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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畔拔穷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青海省杂多县距离省会西宁有
1000 多公里，是青海最偏远的一个
县，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
就业难、发展难，脱贫更难。杂多县
是一个纯牧业县，是典型的国定贫困
县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因自然条件
严酷造成的贫困、生态环境制约导致
的贫困、因灾因病形成的贫困、内生
动力不足产生的贫困同时存在。“多
维贫困”导致产业发展难、设施配套
难、均衡发展难，是全省贫困发生率
最高、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
的地区之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脱贫攻
坚的深入推进，杂多县完成了9个贫
困村退出、6074 名贫困群众脱贫的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了 17 个非贫困
村的 2351 户 6087 名贫困群众的减
贫任务，贫困发生率从 22.06%下降
到4.41%。

凝聚合力 共拔穷根

杂多县推行主要领导包片区、常
委包乡、县级和村级领导包村、县直
部门科级任驻村第一书记、乡镇干部
包组的做法，确定了937名干部与建
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帮扶关系，对内走
村入户摸情况、对外多方渠道找资
金，三年时间，累计争取到各类社会
帮扶资金1416.44万元。

杂多县面临江水、背靠大山、地
无三尺平，城市建设土地供应有限。
但杂多县还是拿出县城城镇规划最
后一块政府储备用地205亩，划拨给
贫困群众盖起了52栋三层的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小楼。

走进村民群尕位于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牧人希望家园”的家里，两
室一厅80平方米的房间里暖意融融。

群尕曾经生活在杂多县查旦乡
达谷村，村里全是砂石路和羊肠小
道。因地理位置偏僻，受雪灾和野生

动物侵害，牛羊所剩无几，每年大雪
封山时，一家人的生活艰苦异常。
2017年，群尕一家搬到了杂多县城，
群尕从此放下牧鞭，成为生态管护
员，“生态管护岗位一年收入2万多
元。搬到县城生活，条件好了很
多。”群尕说。

据介绍，杂多县投资 1.422 亿
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711 户 3139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于 2018 年底已
全部搬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投
资 2.65 亿元实施的危房改造涉及
项目户8911户；投资3.36亿元的灾
后恢复建设项目涉及 5 个乡镇和县
城 9 个社区的 3712 户，目前已全部
完工。

杂多县委书记才旦周说：“把
最后的储备用地让贫困群众安居
乐业是最应该、最值得的，我们必
须满足群众想上好学、就好医、养
好老及享受较好公共服务保障的
需要，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护山保水 生态脱贫

杂多县是三江源澜沧江源区核
心保护区域，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向来
存在。怎么做既能让贫困群众脱贫，
还能让江水长清？

在昂赛乡年都村，峡谷内澜沧江
奔腾而下，山坡两侧松柏葱茏，一副
大美和谐的自然景观。

在澜沧江畔建档立卡贫困户云
塔家门前的开阔草地上，一座绿色集
装箱式房屋异常醒目。进到里面，只
见全是简易的标间配置，摄像器械和
生活用品显示经常有人入住。

“集装箱房是扶贫项目解决的，
供自然观察人员居住。有部分自然
生态和野生动物研究或科研机构在
网上预约，由乡政府审核资质后盖章
准许，生态观察人员与牧民同吃住并
交纳一定的费用。”昂赛乡党委副书
记才旺多杰告诉记者，云塔家所在地
是雪豹和金钱豹出没的地方，在雪豹

的视频和图片被生态管护员发布后，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

许多像云塔一样的牧民生活在
澜沧江核心区，他们为了保护生态牺
牲了养殖牛羊赚钱的路径。但是，依
托生态管护员岗位和生态体验接待，
云塔一家脱了贫。

才旺多杰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
每年批准进入园区内的人员不超过
300 人，2018 年昂赛乡 21 户评定的
特许接待家庭收入达 43 万元，45%
归接待家庭所有，45%归村集体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帮扶，10%作为雪
豹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

杂多县扶贫局局长才仁东周告
诉记者，杂多县开辟了 7752 个草原
生态管护员岗位，贫困人口占49%，
户均年收入2.16万元。

放下牧鞭 学技增收

利用 19 个非贫困村村集体的
1900 万元资金，杂多县成立了扶贫
加油站、扶贫汽修场、畜产品交易市
场，既增加经济效益又增加就业岗
位。“总共开辟了8个产业，帮助贫困
群众实现就业。”才仁东周说，县里还
成立了扶贫物业公司，县里干部周转
房、行政中心、棚户区物业都交给扶
贫物业公司，目前，已帮助100多名
贫困户就业，“把有限的就业岗位和
经济效益留给最需要的人”。

扶贫物业公司保安宗尕2017年
从苏鲁乡山融村搬迁到安置点，宗尕
在物业公司上班，妻子白忠则贷款在
小区门口租了一间铺面，准备卖馍
馍、面条。“机械设备全部买回来了。”
白忠说。她的脱贫信心满满。

