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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克苏

巧用果树枝条育木耳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乡村，一排排整齐的黑木耳菌棒，
格外引人注目。在依麻木镇托万
克麦盖提村，村民木塔力甫·太来
克正在院子里翻转菌棒，他告诉记
者：“2017年夏天才开始种，当年就
增收1万多元。”

小小黑木耳，脱贫挑大梁。黑
木耳在阿克苏地区试种成功，成为
当地贫困户增收脱贫的有效载体，
这得益于浙江省的科技援疆项目
——“边疆干旱地区果园套种黑木
耳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的实
施。该省科技厅援疆干部叶祥发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
500 多贫困户已采获黑木耳 4万多
公斤，仅鲜品销售就带来50多万元
收入。

据叶祥发介绍，有一次他在
考察中发现，果农修枝产生大量
枝条，除了用作燃料，大多被丢
弃或焚烧，不仅污染环境，还造
成浪费。如何利用这些枝条？叶
祥发认为，果树枝条营养丰富，
可以利用其栽培黑木耳。他算了
一笔账：阿克苏地区有果园450多
万亩，按平均每亩修剪果树枝条
200 公 斤 计 算 ， 总 量 达 90 余 万
吨；而每1.25公斤木屑可制作成1
个菌棒，每棒产值 3.5 元。依此推
算，这 90 余万吨枝条便可产生
22.5亿元效益。

叶祥发采集了40公斤的红枣、
苹果、香梨和核桃等果树的枝条，
快递给浙江省农科院的食用菌专
家，请他们做实验。半个多月后，
喜讯传来：初试成功，菌丝发育良
好。此后，他又亲自试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菌棒长出了
黑 木 耳 。“ 亲 手 试 过 后 心 里 有 底
了”。叶祥发提出了利用果树枝条
种木耳，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促进
贫困户增收的设想，得到了浙江省
科技厅、援疆指挥部的支持。

为确保效益、发挥扶贫作用，
技术攻关团队完成菌棒生产后，再

将菌棒交给贫困户培育。一年多
来，来自浙江省的技术人员和阿克
苏地区的农技推广人员在乌什、温
宿、阿拉尔建成3条中试生产线，已
达到日产3万个菌棒的生产能力。

家住依麻木镇托万克麦盖提
村的吐尔逊·毛拉克在自家院子里
种了 1000 个菌棒，黑木耳收入达
7500 多元。“30 亩玉米地的收入才
这么多。”他说，管理菌棒比其他农
活省时省力多了。

利用果树枝条培育黑木耳，实
现了阿克苏黑木耳菌棒生产技术
的突破。经中国林业科学院检测
中心检测，利用果树枝条培育出的
黑木耳相关指标全部优于预期目
标。特别是按照树木种类开展的
细分栽培基质实验，检测出用红
枣、苹果、核桃、香梨等不同树枝条
栽培的黑木耳微量元素含量均不
相同，为黑木耳产业向精细化发展
提供了技术储备。

浙江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阿
克苏地区行署副专员陈建忠表示，
着眼于这一精准脱贫项目实现可
持续发展，指挥部将联合地委、行
署和新疆大学阿克苏科技学院，共
建“万亩亿元”增收工程技术中心，
打造集研发、应用、示范和培训于
一体的新疆一流食用菌特色产业
技术实验室，培养食用菌产业本土
化人才。

作为浙江省科技厅重点打造
的科技援疆品牌项目，以及该省
援疆指挥部确定的产业援疆3大工
程之一，“边疆干旱地区果园套种
黑木耳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
目实施不到2年时间，已在精准脱
贫方面发挥一定作用。2018 年秋
天，80 万个菌棒为 30 多个贫困村
的 500 多个贫困户带来效益。眼
下，阿克苏地区正加紧建设4条产
业化应用示范生产线，投产后日
产菌棒将超过 12 万个，2019 年将
助力全地区 5000 个深度贫困家庭
脱贫。

“二维码”让扶贫可视化
本报记者 温宝臣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
脱贫攻坚督导组走进旧堡乡赐沟
村，督导贫困户退出工作。走进贫
困户阮堂家，屋内中央墙上贴着一
张印有相关扶贫政策和“二维码”的
图画，督导人员拿出手机用微信对
准二维码“扫了扫”，阮堂家的扶贫
信息便清晰显示出来。督导人员一
边仔细查看数据，一边对阮堂夫妇
说：“这上面显示得很清楚，你们两
口子都是低保贫困户，享受了光伏
入股分红和其他几项扶贫政策，其
中一人被聘为村里保洁员，一年下
来，人均收入有6000多元。”

督导人员“扫”出的信息，就是
阮堂家的贫困户电子档案。

赐沟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邢
鹏飞告诉记者：“村里每个贫困户都
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实行一户一
档，只需通过手机‘扫一扫’功能，便
可了解贫困户的建档立卡资料。”

