民心情
舒畅了，心气高了，就脱贫了一半。但必须
要发展后续产业，为村民提供稳定的就业
渠道，确保搬迁户老家收益有保障、新家脱
贫有项目、公共服务有依托，才能让搬迁户
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十七道沟村一直没有像样的产业，村
民主要靠种植传统农作物和养猪牛羊维持
基本生活。要实现整村脱贫，单靠传统的
种养业是行不通的，必须立足村里的资源
优势和产业优势，创新发展思路。

十七道沟村生态环境优美，这是村里
脱贫的最大资本。村干部初步规划发展养
殖业、种植业、林下经济，打造田园综合体，
助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十七道沟村产业已
经初具形态。从养殖业来看，肉牛和黑猪
养殖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弘农谷牧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玺国是村里有名的养
猪大户，他流转了 4000 亩土地建起了跑
山黑猪养殖场，养殖规模达到400多头；孙
玺珉投资建设了一个200头规模的肉牛养
殖场；村民粱华、张福明夫妇发展育肥羊养
殖，养殖规模150多只，还准备继续扩大养
殖规模。从种植业来看，村里建起了党员
产业示范基地，孙玺珉带头投资建设了80
个蔬菜大棚，种植有机蔬菜，实行会员制，
吸收周边城市的中高收入消费者为会员，
生产的有机蔬菜直供会员，每斤蔬菜价格
不低于10元。从林下经济看，主要是发展
生麻、蕨菜、野生韭菜等山野菜，发展榛子、
苹果梨、海棠、沙棘等产业。孙玺珉设想，
最终要把十七道沟村打造成为一个集高效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

但是，十七道沟村产业受到资金短缺、
人才不足、市场渠道不畅等多重因素制约，
发展缓慢，吸纳就业能力有限，产业脱贫任
重道远。

重振集体经济

实现稳定脱贫

只有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才能
让全体村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全方位提高贫困群众
的幸福指数

在十七道沟村幸福新村社区旁边的
一处废弃的农家院内，81岁的于信老人正
在松土，准备种一些蔬菜。他每月除了90
元的养老金，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在幸福新村社区，像于信这样失去劳
动能力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向记者诉说
着他们搬进新楼后的种种烦恼——村里承
诺住进楼房3年之内免除电费、煤气费和取
暖费，但3年之后，这些费用将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他们如何承担？而且，很多老人身
体有病，医药负担也让他们寝食难安。

相较于搬进楼房的村民，现在仍然居
住在山区的赵宗武、邵淑荣一家的生活贫
困得让人心痛。8 年前，他们的儿子离婚
后外出打工，至今杳无音信。赵宗武身患
脑梗多年，邵淑荣患有严重的阑尾炎，无

钱做手术。赵宗武的孙子正在上中学。一
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老两口2000多元的
养老金和2000多元的低保金。

“解决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特别是孤
寡老人的贫困问题，单靠政府的力量和爱
心人士的捐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壮大集
体经济，提升基层组织服务能力。”十七道
沟村主任杨立明说。

只有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才能让全体
村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环境，全方位提高
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

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十七道沟村根据
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招商引资，引进企业，
探索“企业+村集体+农户”股份合作型
发展模式。去年村里引进北京二商集团投
资肉牛养殖业，其中北京二商集团占51%
的股份，村集体占 14%的股份，村民占
35%的股份，国家给贫困户每户5000 元
扶贫资金折算为股份，每年进行两次分
红。孙玺珉表示，股份合作型发展模式能
够有效激发村民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村
集体和群众“双致富”。未来他们将采用
这种股份合作型模式，引进更多的大企
业，打造田园综合体，不断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

内力外力结合

凝聚脱贫能量

贫困村脱贫要借助外力，更要
激发村民的内在动力。不仅要给贫
困村带来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带
来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让村民自己
行动起来

不久前，经济日报和东方卫视联合推
出的精准扶贫公益节目《我们在行动》制片
人兼主持人陈蓉邀请SOHO中国董事长潘
石屹、知名演员王宝强、郭碧婷组成公益扶
贫小组，来到十七道沟村开展为期三天的
公益扶贫活动。

十七道沟村村民对潘石屹、王宝强、陈
蓉、郭碧婷等人抱有殷切的期望。他们希
望这支公益扶贫小组能为村里的跑山黑猪
养殖打开一条销路，为村里找到更多切实
可行的产业脱贫方案。村民们对企业家潘
石屹更是寄予厚望。在名誉村主任的公开
竞选中，潘石屹高票当选十七道沟村名誉
村主任。

潘石屹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经过几天考察，他们认为跑山黑猪养殖
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带动能力强的产业，
他们会竭尽全力帮助跑山黑猪贫困村打开
外销渠道，借助电商平台，把跑山黑猪打造
成为一个知名品牌，提高当地村民的生产
能力，实现家家户户增收，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脱贫。

