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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采摘第
一茬毛木耳的时节，在
山东鱼台王庙镇大奚村
昌健食用菌种植合作
社的木耳大棚里，村民
马孝慈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小不点’帮了俺大
忙了。”他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在昌健食用菌种
植合作社的帮助下，通
过种植毛木耳，他用了
不到两年时间就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柳编、灯笼、拉花及
各种节日用工艺品等看
似不起眼的“小不点”产
业，在鱼台扶贫工作中
发挥了大作用。近年
来，鱼台县坚持靶向扶
贫，紧盯重点区域、重点
人群，精准发力，以合作
社和扶贫车间为依托，
建起了昌健木耳、润农
种业、润柳工艺品、太阳
贸易草编、鹤来香食品
等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合作社+基地+农
户”“扶贫车间+农户”等
方式，把贫困户纳入产
业链，通过劳动拔“穷
根”、除“顽疾”。去年，
鱼台县共实施产业扶贫
项目10个，惠及贫困户
1176户3052人。

鱼台种植毛木耳已
有 30 多年的历史，当
地农业部门大力推广现
代优质毛木耳优新技术
与优新品种、高产高效
栽培和病虫害生态化治理技术等，毛木耳等食用菌
产业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有了明显改善和提
升，让毛木耳这个“小不点”长成“参天树”，年
产值近12亿元，成为全国毛木耳生产大县。

“装菌袋、摘木耳、晾晒等简易环节的岗位，
不需要啥技术，也不用费多少力气，特别适合老年
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开
展。”据鱼台昌健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
汉友介绍，他们优先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岗
位，并将大棚免费租给贫困户种植，帮助周边村庄
40 户 12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在鱼
台，像“昌健”这样的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有
40余家。

在扶贫调研中，济宁市特警支队挂职张黄镇
的扶贫副书记张计刚发现，张黄工业园区内的鱼
台县华利雅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节日纸制
品，如灯笼、拉花、纸帽、喇叭等，工艺简单，务
工灵活性比较大，可以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非
常适合家庭妇女和老人操作。张黄镇政府因势利
导，在村里投资建设“扶贫车间”。今年年初，他
们将扶贫车间整体承包给华利雅工艺品有限公
司，在把承包费用分发给贫困户的同时，鼓励华
利雅公司积极吸纳周边村庄的贫困户劳动力就
业，实现了贫困户有工作、企业有劳动力的双赢
局面。

同时，他们还在3个省级贫困村积极打造“一
村一品”村级加工扶贫车间，就近招收周边各村贫
困户中的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到车间务工，既可以
在加工点集中干活，也可以回家加工，有效解决了
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在张黄镇大陈村产业扶贫车间，建档立卡贫困
户陈雪菊告诉记者，她的公公婆婆年岁已高，身体
多病，无劳动能力，两个孩子还在读小学，她要伺
候老人又要照顾孩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丈夫独自一人外出务工，自从村里有了扶贫车间以
后，自己也能利用空闲时间做工，每天能挣40元
到50元，为家里增加了一份收入。

截至目前，华利雅工艺品有限公司已经在张
黄镇建成了以军城村镇级“扶贫车间”为中心的5
处村级扶贫车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300 余个，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0 多人，人均月增加收入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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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崇山峻岭 重建生活绿洲
——甘肃武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通讯员 李娜娜

甘肃武威市对生活在祁

连山高海拔贫困山区和生态

恶化沙区、干旱区的群众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并采取产

业先行的办法，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为他们找到脱贫新门

路，不仅让生态环境恶化的

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也让

从山区里走出的百姓尝到了

生活的甜头，有了致富的奔

头

图为住宅区与养殖区分置的天祝县松山镇南阳山移民片区祥瑞新村一角。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江西省上栗县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大力发展各
类合作社700多家，并引进农业能手为群众开展技
能培训。目前，各类合作社提供就业岗位共1.12万
个，贫困户人均年增收7000元以上。图为上栗县杨
岐山乡康佑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正在给村
民讲解桃树种植和管护要点。

李 俏摄

技能培训送进村

李辉在村里走访。 （资料图片）

我的人生与朱李庄村紧密相连
河南省沈丘县侨务办驻刘湾镇朱李庄村第一书记 李 辉

因为任职“第一书记”，从2015年9月
份起，我的人生便与刘湾镇朱李庄村紧密
相连。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一亩三分
地，还得看天气”。这是当时朱李庄村的真
实写照。乡亲们大多是种点粮食打点零
工，温饱将就够。贫困像一块大石头，压得
他们直不起腰。

入村前，我的想法很简单：驻村期间，
把家底摸清了，计划定实了，项目立住了。
这样即使自己以后离开村子，村民脱贫致
富的路子也就有了。

但是，走访的结果却着实让人“揪心”：
村里有点本事的，早就跑到外头闯去了；待
在家里的，就业机会很少，村民的生活水平
普遍较低。贫困户大多因病致贫，入不敷
出。有的孩子学习优秀，却因家庭困难而
辍学打工。有的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
关爱，不能健康成长……

