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足绣花功夫 扶贫精准发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编者按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党的十八

大以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突

出问题导向，下足绣花功夫，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

群体，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着力夯实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

秀美山川，是广西的代名词之一。但大山也曾
经挡住了广西人民的脚步，也紧扼各族群众的生
计。改革开放之初，广西有农村贫困人口 2100 万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70%。

为摆脱贫困，广西一直在探索。早在1984年，
广西就成立了领导扶贫工作的专门机构。早期主要
以解决温饱为主，此后着力重心放在补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短板。

2015年，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
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扶贫攻坚
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
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脱贫攻坚按下“快进键”,
贫困地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2012年至2017 年，
全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09万人。2018年，全区实
现11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1452个贫困村出
列，全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70%
下降到3.7%。

产业造血增活力

“村村闻到果香，屯屯听到猪叫，户户看到虫
爬”。这是经济日报记者在靖西市看到产业发展的
新景象。靖西市与越南接壤，属于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该市把产业培育作为兴边富民的核心，近3年
累计投入资金4.6亿元扶持“三种一养”特色产业
发展。目前，全市发展水果种植 18.6 万亩，桑园
18 万亩，县级“5+2”特色产业贫困户覆盖率为
93.4%。

“2019年，靖西要实现摘掉国定贫困县帽子，实
现66个贫困村3万多人口脱贫出列的攻坚目标。”靖
西市委书记钟恒钦的话掷地有声。

目光从边境转移到“东融”前沿之一的梧州市，
脱贫攻坚战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这里，村集体经
济成为支撑贫困群众脱贫的动力之一。

“水上漂”曾经是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渔
业组村民的代名词。今年50岁的林汉清过去一直
以艇为家。去年，他告别“水上漂”，住上安居房。

河口村从以前桂江边的一个小村落成为梧州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核心开发区。近年来，该村全
面升级改造，通过自主招商积极引进外来客商以承

租、合作开发等模式，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2018年，河口村通过发展商贸业获得村级集体收入
近50万元，预计2019年将超过70万元。

产业扶贫不只是点上开花。广西出台《关于实施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意见》，累计投入支持资金13.5亿元。2018年
底，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万元的贫困村4731个。同
时，广西编制县级“5＋2”、村级“3＋1”产业精准扶贫
规划，产业扶贫覆盖贫困户 113 万多户，覆盖率达
80%。2018年底，全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10.5%，比全区平均增幅高0.7个百分点。

扶志扶智鼓干劲

走进田林县潞城瑶族乡丰防村脱贫户石胜权的
养鸡棚，一群群瑶土鸡来回踱步，在林间或鸡棚觅
食。石胜权一家看着鸡群，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石
胜权在2015年被评为贫困户，经常对村里人说：“人
穷不要紧不可怕，就怕没志气没骨气。”他学习了养
殖技术，2016年就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田林县围绕“拔穷根”目标，组建由讲习骨
干、县乡村干部、贫困村第一书记、农民致富能
手、农技专家、业余剧团成员等组成的宣讲团,充分
依托传承数百年的北路壮剧，广泛运用壮、汉、瑶
等民族语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各级讲习所
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暨扶贫“扶心扶志扶智”百人百
场“板凳圈”讲习和宣讲活动，引导全县贫困群众
转变旧观念,树立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目前，田
林县有 45 个贫困村 9122 户 36679
名贫困人口，全县共选派 6892 名
区、市、县、乡干部分别结对帮扶
1至5户贫困户，实现结对帮扶全
覆盖，参与“扶心扶志扶智”精神
扶贫的群众达3万多人次。

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广西多措
并举，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让群众主动干起来。“靠人吃饭空米
缸，下田流汗谷满仓”。越来越多的
贫困群众心被焐热、劲被鼓起，通过
自身努力与外界助力告别了贫困
状况。

粤桂携手斩穷根

同饮珠江水，两广一家亲。在脱贫攻坚道路上，
粤桂携手前行，堪称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

“在村里养殖场上班，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元，
平时干些兼职，一年有4万元收入。”巴马瑶族自治
县西山乡加尔村贫困户韦仁荣笑着对记者说。

韦仁荣生活的改善，得益于东西部金融扶贫项
目。2017年，深圳和大鹏新区投入240万元，采取“公
司+合作社”模式在巴马西山乡发展香猪养殖场，发
展村集体经济同时优先解决贫困户就业。目前，西山
乡有14个养殖场，给每个村集体年带来3万至4万元
收入，受益群众300多户1000余人。

西山乡的受益只是东西部金融扶贫的一个缩
影。2017 年，广东省新增江门、肇庆、湛江、茂名 4
市所辖县（区）帮扶广西1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片区县），实现对广西 33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片区县）结对帮扶全覆盖。两省区联合
签订《“十三五”时期粤桂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印
发《粤桂扶贫协作规划（2016—2020 年）》，全力推
动产业协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支援等十大重点
领域协作。

2016 年以来，广东向广西提供财政援助资金
18.71 亿元，帮助建立深圳靖西越南高平跨境产业
园、深巴大健康特别试验区等产业园区，每年广东有
组织地从广西33个国定贫困县和21个区定贫困县
吸纳劳动力15万多人次。

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政府，城东镇镇长陈宏燕
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思扶村党支部书记何秀清现在是该
镇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名人”。

记者来到思扶村村委，崭新的四层村委办公楼在村头
格外醒目，不远处的花生油加工厂压榨车间飘来浓香。一
位50多岁、清清瘦瘦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他就是何秀清。

