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15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周颖一

邮 箱 jjrbms@163.com

内
蒙
古
奈
曼
旗
推
出
扶
志
新
举
措—

—

三
个
﹃
本
本
﹄
树
信
心

本
报
记
者

陈

力

初冬的农家小院
内，包玉枝正在腌制大
白菜。“今年比往年多做
了几缸。”这位农家乐经
营者忙里忙外，“游客信
任咱，咱更得把最好的
食材、最好的服务、最好
的风貌展示出来”。

包玉枝的家乡在内
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白音
他拉苏木伊克乌素嘎
查，因建设“民俗博物
馆”带动旅游初兴。嘎
查把相对集中、简单修
缮加固还能保持原貌的
老屋保存下来，“像包玉
枝这样的18户农户，我
们把他们的房本集中保
管、院落集中收储，建成
民俗旧居展示园”。伊
克乌素嘎查农牧旅游公
司总经理李巴图说：“我
们通过‘三权分置’把全
村所有土地都流转过
来，公司返聘种植、养殖
能手专业管理。原来的
农民不管住进新村还是
进城务工，都从土地上
脱离出来，除了自己创
收 ，还 能 在 公 司 里 分
红。”

嘎查里的“明白墙”
上清楚写着：实施“文明
村风建设积分制”，总分100分，按分值分红。其中，
勤劳勤俭占10分，童叟无欺占10分；发现家庭劳动
力无故不务工一次，扣5分；发现对游客不礼貌一次，
扣5分……今年第一次分红，到手8400元，包玉枝高
兴地说，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挂钩，人人都认可。

与伊克乌素嘎查相邻的希勃图村的“账本博物
馆”也引起了人们关注。“大包干”后每个农家都成
为独立核算单元了，希勃图村村民渐渐开始记账。
1992 年至 2012 年，实行家庭收支记账的已达 73
户。党的十八大以来，记账的达到220户。党的十
九大之后，500多户村民开始家家记账。

因病致贫的邓海飞全家生活来源就是那点口
粮田。今年1月份，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扶贫干部
把记账本送到了他家。帮扶干部帮助他理路子、想
法子：种地之外要养牛，种养之外打零工，同时给他
安排了一份护林员的工作。记着自家账，看着他家
账，邓海飞的脱贫信心增强了，“看到别人家钱是从
哪儿赚来的，我的思路打开了”。

“宾朋入座,看看听听确能怡情养性；粉墨登
场，真真假假均为移风易俗”。在义隆永镇西地村，

“我为群众唱大戏”舞台令人振奋。镇长张玲忠介
绍，西地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评剧村”之称，
如今组建了西地村小剧团，演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闲时上台，忙时下田。他们自编自演，激浊扬
清，多次获奖并受邀到周边城市演出。

“旗里、镇里为剧团购置了音响、服装设备，建
设了大舞台和排练厅。”西地村党支部书记田伟坚
说：“乡村的夏夜，演出时聚光灯下蚊虫乱飞，但这
无所谓。只要能给百姓送上欢乐，只要能助力文明
乡风，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

房本、账本、剧本，成了草原上“面向未来、不忘
本来”的新样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
委书记李杰翔认为：“精神上的贫穷比物质上的贫
穷更可怕。精准扶志，无论对精准脱贫，还是对乡
村振兴，都很有意义。”

把“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作为目标——

凉 山 面 貌 大 变 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近年来，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大力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让许多贫困群众住上了好房子。图为塘且乡呷姑洛吉村71户贫困群众的
新住房。 阿克鸠射摄

早在几年前，四川省及

凉山州就把“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作为凉山脱贫

攻坚的目标；在国家、四川

省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基

础上，凉山针对本地特殊情

况，增加了移风易俗等内

容，“看得见”的贫困与“看

不见”的贫困一起抓，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几年

下来，凉山面貌大变样。

一位驻四川省凉山州贫困村的扶贫
干部曾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一栋好房子
短短一两个月就可以建成，修通一条乡村
公路也不是太难的事，但要改变延续多年
的生活习惯和风气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
是凉山州脱贫的一块“硬骨头”，必须有久
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必须下一番“绣花功
夫”。

改变观念从“五洗”开始

走进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洒瓦洛且
博村小学，三年级小学生吉子伍牛告诉记
者，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她都要洗手洗脸，
饭前要洗手，晚上睡觉前要洗脚。“学校老
师是这样教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说的。”
吉子伍牛说。

“与前些年相比，现在村民们的卫生
习惯好多了。”四开乡副乡长兼洒瓦洛且
博村第一书记刘超说，这是凉山开展“住
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
好风气”“四好”创建活动的成果。