搬出来相对容易，解决就业才能
真正脱贫。在扶贫局开办的培训班
里，20岁的尕东主已学了两年手艺，
唐卡、泥塑，逐步学深学精。“有了一
技之长，就不愁脱贫。”尕东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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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杂多县扶贫局开办的牧民就业培训班里，村民尕东主接受了两年的免费培训，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幅
唐卡的制作。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湖北省竹山县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结合新农村及竹房城镇带
建设，大力实施“庭院致富”工程，鼓励农民在自家房前屋后栽种柿子、樱
桃、桃子、花椒、核桃等经济树种，推广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绿化创收双
赢，庭院经济成为助民脱困的精准扶贫有效模式之一。图为竹山县擂鼓镇
贫困户在采摘自家庭院种植的柿子。 冯仲林摄（中经视觉）

推动党建工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

“第一书记代言”实现效益三重叠加
本报记者 李己平

由省委统筹、组织部门牵头的“第
一书记代言”已成为吉林省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亮丽品牌，被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评为“2019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组织创新奖”，入选中国网联
2019年网络扶贫典型案例。

“‘第一书记代言’生发于脱贫
攻坚一线，代言的直接目标是破解
贫困村有资源没产业，有产业没产
品，有产品没品牌，有品牌没市场的
问题。”吉林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
长辛峰介绍：“更深层的意义是通过
第一书记推介销售贫困村农特产
品，增加村集体和贫困群众收入，用
实效来提高党组织的影响力，形在
增收，意在党建，这是吉林省委的一
项重大部署。”

2018 年 4 月，中共吉林省委组
织部在全省开展“第一书记代言”活
动，推动党建工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
合，为贫困村第一书记发挥作用搭建

平台。同时，吉林省委组织部与吉林
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省商务厅等
部门协调联动，推进党建扶贫、宣传
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与产业扶
贫的深度融合。代言活动通过培育
产品品牌，广泛宣传推介，集中展示
展销，加强平台建设等举措，为贫困
村及所在乡镇的农特产品、旅游产
品、乡村文化产品等代言推介，推动
了特色产业发展，增加了贫困群众收
入。一年多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
过5亿元，推动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加3400多万元。

第一书记代言“代”强了基层组
织。吉林省委总结推广安图县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模式，以县为单位设立
驻村干部党委，推行一线工作法，推
动党建目标与脱贫目标、党建工作与
扶贫工作、党建责任与扶贫责任深度
融合，解决脱贫攻坚持续动力支撑问
题；“代”活了一支队伍。通过代言抓

第一书记队伍建设，作为第一书记深
入基层、转变作风、发挥作用的效果
检验；通过代言培养了第一书记的经
济工作能力，促进了贫困村产业发
展；“代”兴了品牌产业。建立了吉林
全省第一书记代言产品资料库，市县
乡党委专题培训，指导第一书记精选
代言项目，设计代言途径，打造生产
标准，确定质量安全的代言产品。
2018年以来，指导全省1489名第一
书记找市场、树品牌、兴产业，共谋划
代言产品2097个，打造了“黄松甸木
耳”“长白山下老农夫”“虹伊菇娘”等
知名扶贫品牌。

靖宇县大北山村第一书记高世
龙整合全县50 余种特色产品，打造

“老农夫”扶贫品牌，线上开设网店，
线下建实体销售店，累计实现销售额
5200万元。蛟河市青背村第一书记
曾丽圆，采取合作经营模式生产优质
木耳，2018年生产的5400斤秋木耳

通过代言活动销售一空，仅此一项就
为贫困户户均增收1600余元。长春
市榆树大岭镇民主村第一书记何世
华指导省级草编产业致富带头人周
艳华返乡创业，代言的系列草编产品
年收入 10 万元，带动一批贫困户脱
贫。长春市九台区北山村第一书记
苏钢，打造“北大山”系列土特产品，
不仅自己代言在各种展会上推销特
色“丑米”和农副特产，还培养扶持回
乡创业青年贾文亮建蔬菜大棚、组织
编织等项目，带动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万元。

贫困村农产品从默默无闻到火
爆抢购，促进了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
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三
重叠加。一方面，找到了党建工作与
扶贫工作的融合点。代言活动连着
买方与卖方、产品与市场、农村与城
市，更连着党建与脱贫、党心与民心，
满足了群众的热切期盼，促进了党建
工作与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紧密结
合。另一方面，有效增加了村集体和
农民群众收入。代言活动广泛引导
和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同
经营，形成贫困群众脱贫与村集体收
入增加高度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同
时，有力促进了扶贫产业发展。第一
书记代言的是产品，背后连接的是产
业，直接推动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
农特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江西鹰潭

“技能提升”圆了就业梦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初冬时节，走进江西鹰潭市月
湖区童家镇里屋村，160 亩的荷莲
种植基地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
村民孔繁新穿着高筒雨靴，带上锄
头来到荷田开沟排水。