据了解，万全区建立了大数据
信息管理平台，为 4225 户贫困户
9091人建立了大数据电子档案，包

括家庭信息、贫困状况、收支台账、
帮扶措施等内容。有了自家的扶贫
信息“二维码”，贫困户足不出户就
可以看到自家的扶贫档案，精确掌
握扶贫动态信息，也为更好地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依据，让扶贫
工作更精准、更方便、更高效。

万全区扶贫办公室工作人员介
绍，“二维码”的使用实现了扶贫工
作阳光化、公开化、可视化管理，杜
绝了“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扶
贫，使扶贫工作更加精准，保证了政
策和措施落实到户到人。同时，大
数据信息管理平台还可以让贫困户
信息录入实现准确、快速、及时的数
据采集和更新，便于掌握贫困户家
庭变化。

贫困户可以在信息平台上看到
区、乡里的扶贫基本情况、帮扶措
施、产业发展以及最新扶贫政策
等。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也可通过
现场扫描、现场查询等方式，随时督
导扶贫工作，政策落实更公开、更
透明。

甘肃省庄浪县

让农村娃学有所乐学有所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顺民

编织教育扶贫“立体网”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迟 驰 王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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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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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8月份正式

退出贫困县序列之后，河南

省沈丘县“脱贫不脱政策”，

教育扶贫再发力，政策不

变、队伍不散、干劲不松、力

度不减，全面建立并完善后

续扶持长效机制，以切实巩

固提升教育扶贫成果，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 寒冬时节，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高流村的脐橙迎来丰收。据

了解，目前高流村脐橙种植面积1200亩，其中800亩已挂果，年产预计可达

20万斤，收入近百万元。因地制宜发展脐橙产业正在成为当地农民脱贫增

收的重要抓手。 刘佳兴摄（中经视觉）

地处六盘山西麓的甘肃省庄浪
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甘
肃省连片特困县、甘肃省深度贫困
县，地方财力有限。但再穷也不能穷
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学生，县里大力
发展教育事业，让孩子们人人有学
上，个个有技能，让家家有希望。

学有所居

中学生李淑敏家住朱店镇柳李
村，距离朱店中学有10公里的路程，
无法走读上学。可学校又没有学生
公寓，她只能在校外就近租住读书，
还得由妈妈陪读。但李淑敏家还有
姐姐和弟弟需要照管，她的妈妈只得
在她的出租屋和10公里之外的家中
两头奔跑，既要陪读，又要顾家，一家
人过得很是辛苦。像李淑敏一样，庄
浪县有 2 万多名城乡学生在校外租
住上学，一名学生至少需要一名家人
陪读，使这些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
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农
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庄浪县抢抓

“全面改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温暖工程”
等项目的机遇，加快建设寄宿制学校
和城乡幼儿园。从 2012 年开始，庄
浪县教育投入连年增加，2018 年全
县教育支出 8.1 亿元，占全县总支出
的 23%，其中县财政配套 9800 万
元。县里在26所中学建成了学生公
寓楼，设床位 1 万多张，宿舍内还配
套有电暖。目前，全县 9012 名学生
在校内寄宿就读，入住率达85%。校
外租住的学生减少到3890人。与此
同时，县里还建成了150所乡村幼儿
园，幼儿日托3882人，占全县在园幼
儿的29%。

同时，庄浪县还建成 34 个学生
食堂，整合“一补”和“营养餐”资金，
采取中心供餐、辐射配送、以大带小、

连片实施的供餐模式，让全县校内寄
宿学生每天支付6元钱，一日三餐都
能吃饱吃好。与此同时，县里全面落
实学生资助政策，近5年共资助学生
73万人（次）5.36亿元。

学有乐园

不久前，庄浪县柳梁镇牛沟小学
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设计制作的机器
人创意作品在第一届甘肃省青少年
创客创意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在所
有获奖学校中，柳梁镇牛沟小学是唯
一一所农村小规模学校。

与省会城市的教育相比，大多数
农村普遍缺乏对学生兴趣爱好的培
养。为了不让农村娃输在“起跑线”
上，庄浪县借助乡村少年宫、红领巾
之家，组建了科技、音乐、体育、书法、
棋艺等兴趣小组，为学生量身定制兴
趣班，发展特长和爱好。

柳梁镇牛沟小学组建了青少年科
技社团，每周开展一次科技社团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意动手实践。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
越多的农村孩子进城就读，在乡村
学校读书的学生急剧减少，形成了
一个个“麻雀学校”。“麻雀学校”
缺乏音乐、美术等特长教师，导致
音乐、美术等课程很难正常开设，
出现了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庄浪县
探索联校走教、联片教研、联盟办
学等教学模式，关注每一个学生，
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每一个学
生，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2016年参加工作的张思翊被分
配到杨河乡中心小学，成为这所学校
的音乐教师。但她每周还要到杨河
乡的马寺小学、马阳洼小学、大庄小
学、寺岔小学走教音乐。她教会了这
些乡村小学生演奏葫芦丝、口琴、竖
笛。2017 年，杨河乡小学生的器乐
演奏还荣获了庄浪县中小学生艺术
节三等奖。目前，庄浪县有近300名
教师走教音乐、美术、英语。全县 9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7.06%，义
务教育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无一
人辍学。

