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火日子到来了

跳出穷窝窝 奔向新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根本是要实现人民幸福。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砥砺奋进，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脱贫攻
坚壮丽画卷。

近年来，精准扶贫有序推进、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设立扶贫日、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我国贫困发生率不断下
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全面小康已近
在咫尺。

扶贫路上，不会落下一个贫困家庭！

小产业有大甜头

偏远山村摘穷帽
扶贫责任沉甸甸

希望小学希望多 科技学习富村庄
荒山坡有致富经

生活越来越温暖
办学条件大变样

精准脱贫政策好

针对当地相当一部分贫困
户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三难”
问题，即离不开家——因病因
残等不能外出务工；拿不出
钱——没有创业资本；等不起
时间——家有重症患者，我们
积极探索以发展“小种植、小养
殖、小加工、小电商、小光伏”为
主要内容的“五小”产业，发挥
小产业“离家近、成本低、见效
快、易操作”的优势，使贫困群
众 尝 到 了 小 产 业 带 来 的 大
甜头。

作为山东济宁嘉祥县梁宝
寺镇党委书记，我经常用拉家
常的方式，了解扶贫对象的所
思所想，在精神层面提高他们
的意识，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产业帮扶上坚持
因户因人施策，充分征求帮扶
对象意愿，用通俗易懂的“土
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宣传到
位，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地
见效。
（本报记者 王金虎整理）

我是甘肃临夏州临夏市折
桥镇折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马
龙。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吃药
看病花钱多，还有妹妹得上
学，我 18 岁时就去了南方打
工，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交给
了父母。

如果没有扶贫帮扶队的引
导和帮助，我现在可能还在外
面打工。2018年，在扶贫工作
队和帮扶干部的动员指导下，
我准备开农家乐试一试。今年
4 月份，我自己的农家乐——
御香阁，正式开起来了。一家
人一起忙碌9个包厢同时可以
容纳 150 人就餐，每天营业额
最多时有7000多元。

我打算明年进一步扩大
规模，提升农家乐的接待能
力。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
我已经向银行申请了 10 万元
的农家乐贷款。红火的日子到
来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本报记者 李琛奇整理）

我 叫 杜 章 高 ， 今 年 59
岁，是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招
贤镇堎上村农民。

2 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
大火导致右腿残疾，从此我无
法正常行走，一直生活在深深
的自卑中。

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党的
精准脱贫好政策！2014 年，
我们一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村干部的耐心开导下，
我振作起来开始寻找赚钱的路
子。村里邀请农技专家教我们
学习一些农业技术，我选中了
投资少、生产周期短的平菇种
植。在专家的细心指导下，我
耐心学习，慢慢掌握了栽培的
关键技术。

现在，我家新房盖起来
了，家电配齐了。妻子被村里
聘为固定保洁员，家里又多了
一份收入。更让我高兴的是，
儿女们有了一技之长，在城里
都有一份稳定工作。

（本报记者 黄俊毅整理）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龙里县洗马镇金溪村是一
个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
全村 97%的群众是布依族苗
族，长期以来较为贫困。近年
来，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苦干实干，终于在2017年摘掉
了“贫困帽”，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脱贫攻坚开始之前，村民
走的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物资运输主要靠
人挑马驮。在脱贫攻坚中，我
们修建通村、通组路 20 多公
里，串户路 10 多公里，水泥路
通到了群众家门口。

往昔盼低保，今天思发
展。脱贫后的村民改变了过去

“等靠要”的思想，自我发展的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大家积极
学习新技术、新理论。

作为金溪村党支部书记，我
觉得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更和谐。
（本报记者 吴秉泽整理）

当第一书记不只是一项工
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云南昆明嵩明县小街
镇副镇长、小街镇匡郎村第一
书记，我认为，在帮扶工作中
要充分发挥自身工作经验丰富
的优势。

了解了群众需求，才能真
正精准帮扶。除了从精准上下
功夫，还要从帮扶联系上下功
夫，确保挂钩联系单位做到“真
扶贫”，更要从产业扶贫上下功
夫，确保扶贫项目持续发力。
因为发展产业才是解决农村问
题的根本办法。我们通过“村
党总支+企业+村集体公司”发
展羊肚菌种植，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5万元收入。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置身
于脱贫攻坚战第一线，同时，也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平
台，我将发挥青春追梦人的带
头作用，努力奔跑，撸起袖子加
油干。

