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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编者按 随着我国绝对贫困逐渐消除，继续做好减少相对贫困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相对贫困会长期存

在，并且相对贫困群体在未来将取代绝对贫困群体成为脱贫帮扶的主要对象。因此，实施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基础的兜底保障政策，发展低收入群体就业救助，构建扶贫产业体系，将成为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广东省乐昌市39个相对贫困村2019年底全部“摘帽出列”

相对贫困怎么帮
本报记者 魏永刚 江 蓝

人间最美四月天。4月1日，山
东青岛平度市城西秦皇河边，一群调
皮的小羊在河沟自在觅食，像是朵朵
滚动的白云。“白云”飘过，一位皮肤
黝黑、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中年男子
走在后面挥动羊鞭，俨然威风十足的

“羊司令”。他，就是于克山。
谁能想到，现在忙着脱贫致富的

“羊司令”，之前还是大家口中“等靠
要”思想严重、向政府要吃要穿的“懒
汉”。于克山今年54岁，孤身一人又
得过脑溢血，留下肢体不协调的后遗
症，4年前被识别为李园街道周戈庄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于克山一度心
存怨气，多次以扶贫资金不直接均分
到人、因个人征信办不下贷款等为
由，不间断地到政府部门“闹”。

老于的困难，让人揪心；可他的
犟脾气，却让扶贫干部一度还伤透了
心。“开始于克山很抵触，觉得扶贫款
就该均分。”街道扶贫办负责人刘辉
介绍，“我们就经常去他家，有时候还
特地买点菜到他家一起做饭吃，慢慢
熟悉后，再给他宣传政策，与他谈心，
有时候听进去了，睡一觉又改变主意
了，花了3个月才让他变了想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过去我老
觉得政府和干部不可靠。现在觉得
扶贫干部真的好，他们不嫌麻烦，一
次一次来讲政策。家中点滴事他们
都记在心里，帮忙解决，我之前真是
对不起他们。”于克山真诚地说。

2016年，于克山在自家耕地上
建起了养殖场，饲养蛋鸡和鸭苗，但
因他无心照料，“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效益一直不理想。眼见刚“扶”
起来的脱贫信心要开始消沉，这可急
坏了街道扶贫办的工作人员。2017

年3月，刘辉找到于克山，详细地说
出了养羊脱贫的想法，“只要你肯干，
养羊技术我包了，资金问题我也帮你
想办法”。在大家的鼓励下，于克山的
心又“活”起来了。当月，于克山就在
街道扶贫办帮助下领到18只小羊。

怕于克山岁数大、学历低，听不懂
养殖技术，街道开展的培训班讲完后，
刘辉总是请专家给他开小灶；担心他
偷懒不上心，工作人员下乡时总会绕
路去看一下；母羊要产小羊时，工作人
员联系好专家去指导；因个人征信问
题，街道多番协调帮他申请扶贫小额
贷款3万元;疫情防控期间，又帮他购
买饲料、给羊圈消毒、做好防护……

如今，于克山养羊已成规模并且
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刘辉心中一块大
石头落了地，他说：“我闭着眼都能想
起每只羊啥样，恐怕自己养羊都不会
这么用心。”

在真情帮扶下，只有初中文化的
于克山一步步成为“羊司令”。“每天
早晨7点以后赶羊群出去吃草，一天
能走10里路，自己的腿脚都比之前
利索多了。”为了养好“脱贫羊”，于克
山还利用放羊间隙，刻苦钻研养殖知
识，“别的我不敢说，现在只要羊有什
么症状，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3年时间，从“啥也看不惯”到
“心怀感恩”，从18只羊变成了100
多只；从兜里最穷时候只有10多块
钱的窘迫到拥有近10万元的“移动
银行”，于克山说，他要把以前荒废的
日子补回来。“疫情过后，街道要组织
我们学习网上销售，听说在网上下单
后，两天就能送到外地。”于克山说，
将来他要成立微企，带着村民一起
养羊。

“懒汉”变成“羊司令”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王 菡

图为于克山正在放羊。 孙京信摄（中经视觉）

火车头幸福种鸽养殖场创收6
万元，火车头同麦源馕业收获了周边
4个乡镇每天约1万个学生营养馕的
订单，火车头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不愁销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
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新疆和田县
的12个村，派出的驻村工作队兴办
以“火车头”命名的企业，让当地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去年，这12个村全
部脱贫“摘帽”。