学有技能

永宁镇宋堡村青年王润生初中
毕业之后进入庄浪县职教中心，学习
了 3 年汽车维修与应用专业。毕业
后，被学校输送到安徽省芜湖市奇瑞
汽车股份公司就业。经过在岗工作
锻炼，他成为一名熟练的汽车喷涂
工。2017年，他回乡创业，在庄浪县
城开办了一家汽车美容店，创业才一
年，就实现收入9万元。

庄浪县委书记徐毅说：“扶持发
展职业教育，是授人以渔。让每个人
都掌握一项技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工作，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出彩，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入学即入职、入职即就业、就业
即脱贫”。职业教育是成本最低、见效
最快的扶贫通道。庄浪县大力扶持职
业教育，与中达电子、上海大众汽车公
司等30多家全国知名企业建立了合
作关系，订单培养贫困户子女 820
人。同时，在全县初级中学渗透职业
教育，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前了解
职业教育，按意愿进入县职教中心学
习，从而实现了“职教招生一人、稳定
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家”的目标。

王永红是朱店镇新王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一直在宁夏银川打工。
2015年，他回乡在村里种植了 15亩
苹果。由于不懂技术，一直不见成
效。得知这一情况，村里的扶贫干部
推荐他到庄浪县职教中心参加了苹
果栽培技术培训，使他逐步掌握了种
植技术。今年，他家 3 亩苹果园挂
果，纯收入4万元，一举脱了贫。

庄浪县实施“一户一人一技能”
职教培训扶贫行动计划，充分利用
10 个通用培训平台，全面开展畜牧
养殖、洋芋种植、电焊技术等技能培
训，共培训贫困户劳动力 1 万多人，
让每人至少掌握一项脱贫技能。

“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学上、
有前途，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我们通
过进行控辍保学大走访，通过将扶贫
资金通知书到户入档等措施，织牢教
育扶贫‘立体网’。”河南省沈丘县副
县长、教体局党组书记孙自豪说。

去年 8月份，河南省沈丘县正式
退出贫困县序列。而作为脱贫攻坚
有力支撑的教育扶贫，当地政策不
变、队伍不散、干劲不松、力度不减，
全面建立完善后续扶持长效机制，以
切实巩固提升教育扶贫成果。

2018年8月份，沈丘县万名教师
冒着酷暑察访社情民意。通过走访，
他们了解到，一些孤儿的家庭陷入困
境后，尽管能够享受到政府的保障，
监护人却常常有心无力，不能满足孩
子健康成长的需要。于是“希望之
家”应运而生。截至目前，沈丘县已
设立38处“希望之家”，共收纳354名
困难学生入住。

李趁是“希望之家”定点学校思
源学校的 6名生活老师之一，负责照

顾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希望之家’
的爱心教师团队还会对孩子们进行
心理干预，培养他们阳光、自信、活
泼、开朗的性格。”

2018年9月份，周营镇欧营村贫
困户张秀云家的小女儿考上了大学，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问
题，每学期 2000 元的贫困助学金解
决了生活费问题。此外，政府还发放
了1000元补助。教育扶贫政策让张
秀云家萌生希望。

“教育资源向贫困村倾斜，资助
政策向贫困生倾斜，从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资助
不断档、无盲区、全覆盖。”沈丘县学
生资助中心主任王超说，近 3 年来，
全县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8.19 万
人次，发放资助金5769.72万元。

“脱贫不脱政策”。为了让特困
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读好书、发展
好，刚刚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沈丘
县有关部门的“四帮一”帮扶制度即
付诸实施。“实施政府牵头、社会力量

参与、百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四
对一’帮扶的模式，确保帮扶‘兜底
户’孩子全覆盖。”团县委书记王瑞杰
说，目前全县兜底贫困户在校生子女
2834人，全部纳入“四帮一”体系。

“一说让孩子上职高，家长头摇得
像‘拨浪鼓’。”沈丘县职教中心主任周
明来说，“贫困家庭的顾虑可以理解，
家庭本来就困难，上3年职高，又要花
不少钱，还不如让孩子外出打工”。

针对这样的群体，沈丘县出台优
惠政策。“上职高不要钱，每年补助
2000 元，‘雨露计划’再补贴 2000
元。”有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
倾斜，2016年以来，职教中心招收贫
困生480人，专业涵盖幼师、电商、园
林、汽修、计算机等。

为解决贫困生就业，职教中心与
大唐电信云呼叫合作，累计投资 800
多万元，建立了云呼叫中心，提供贫
困家庭精准扶贫就业岗位200个；与
玉文化产业园开展校企合作，吸纳贫
困家庭学生50多人进行定向培训。

甘肃省庄浪县万泉镇中心小学每周开办一次兴趣小组活动。图为科学兴趣小组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化学小

实验。 柳清平摄（中经视觉）

庄浪县职教中心机电班的同学正在实践电路操作。

柳清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