王宝强对于建设具有当地风情的民宿
及发展旅游业颇感兴趣，甚至考虑在当地搭
建影视基地来带动休闲旅游业。“我们不是
临时来帮助贫困户的，而是要寻求一个长期
脱贫的解决方案，让这个贫困村真正脱贫，
在这方面我们要下大功夫。”王宝强说。

在潘石屹看来，贫困村脱贫要借助外
力，更要激发村民脱贫的内在动力。他们
当前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一个
有能力的人，让他来带动村民脱贫。孙玺
珉无疑就是村子里那个有能力的人。他
20多年前辞去村干部的职务，在当地贩卖
过牛羊肉，后来到北京创办企业，成为一名
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投资农业，2012 年当
选为村支书，带领父老乡亲探索脱贫之
路。他希望潘石屹等人的到来能带来一些
脱贫的新思路和新资源。

在十七道沟村村委办公楼大门上挂着
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精准扶贫，人人有责”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精准扶贫不只是政
府的事情，也不只是村干部的事情、企业家
的事情、公益明星的事情，而是全社会人人
都该承担起的一份责任。陈蓉表示，通过
这个扶贫公益节目，可以集聚企业家和明
星的力量，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
势，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或者管理经
验植入到贫困村产业经济发展中，壮大村
集体经济，带领全体村民脱贫，实现共同富
裕。知名演员可以借助自己的知名度，提
高公众对贫困村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的物
流、资金流、人流流向贫困村。

潘石屹认为，做公益和慈善需要大家
把劲儿往一处使。他希望通过这个扶贫活
动，引导更多有财富、有能力的人参与到扶
贫中来，用可复制的模式帮助更多的贫困
村脱贫。对于扶贫，潘石屹还有更深层次
的思考。他说：“一定要把扶贫和扶智、扶
志结合起来。”他们不仅要给贫困村带来物
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的知识和技
术，让村民自己行动起来。

为十七道沟村寻精准脱贫良方
——经济日报、上海东方卫视“扶贫，我们在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河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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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营乡十七道沟村是国家

级深度贫困村，整村易地搬

迁后，如何实现“稳得住、能

致富”？十七道沟村带领贫

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起跑山

黑猪等产业。日前，经济日

报和东方卫视联合推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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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为跑山黑猪打开一条更

宽阔的销路，也要为村里找

到更多切实可行的产业脱贫

方案 河北丰宁五道营乡十七道沟村的跑山黑猪养殖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是一项能带动村民致富的有前景的产业。图为参加经济日报
和东方卫视精准扶贫公益节目“扶贫，我们在行动”的公益扶贫小组队员与村民一起喂猪。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十七道沟村党员产业示范基地内，基地职工邱福祥在大棚里打理蔬菜。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广西全力打好脱贫硬仗

确保今年减少115万农村贫困人口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韦永喜报道：2018
年，广西将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以脱贫攻坚作风
建设年和扶贫干部培训年活动为抓手，确保减少农
村贫困人口 115 万人，实现 1450 个贫困村和 14 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

据了解，去年广西全区减少贫困人口95万人，
贫困发生率 5.7%，同比下降 2.2 个百分点；实现
1056个贫困村出列，6个区定贫困县脱贫摘帽，1个
国定贫困县龙州县达到贫困县摘帽标准并通过自治
区验收。

2017 年，广西全区共筹措财政扶贫资金255.8
亿元，同比增长 54.7%。2018 年，广西将进一步增
加自治区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确保增幅达20%
以上，且超过2018年中央下达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总量的 30%。同时加大金融对脱贫攻坚支持力
度，发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脱贫攻坚。

为确保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广西将全力打
好脱贫攻坚“五场硬仗”。一是产业扶贫硬仗。加大
产业扶贫投入，集中资金、项目、技术等资源，重点扶
持县级“5+2”、贫困村“3+1”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发
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等主体带动作用，创新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
贫困户参与度，确保年内覆盖 80%以上的贫困户，
力争全覆盖。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硬仗。年内将修建
1万公里通屯路，其中硬化水泥路6000公里以上，
年度计划脱贫摘帽村20户以上自然村（屯）全部通
砂石以上道路。同时推进“四好农村路”、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电网升级改造、宽带网络等项目
建设。三是易地扶贫搬迁硬仗。加快安置点建设进
度，确保年内2016、2017年计划搬迁贫困人口的入
住率达 100%，2018 年计划搬迁对象入住率达
60%。四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硬仗。出台支持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各地创新村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确保2018年底所有脱贫摘帽村
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五是粤桂扶
贫协作硬仗。全面抓好粤桂扶贫协作框架协议10
方面内容的落实。

丰宁县头道沟村新建的易地扶贫搬迁幸福新村。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