其中，“养成好习惯”主要包括“五
洗”，即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
在洒瓦洛且博村，还加上了“洗餐饮炊
具”，变成了“六洗”。

刘超说，不要以为“六洗”是小事。
“养成好习惯关系到精神面貌问题，而且
不讲卫生会直接导致身体不健康甚至生
病。”

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并不是件
容易的事。凉山州在帮助群众“住上好房
子”的同时，特别注意帮助他们改变过去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洒瓦洛且博村，新
建家庭厕所390个、浴室268个、畜圈420
个，使全村绝大多数农户都住上了有厕
所、有厨房、能洗澡，人畜分开的“彝家新
寨”。

据介绍，目前凉山全州已经有206万
人、近44％的农村群众入住新居，到2020
年，将实现 80％的行政村和村民入住
新居。

读书认字培育良好风气

在美姑县巴普镇达戈村，记者看到，
大片大片的蔬菜长势良好。村民吉克曲
左正在自家菜地里除草、间苗。她告诉记
者，以前自己从没种过这么多蔬菜，更没
有卖过菜。从去年开始，驻村干部动员她
把种植玉米的地改种蔬菜，按照村干部和
技术人员的指导，她今年种的第一季蔬菜

长势很好，接下来还可以再种植两季，加
起来这一亩多地今年就可以收入 1 万多
元。而此前种玉米，每年顶多有几百元钱
的收入。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全村已有多户农
民开始种蔬菜，蔬菜成为这个县城郊区村
的主要收入来源。

曾经，一些不良风气把本来就不富裕
的彝族人家弄得更加贫困。为此，在脱贫
攻坚中，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形成
好风气”全力攻坚。

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过去铺张浪费、
高价彩礼、厚葬薄养、好闲懒惰等不良风
气比较严重，2013年，结合“彝家新寨”建
设，村里开展“四好创建”活动，经过几年
努力，这个村面貌一新，且已初步实现整
村脱贫。

刘超说，彝族群众好客，但从另一个
方面来看，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爱面子、相
互攀比、讲排场现象，进而造成浪费。例
如，遇到红白事宜，一些彝族群众动不动
就要杀10至20头牛，甚至更多，1头牛就
价值1万多元。有的人家因此背上沉重的
债务，多年翻不了身。

2016 年 7 月，当地一位村民因病去
世，按“老规矩”，这家人预估要杀10多头
牛、10多头猪、10几只羊，加上其他开支，
总花费接近15万元。刘超等乡村干部立
即决定以这件事为契机，树立一个丧事简
办的榜样。通过算账、做家属和亲戚朋友
的思想工作，最后只杀了3头牛，加上买来
的200斤猪肉等，总共花费约4万元，客人
们也都表示很满意。村民们看到了丧事
简办带来的好处，新风俗由此在当地普遍
推开。

凉山一些地方还制定了“村规民约”，
倡导移风易俗，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不让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成为压垮村民的

“大山”。
各地一方面大力通过“村规民约”等

措施破除流传多年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
通过学校教育、兴办夜校等措施，引导农
民学文化、学技能，树立勤俭兴家的良好
新风，让村民拥有一技之长。

洒瓦洛且博村在全州率先开办“农民
夜校”，教村民认字，还请来老师，教村民
学习优质农作物的栽培、家禽家畜的饲养
以及家政、厨师、电焊、汽修、建筑等专业
技能。

牵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雷波县阿处哈移民新村幼儿园，一
位5岁的彝族小姑娘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工
工整整写下“陈小妹”三个字。村里的幼
儿园就在她家门口，今后上小学、中学也
不远。与陈小妹一样，村里78名6岁以下
的小朋友都上了村幼儿园。

针对部分群众特殊致贫原因，凉山把
发展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开办“一村
一幼”3085个、招收幼儿12.19万名，学前
教育毛入学率及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净入
学率分别达到83.4%、99.7%、97.4%。

在前不久四川省出台的《关于精准施
策综合帮扶凉山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教育扶贫力
度，有序推进“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试
点；支持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公办幼儿园；
确保乡镇中心校4至6年级学生寄宿率达
60%、初中寄宿率达80%；适度扩大贫困县

“9+3”免费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每年招生
6000人左右，优先满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就读；到 2020 年实现对贫困县现有
2.3万名专任教师的全员培训；省内对口帮
扶地483所学校与贫困县483所学校一一
结对，在省内对口帮扶地建异地“高中班”
和“中职班”等。

在凉山，学校已成为现代文化和文明
新风的倡导者和引领者。通过培养年轻
一代，扶贫扶智扶志，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成为人们的共识。

雷波县黄琅小学提出“让学校引领当
地文化潮流”，连续几年开展“家校共读”