春光里，和田县乡村充满生机。
在拉依喀乡库木艾日克村火车头种
兔养殖场里，看着新出生的一窝窝兔
崽，驻村干部张悦喜上眉梢。“一只种
兔一年能产40只小兔子，收益很可
观。”张悦介绍，工作队原打算将兔子
分给15户贫困户养殖，后来考虑到
集中养殖能让大部分村民腾出身子
去务工，就建了一个占地500平方米
的兔舍。

如今，由铁路驻村工作队全程指
导，提供产、供、销一条龙咨询服务，
当地群众参股，合作经营的馕饼制
作、核桃加工、花卉种植等特色产业
在12个村遍地开花。

伴随着欢快的民族音乐，一个接
一个馕饼散发着麦香出炉，在罕艾日
克村的火车头同麦源馕业专业合作
社制作间，当地村民正忙着和面、烤
制、包装。与以前的小作坊式烤馕店

相比，这个合作社进行流水线作业，
经营成本和生产效率有了质的变化。

将分散经营的小作坊整合，优化
生产流程，是“火车头”企业的发展思
路。目前，有45名村民在火车头同
麦源馕业专业合作社就业，在家门口
上班。铁路驻村工作队还计划在铁
路12306、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推
广，让同麦源馕饼走向全国。

罕艾日克村农民艾力·库尔班是
合作社的打馕师，每月工资 3000
元。“离家近，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
子，打心底感谢铁路公司给我提供了
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他感激地说。

此外，新疆铁路驻村工作队还跳
出农村传统产业，努力扩大就业。铁
路投资组建的和田火车头电气控制
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环节包括喷漆、
焊接、切割、配电柜安装等，配电柜、
配电箱产品成功打开了周边和田市、
墨玉县市场，已吸纳60名村民稳定
就业，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
以上的收入。

“今年要再加把劲，巩固脱贫成
果。”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驻和
田县工作队总领队木塔力夫·海山表
示，要发挥好“火车头”扶贫项目规模
经营优势，辐射更多乡村，培育好铁
路扶贫品牌，带动更多的当地群众就
地就近就业。

就业“火车头”
开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杨志明 王文霖

乐昌地处粤北，是广东韶关市所属
的一个县级市。在乐昌的脱贫攻坚过程
中，根据广东省确定的扶贫标准，确定了
39个相对贫困村。到2019年底，这些村
庄都已经达到脱贫标准并“摘帽出列”。
在乐昌，能清晰地看到非贫困地区在消
除相对贫困时的有效措施和坚定决心。

兜底保障守住底线

前不久，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乐昌九
峰镇浆源村，刘应吉住在村中间的一座
老院子里，这位1921年出生的老人曾经
亲眼看见长征的红军从村里走过。谈起
今天的生活，他颤抖着翻出两个证件：一
个是身份证，一个是老年优待证。尽管
老人很少出门，但他对老年优待证可以
免费坐公交等“待遇”特别满意。

刘应吉养育了5个儿子，目前与二
儿子刘家顺生活在一起，刘家顺68岁，
因早年腿有残疾没有成家。这是一个典
型的需要政策兜底保障的困难家庭。不
过，刘家顺告诉记者，现在享受五保户政
策，每个月有750元生活费，还有180元
老龄补贴。他与父亲每月有1000多元
的生活补贴，过日子不成问题。

上廊村43岁的谢细英也是兜底保
障的贫困户，谢细英2010年患上了重症
肌无力，每年看病都得几万元，家里有3

个孩子、2个老人，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
夫打工收入。但自从2016年获得脱贫
帮扶以来，她家5口人享受了低保政策，
每月补贴近1000元，看病费用基本省下
了，3个孩子读书也享受了教育补贴。

兜底保障是脱贫攻坚的一个基本要
求。把兜底的人“兜”住了，脱贫成效才
能巩固。乐昌市把兜底保障工作做到了
100%，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整户没
有劳动能力的有2758户，共计5544人，
都纳入了政策兜底保障。去年完成危房
改造任务 143户，完成率也是 100%。
乐昌市扶贫办负责人杨嘉锋说，政策落
实好了，脱贫攻坚就有成效。