今年 71 岁的孔繁新是村里的
贫困户，自己年迈体弱，还要照顾
患病的妻子。在家门口脱贫是他
多年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终于
实现了。今年 3 月份，里屋村建成
了荷莲种植基地，孔繁新成为基
地管理员。从孔繁新的家到种植
基地，只有300多米距离，走路只需
5分钟。“路不远，每月有1200多元
的工资，还能照顾好妻子。”孔繁新
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广大贫困
户来讲更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
式。在鹰潭，像孔繁新一样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的贫困户不在少数。“不
少贫困户都是因病因残等情况致
贫，他们劳动力较弱，有的还要照顾
家人，出不了远门，干不了重活。”鹰
潭市扶贫办主任罗卫国说。

鹰潭市积极探索产业扶贫特别
是本地特色产业在脱贫攻坚战中的
引领作用，针对贫困劳动力更愿意
在家门口就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在广阔乡村创建就业扶贫车间、
产业下沉工厂、乡村种植基地、公益

扶贫岗位等，这些星罗棋布、大大小
小、不同形式的就业扶贫载体让一
大批贫困人口实现了就近就业。

技能是就业之本。鹰潭市实施
“技能提升”工程，聚焦贫困户对发
展产业和就业增收的技能需求，通
过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帮助每一
个贫困家庭掌握一项实用技能，着
力提高农民就业本领，增强贫困户
的“造血”功能。鹰潭市劳动就业局
局长叶庆国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已
举 办 34 期 实 用 技 术 培 训 班 ，把
1020 名贫困人口培养成技术农
民。通过建在村头的就业扶贫载
体，那些因特殊情况不能外出、无业
可就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赚钱。

曾经无技术特长的孔繁新，今
年初参加了由月湖区扶贫办组织的
莲藕种植技术培训，并到外地实地
参观。“充电”后的孔繁新掌握了一
技之长，在荷莲种植基地务工得心
应手。里屋村委会主任孔金全告诉
记者，荷莲基地建立后，繁忙时节解
决了村里 10 多个贫困户的就业
难题。

据鹰潭市劳动就业局统计，截
至 目 前 ，全 市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1.07 万贫困劳动力中，80%以上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走上了脱贫之路。

在杂多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牧人希望家园”，扶贫物业公司员工在打
扫小区卫生。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五里湾乡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最
南端，五里湾便民服务中心的四咀
村位于五里湾的最南端。全村占地
40.6平方公里，可供耕地6760 亩，
有419户1519人。

2017年前，这里的村民喝的是
水窖集攒下的雨水，吃的是粗加工
后的杂粮，农作物主要是山地土豆，
如遇干旱，连化肥钱的成本都收不
回来。

2017年，靖边县农机局帮扶工
作队来到这里开展扶贫工作，刘喜
平既是第一书记，又是工作队长。
随后，四咀村选出了当地村民高玉
荣为村党支部书记，在外打拼多年、
有着丰富经验的张立伟当选村委会
主任。

要想让一个村子真正富裕起
来，村党支部是否团结、是否有力、
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到重要
作用。

“要是连一点撞南墙的精神都
没有，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刘
喜平在考察林下养殖项目时，对心
存疑虑的村民说。

小米是陕西南部山区的小杂粮
产业，如何让土生土长的传统产业
变成农民致富的金牌产业，这就需
要推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实行产业
的供给侧改革，让传统产业实现从
内到外的“蜕变”。

思路决定出路。工作队驻村
后，立即投身到入户走访和调研
中，并配合便民中心开展有机小米

的品牌认证和农机合作社的筹备
工作。

“这几年苏家湾村在便民中心的
支持下正在推行有机小米的示范种
植，我们想要围绕这个重点工作，真
正把一个产业做精做大。”刘喜平说。

于是，扶贫队在四咀村开始了
一场农业“产业革命”。2019 年的
春天，名为“阜美靖边”的有机小米
成为最受欢迎的拜年礼物，一斤卖
到15元还供不应求。

有机小米可不是单单加了“有
机”两个字这么简单，四咀村以土
地托管的方式通过合作社培育认
证了 1000 亩“阜美靖边”有机小
米，有机小米比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标准更高、认证时间更长，只
有在无污染的土地、水源、空气条
件下生产出的产品才能被认证为
有机农产品。

有机小米让四咀村村民的收入
大增。村民韦兴宝的一亩地收入达
到 5000 元，比之前粗放式种植收
益高出四五倍。

从此，四咀村村民改变了传统
的种植模式，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截
至2019年5月，村里共有农业机械
11台，新增宽幅梯田1650亩，全村
进行土地托管与合作，统一地块、统
一品种、统一耕种、统一标准、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为打造特色农产品
提供了有力支撑，形成了现代农业
种、产、销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人
均收入达1.12万元。

陕西靖边五里湾

党支部扛起脱贫大旗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白凌燕 樊 悦

柿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