“最美书香家庭”评选等活动，让学生和家
长共读一本书、一首诗、一个故事，让家长
书写一句评语。“虽然一开始比较难，但坚
持几年后慢慢就有了收获，‘小手牵大
手’，让家长对学习文化知识有了兴趣。”
校长曾凡春说，这些活动越来越得到家长
的支持，参与的家庭越来越多。

2016年，凉山州在全省率先创办农民
夜校，组织群众学汉语、学政策、学技术，全
州3745所“农民夜校”累计开展集中授课7
万余场次，培训党员群众196万人次。实施
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依托党校、职校等
轮训12.73万名贫困户适龄劳动力，实现培
训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昭觉县四开乡洒瓦洛且博村村民在“农民夜校”上课。 阿克鸠射摄

入院免押金 出院“一站”结
本报记者 江 帆

近日，家住广西大新县昌明乡东风村
念驮屯的黄爱飞因脑梗在大新县人民医院
治疗，总共花费5348.64元。家人担心又
会像以前那样，必须拿着材料去好几个部
门审批盖章，年底才能拿到报销的医疗
费。出乎意料的是，在医院结算窗口不到
5分钟时间，就办完了全部出院手续，个
人只需支付534.9元。

今年 10 月份开始，广西崇左市所有
贫困户都能通过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协助
崇左市政府建立的“一站式”医疗结算平
台，享受到“入院免押金、出院一站结”
的健康扶贫服务。

“现在贫困户住院只需交不超过10%
的个人自费部分。”大新县人民医院医保

办主任毛冬生告诉记者，今年8月份，大
新县与中国人寿崇左分公司携手，在全区
首创贫困人口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
算服务平台。平台依托医保信息系统，将
民政部门、社保部门及承保单位的分散审
批统一起来，采取政府向保险公司购买服
务的方式，由大病保险承保单位通过后台
系统导入运算模式，统筹整合，实现了医
疗服务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民政医疗救助+二次补偿+财政兜底”
的即时结算，贫困户就医一个窗口就能完
成所有报销手续。

“通过政保合作、资源整合、环节优
化、数据共享等方式，实现医疗费用‘一
站式’即时结报，真正解决了患者报销周

期长、垫付资金压力大等难题，这给贫困
家庭带来了实惠和便利。”中国人寿崇左
分公司总经理林军荣说。

数据显示，2018 年，大新县筹措健
康扶贫兜底基金 700 万元，将贫困人口
年度内因病住院综合报销补偿比例提高
到 90%以上；贫困人口患特殊慢性病门
诊治疗综合报销补偿比例达到 80%以
上。截至目前，崇左健康扶贫“一站式”
即时结算覆盖贫困人口16.7万人，2018年1
月份至9月份，共服务2.29万人次，补偿金
额1629.78万元，其中民政救助68.65万元，
占比4.2%，二次补偿达431.78万元，占比
26.5% ，政 府 兜 底 1129.35 万 元 ，占 比
69.3%。

在广西大新县人民医院，贫困户患者
在“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窗口缴纳医疗费
用。 吴鹏飞摄

走进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中垌镇公居村，只见
满山遍野的中药材牛大力长势喜人。村民林凤生告
诉记者：“自从种了牛大力，每年家里有 4000 多元
产业分红，后年等这4亩牛大力挖出来后，还能卖5
万多元。”

林凤生因病致贫，前年广铁扶贫队进村时，帮他
为上学的孩子们申请了助学金，又帮助他家种植牛
大力和罗汉松等。

公居村因地理位置偏僻，山多耕地少，像林凤生
这样的贫困户有75户，贫困人口有233人，贫困发
生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6年5月份，广铁集团党委派时任多经处副
处长的陈长发和肇庆车务段主任干事梁杨贤去公居
村扶贫。陈长发担任工作队长兼公居村第一书记。

“能不能脱贫，主要看产业。”为帮助公居村找到
适合种植的品种，广铁扶贫队先后20余次上门考察
和对接惠州源茵生态园、广州百草园、南方茶叶市场
等企业和市场。后来，扶贫队发现牛大力、罗汉松等
植物特别适合当地生长。“牛大力虽然生长周期在4
年以上，但药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好。”梁杨贤说。

经过详细调研，广铁集团投入96万元为公居村
建设了牛大力产业园，以“村委+家庭农场”的方式
运作，合作户每年可以分红，预计创收期长达15年。

贫困户刘成铿在产业园长期务工，日常管理牛
大力种植，每月工资3000多元。“我自己种了3亩牛
大力，种牛大力要多费心思，但可以卖上好价钱。”

“2017 年牛大力收益为村委会分红 8 万元，为
42户贫困户分红7.5万元。”村干部林燕娟说。

产业脱贫效果好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曾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