走访越是深入，我越深刻感受到，比贫
穷更可怕的是，一些贫困家庭“穷怕了”“穷
垮了”，不管别人怎么帮，不愿试也不敢
试。只是“蹲在墙角晒太阳”，等着政府
救济。

没了志气，再帮也扶不起。扶贫咋扶
志，怎样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成为摆在我
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要想让大伙儿有心气儿，就得给他们
希望。经过考察，我和扶贫队员们发现，村
里适合种植晚秋黄梨。于是，我们开始给

大家讲流转土地的好处，准备带领大家一
起种植晚秋黄梨。起初很多村民不理解，

“离了地，我们还能干啥？”“不中不中！”
一趟趟、一户户，拉家常、讲政策，掰开

揉碎地劝，让大家感觉你和他一条心了，工
作也就做通了。最终，村民们通过土地流
转“一地生三金”，即流转土地挣租金、梨园
打工赚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贫困户人均
年纯收入从2015年的2500元提升至2017
年底的 10934 元。自从生活有了明显改
善，大伙儿的劲儿开始往一处使了。

梨树长势良好，村民心里乐呵。我激
动，却更清醒。脑子活的村民能种梨树受
益，需要兜底的贫困户咋办？没劳动能力
的村民又有啥收益？我深知，要想长效发
展，必须下大力气，彻底盘活村级经济。

经商议，我们将梨园20%的利润，大小
荷塘、光伏发电站以及村集体经济试点项
目肉牛养殖的收入，全部归村集体经济所
有，用于困难家庭的兜底及村集体发展。

如今，村民们一得闲，便争着去参加集
体活动，做义工。为啥积极性这么高？用
村民的话说，这样做既锻炼了身体，又能赚
积分。有了积分，就可以去爱心超市换生
活用品。

不仅做义工有积分，垃圾清理、敬老爱
亲、凡人善举等都有积分。如今，村里人人

比卫生、比孝顺、比做好事，村风向上向好。
“这路坑坑洼洼，走着难哦！”“没玩的

地儿，只能猫在家里看电视！”……入户走
访，村民们最迫切的诉求就是改变村貌。

可整修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花费不
是小数目。不过，我也明白，越难的事，你
解决了，村民就越服你，越相信党组织。

为此，我们多方筹集资金、找设计部
门设计图纸……当6.2公里的道路硬化完
成，道路亮化、自来水管网改造成功，村
室、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成后，村民们
脸上舒展的笑容，就像盛开的梨花那样
好看。

端起粗瓷碗、吃吃农家饭，坐在板凳
上、聊聊农家事，卷起袖子来、干干农家活
……转眼两年过去了，从茫然无措到与村
民打成一片，我的人生在扶贫攻坚战中得
到了历练。

每当我走在村里那笔直、整洁的村道
上，不时会有村民和我打招
呼：“书记来两年，朱李庄村
干了过去几十年的活儿。”我
想，扶贫工作千头万绪，一枝
一叶总关情，“说一千道一
万，两横一竖是关键”，这两
横一竖就是“干”。

（夏先清 郭力铭整理）

从海拔3000多米的甘肃武威市天祝
县赛什斯乡搬迁到松山滩德吉新村的陈进
武一家，住上了 90 多平方米的二层小
楼，生活从此有了新变化。

“以前住在大山沟里，吃水难、出行
难、看病难，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更是没法
解决。下山入川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出去打工离县城也近，几十分钟就到
了。”陈进武说。

甘肃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辖区海
拔在1350米至4872米之间。近年来，部
分生活在高深山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牧民
因山区条件艰苦、自然灾害频发，就医、
上学、行路、喝水等难题严重制约生产生
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扶贫开发与资
源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

为此，武威市通过整乡搬迁、就近收
缩等方式，将生活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
群众搬迁出来。其中，位于天祝县松山镇
境内的南阳山片和古浪县西靖镇境内的黄
花滩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工程，成为
4.86万贫困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点
民生工程。

新房子开启幸福新生活

松山镇是天祝县 19 个乡镇中唯一不
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乡镇，也是
全县最大的一片地势平坦区域。黄花滩位
于古浪县的中部绿洲区，相对于南部山区
而言，非常适宜群众留居。因此，两个地
区成为武威市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的重
点区域。

“我们以前住的村子离县城很远，买
东西开着农用三轮车来回一趟就得一整天
时间。”今年2月份，李宗永从横梁村的
土坯房搬到了黄花滩兴民新村的移民点
后，就再也没有为这些事操过心，“移民