（本报记者 周 斌整理）

我叫黄勇，今年 54 岁，是
安徽阜阳市颍州区龙腾

希望小学的校长。今
年是我从教的第36
个年头，也是来到
龙腾希望小学的第
28个年头。

28 年前，我调到
这所学校时它还不叫

龙腾希望小学，而是叫
贾庄小学，是建于1956年的一
所村小。1998年，教学楼的建
设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明
显改善。随后这些年，办学条
件提升工作一直没有停歇：硬
化楼前活动场地、开展校园绿
化、修建标准化操场、改建厕
所、打造书香校园……

28 年里，校园环境变美
了，教师队伍壮大了，教学设施
改善了，教育质量提升了，师生
也更加幸福了，一切都充满了
生机和希望。

（本报记者 文 晶整理）

2016 年4 月份，我被派到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办
事处朱楼行政村担任第一书
记 。 朱 楼 行 政 村 有 462 户
2120 人，村子环境脏乱差，仅
有的一条水泥路坑洼不平，村
民致富路子少，收入微薄……

到村里工作后，我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群
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需求。
我积极奔走协调，通过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争取资金 230 万
元，修建了主干道路，实现了下
水道通村入户。此后，我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制
定完善了村级班子议事规则、
决策程序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在全体党员中组织开展相关主
题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
对政策法规和农业科技学习。

村里还成立了腰鼓队，每
天傍晚，大家就会在广场上打
鼓跳舞，这成为村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

（本报记者 王 伟整理）

我今年38岁，是河北省张
家口市万全区菜山沟村党支部
书记。今年,我们村的农产品
大丰收，这两天村民们都忙着
在地里掰玉米、收土豆。土豆
个大产量高，质量特别好，外地
收菜的大车一拨接着一拨。我
估算了一下，仅靠卖玉米和土
豆，今年村民的人均收入就能
达到8000元。

菜山沟村只有 119 户人
家，村里80%的人都外出打工
了。2011 年，我依靠政策，争
取 项 目 ，筹 集 资 金 ，完 成 了
6000多平方米通乡路的铺设。

借助着草原天路这个平
台，我们规划发展旅游产业，建
民宿农家院，修停车场、乡间石
头小路，打造一个集主题娱乐、
商务休闲、户外运动、绿色产业
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

我们也要用好荒山荒坡，
把所有的荒山荒坡都让老百姓
入股，每年享受分红。
（本报记者 宋美倩整理）

我叫陈陆军，是宁夏银川
市金凤区奕龙回民希望小学教
师。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级
贫困地区，“希望小学”公益活
动的开展实施，对贫困地区无
异于雪中送炭，改善了贫困地
区的办学条件。

上世纪80年代，宁夏实施
“吊庄移民扶贫”工程，计划逐
步将南部贫困山区部分农民搬
迁到条件较好的川区。据老教
师们讲，当时窗户都是破的，有
的房间甚至没有前墙，更不用
说课桌课椅，条件极差。于是，
老师们带领300多名学生自力
更生，用土坯砌墙、砌课桌、砌
炉子，买不起玻璃，老师们就买
来塑料布糊窗户。

现在，学校拥有了计算机
教室、多媒体电化教室等，适龄
儿童入学率、毕业班毕业率均
达到 100%，学生还先后获得
2019 年“全国创客大赛”二等
奖等不少荣誉。

（本报记者 拓兆兵整理）

十几岁时，我因先天性疾
病失去了左臂。但是，我该经
历的种种美好，却从未缺席，
因为我的靠山是祖国，祖国给
了我生活的温暖，迎接挑战的
信心和勇气。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
辽宁沈阳沈北新区，走上了自
主创业之路。在沈北新区残联
的“新长江”就业项目支持下，
我获得了一部分政府资金支
持，开办了一家汽车清洗店，从
擦车工一点点干起。

政策帮扶加上人努力，我
的洗车小店也逐渐告别小打小
闹。2011年，我注册了沈城汽
车美容有限公司，服务项目也
从单一洗车服务拓展到汽配经
营，美容装饰等方面。创业16
年来，我和父亲两个人从一间
小小的洗车房起步，现在发展
成大厂房，占地 6700 平方米，
员工扩展到27人，每年的营收
能达到4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孙潜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