何秀清个头不高，说话却透露着精干和老练。56岁的他
年轻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充分利用思扶村与广东省封
开县接壤的优势，通过销售桂皮、竹子等农产品到广东赚到
人生第一桶金，成为村里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他决心带领村民再次瞄准
更远大的“东引”目标——广东市场。“通过东引平台和东拓
市场，让村里的特产走俏两地。”何秀清说这是他的期望，也
是思扶村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动机”。

思扶村位于梧州市粤桂合作试验区江北片区的核心区
域，在土地使用紧张的情况下，何秀清将目光瞄准了高附
加值的农产品加工领域。他带领村民依托本地产的优质

“珠豆”花生，通过村民合作社统筹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
设花生油加工厂。为了让市场对“出身乡野”的食品安全
放心，思扶村给花生油起名叫“民安”，并主动将产品的质
量检验报告公示在产品宣传海报上。花生油一经销售迅速
被本地居民接受，外省的人也慕名而来。从2018年8月开
始外售至 2019 年 5 月，“民安”牌花生油累计销售近 100
万元。

光卖油，村集体这块蛋糕做不大，思扶村村委想到了发
展更多村级特色产业。他们采取村民合作社与个人合股的

发展模式，建设酒厂，并用酒糟和榨油厂的花生渣等喂养土
鸡，发展养鸡业。此举既带动了当地水稻、花生产业种植，
又解决了当地村民就业问题，进一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2018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40万元，成为万秀
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罗杜焕是思扶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民安”油坊建成
后，村委劝说他通过劳力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并为他量
身定制工作岗位。如今，他每月工资收入约1680元，每年
还得到合作社的分红。类似罗杜焕这样入股村集体经济的
村民共有10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人。

为寻求更多商机，思扶村通过城东镇党委、政府牵线搭
桥，与广东一家上市企业子公司达成协议，携手打造为桂粤
两地提供绿色可靠优质农副产品的电商平台——“西江乡
上”。“‘西江乡上’通过东引平台、东引模式、东引技术、东拓
市场，有效整合城东镇传统农产品特色优势，创建品牌，制
定标准，保证质量，走向桂粤两地市场。”陈宏燕说。自平台
开通订货至今年5月，该村已经销售2000多公斤花生油到
广东，且供不应求。

在思扶村村部，一楼展架上展示着“西江乡上”销售的
部分本土特色农产品，比如，小香米、小绿蛋、手工腐竹……
扫码点开“西江乡上”的微信商城，广西盛产的百香果、芒
果、六堡茶等农产品应有尽有。

“我们是农产品的搬运工，我们是农民致富加油站。”陈
宏燕拿出“西江乡上”的宣传折页递给记者：“这个宣传页我
见人就发，因为这是我们城东镇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张名
片，也是我镇将特产卖向粤港澳的一个跳板。”

梧州市思扶村：

做强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脱贫
本报记者 童 政

广西靖西市魁圩乡大多是石山，石漠化严重，环
境恶劣。在脱贫攻坚战总攻的号角吹响后，魁圩乡大
力发展柑橘产业，群众收入明显增加，贫困发生率大
幅下降。

要脱贫，首先要向基础设施挑战。魁圩乡党委、
政府筹措项目资金近3亿元，投入一批水利、饮水工
程、排污工程等基础建设。昔日漫天黄沙路，如今变
成条条水泥路。一条条水泥便道通往幸福家，一条条
产业路通往产业基地。

基础设施改善后，魁圩乡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
济。2013年，时任康和村党支部书记的潘剑成为村
里第一个规模化发展脐橙种植的人，承包了220亩坡
地种植脐橙。2016年果树挂果后，他吸收周边群众
到自家果园务农，提高群众收入。2017年，新任党支
部书记黄发矿上任后，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引导贫困
户和普通农户种植了500亩沃柑和脐橙。

由于康和村的脐橙和沃柑色泽鲜艳，口感上佳，

种植区域连片交通方便，一到采摘季节，水果批发商
积极打包收购，辐射带动周边大面村、平巷村的水果
畅销。

“一斤水果卖 3 块钱，一亩地 75 棵果树，至少能
收入2000多元。”作为致富带头人之一，大面村陇东
屯的黄美良率先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 66 亩脐橙。
2016年起果树挂果后，他每天都开着三轮车到街上
卖脐橙，车还没开出村头，几百斤脐橙就被抢购一
空。看到黄美良的脐橙这么畅销，陇东屯21户群众
秋收后，纷纷种上了脐橙。通过黄美良的“传帮带”，
大面村一共种植了800多亩脐橙。

如今的魁圩乡在706名党员和59位致富带头人
的带领下，已发展柑橘种植4500亩。2015年，该乡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1981户8742人，贫困发生
率为35.26%，2018年底，贫困发生率降低至5.82%。
2019年，该乡计划贫困人口脱贫246户964人，贫困
发生率稳控至1.88%。

靖西市魁圩乡：

山窝窝里种出“金橙橙”
本报记者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上图上图 南丹县南丹县
里湖乡瑶族同胞居里湖乡瑶族同胞居
住的易地扶贫搬迁住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小区安置小区。。

莫锦锐莫锦锐摄
左图左图 融水苗融水苗

族自治县拱洞乡培族自治县拱洞乡培
基小学基小学，，志愿者正在志愿者正在
教孩子们学英语教孩子们学英语。。

龙龙 涛涛摄摄

百色右江区汪甸瑶族乡六核贫困村六核中心
小学孩子收到爱心人士带来的新书。梁红卫摄

左图 东兰县通过“公司+基地+贫困户”
的模式，发展乌鸡产业，实现了贫困户和村集体
经济双增收的目标。 刘廷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