点学校、卫生室、广场啥都有，自来水
也通到了家里，旁边就是一条省道，去
哪里都方便”。

以前最让李宗永头疼的是吃水问
题，人在山上住，水在山下流，挑一担
水要爬半个小时的山路。

这个问题早在他搬迁过来之前，当
地政府就已经考虑到了。2012 年以来，
黄花滩移民区坚持移民住宅与水、电、
路、渠、林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
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同步配套，就是为
了确保移民群众能够搬得来、留得住、
过得好。

李宗永家是搬进黄花滩兴民新村的
1192户农牧民之一。从2015年9月份兴
民新村开建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片
占地1700亩的新型移民安置点，容纳了
来自古浪县南部高深山区的贫困群众
1259户约5148人。在武威市，类似于古
浪黄花滩的生态移民点还有天祝南阳山
片、凉州邓马营湖等一批移民搬迁示范
基地。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武威市已
对生活在祁连山高海拔贫困山区和生态
恶化沙区、干旱区的 4.86 万人实施了易
地扶贫搬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47
万 人 。 截 至 2017 年 底 ， 已 建 成 住 宅
11899 套，搬迁安置移民 5839 户 23393
人。2018 年，计划新开工建设 3123 户
10965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目前正在加
快项目的前期工作。

新产业带来脱贫新门路

易地扶贫搬迁，只让搬迁群众住进
新房子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他们搬
得来，更重要的是要“稳得住、能致
富”。

“我们采取产业先行措施，政府给每
户移民配套建设一座大棚，可以种植，也
可以养殖。村（牧）民原有土地流转费用
也是一笔收入。此外，还可参与种植及养
殖管理等打工挣钱。”天祝县委书记张发
基介绍，当地新引进的小香菇产业已初具
规模，每座大棚栽培香菇可实现收入3万
多元。

在天祝县，不仅小香菇被逐渐培育成
了增收产业，去年以来天祝县还开始试种
藜麦并取得了初步成功。由于海拔高、温
差大，这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洋
品种，在天祝县的平均亩产可以达到150
公斤。今年，该县在松山镇南阳山移民点
推广种植的 5000 亩藜麦，总产值可达
600万元。

距离天祝县40 公里的古浪县，采取
企业统一经营和农户参与种植生产相结合
的模式，发展起了特色林果的“戈壁农
业”。截至目前，已经有823户贫困户将
823座日光温室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于
今年 2 月 12 日兑付“以棚入股”分红资
金246.9万元，实现了“资源变股权、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

除了种植业，古浪县黄花滩新居群众
历来都是靠养羊为生，村民胡全科从 15
岁就开始放羊，如今他靠着这门手艺摘掉
了穷帽子。

搬迁到黄花滩新西村后，他依旧干起
了老本行。“我负责移民区兴盛种羊繁育
基地羊舍的整体管理，一个月可以挣
5000 元钱，比以前自己辛苦放羊好多
了。”胡全科说，同村的乡亲郭忠月、朱
梅花夫妇慕名前来，一人打理一个羊舍，
每人每月工资2700元。对于供养两个大
学生的他们来说，在家门口的这份收入远
比出门打工要好得多。

而且，村民自家的羊还可以作为股份

入股兴盛种羊繁育基地。“如果入股了 4
只羊，今年下的小羊羔，公的可以出售，
母羊羔可以继续入股，第二年入股羊羔就
变成了6 只。”兴盛公司总经理胡丛斌为
村民算了一笔经济账，股份分红加上务工
工资，每户的年收入基本可以稳定在5万
元以上。

新环境孕育新希望

“以前在山里待着没希望，种地放羊一
年到头只能填饱肚子，连个零花钱都挣不
出来。”李宗永告诉记者，过去老家的村
里几乎家家都养羊，平均下来每家有100
多只羊，都是放养，搞得山里的灌木都长
不到膝盖高，“我们搬下山以后，山上的
植被恢复得特别快，上次回去一趟，灌木
条子有一人多高”。

记者从武威市林业局了解到，生态移
民搬迁后，武威市对迁出区实行了封山禁
牧，辅以造林、种草、散播等措施，生态
修复成效明显，水源涵养功能逐步增强。
移民迁出区恢复生态用地 72 万亩，恢复
水源涵养林5.2万亩，减少对草原破坏及
影响面积418.8万亩。据观测，2017年武
威市植被覆盖度达到了 42.9%，比 2010
年提高了 4.71 个百分点，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新房子、新产业，从山区里走出的百
姓尝到了生活的甜头，也有了致富的奔
头。李宗永说再也不用为孙子上学而发
愁，小孙子从家里到幼儿园只需要 3 分
钟。目前，除了种植一个西红柿大棚，李
宗永还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张开农合计搞
梭梭草嫁接肉苁蓉的种植，“村里现在推
广梭梭草嫁接肉苁蓉，干好了一年能有几
万元的收入”。李宗永对以后的生活越来
越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