乐昌市认真贯彻落实扶贫政策，也根
据自己的实际，努力让贫困人口生活得到
更大改善。在帮助农村群众危房改造的
同时，他们对全市872户贫困户实施了

“幸福工程”。杨嘉锋说，有些贫困户家里
电线乱扯，房子盖好之后还是水泥墙，室
内东西乱堆放。“幸福工程”就是帮助贫困
户在家庭用电、内墙粉白、室内整理等方
面提升，让兜底保障的群众在住房有保障
基础上，生活面貌也能有变化。

就业扶贫找到出路

春节前夕，上廊村牛尾子小组贫困
户谢优和开始谋划来年的生活。因为妻

子生病，他们只好从佛山打工的地方返
回村里。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
初中，家里还有父母，妻子的病让这个家
庭曾经一筹莫展。2008年前后，他们回
到村里不知道能干什么增加收入，谢优
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遇到什么活就干
什么。“扶贫政策帮了大忙。”在生活最困
难的时候，他家被列入贫困户。各级政
府不仅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助，更重要的
是帮助他找到了新出路。

谢优和这几年种了600多棵果树，
年景好的时候能收入2万元到3万元。
政府还专门组织贫困户参加果树栽培培
训班，学习怎么种树，提供肥料、果树苗
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在贫困户李国强家里，我们看到的
是又一番景象。李国强7年前患痛风，
行走困难，家庭陷入困境。5年前，他们
家在脱贫攻坚中被列为贫困户。农村危
房改造帮助他翻修了房子，他与老伴就
一直住在这间水泥墙房子里。去年冬
天，儿子回来把房子装修了一下，粉刷了
墙壁，铺设了地板，准备当新房。

现在，老李家种了200多棵果树，一
年也能挣1万元左右，买药钱大部分也
能报销了，儿子的打工收入也开始撑起
这个家，日子越过越好。

事实上，相对贫困户大都是因为家
里遇到了暂时困难，就业帮扶可以让他

们摆脱困境。乐昌市就业局局长赖建有
介绍，2019年全市有2844户3659人实
现就业，3个月以上稳定就业的有3157
人，稳定就业率达到86.28%。他特别强
调，有意愿务工的贫困人口是2038人，
这些人全都得到了就业帮扶。

就业扶贫车间是乐昌市帮助农村贫
困户就业的有效举措。他们把一些技能
要求不高的简单工序放到农村，创建就
业扶贫车间，组织不便外出打工的贫困
人口到这里参与生产增加收入。目前，
乐昌市已建起10个就业扶贫车间，累计
带动600多人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60多人，扶贫车间员工的年均工
资收入达3万元左右。

产业扶贫有效富民

潘国平现在有好几个“头衔”：绿峰
果菜专业合作社社长、九峰电子商务公
司董事长等，以前他还是村里的生产队
队长、党支部书记。在农村致富路上走
了几十年，潘国平由衷觉得现在的农村
发展势头最好。

为啥这么说？因为潘国平所在的九
峰镇因扶贫而发生了大变化。作为乐昌
市最北边的乡镇，九峰镇是一个与湖南省
相连接的山区镇。但就是这样一个相对
偏远的乡镇，快递业却得到了快速发展。

九峰镇的快递公司以前还很少，但现
在发展到10多家，包括顺丰、邮政、中通、
申通、韵达等，在这样一个山沟沟里，每年
快递量能达到100万件，其中上行（从农
村运出货物）85万件。潘国平表示，这里
快递业最大特点就是上行产品多。“农产
品卖出去了，才算帮农民增收。”

显而易见，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好举
措，产业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大改变。乐
昌市在脱贫攻坚中提出“一村一品”的发
展思路。潘国平在上廊村动员了55户
示范户，发展黄金奈李种植。

相对贫困在农村，扶贫重点也在农
村，产业扶贫要在土地上想办法。乐昌
市把种养产业发展当作扶贫产业的重要
方面，建成72个种养基地，其中39个贫
困村建成扶贫产业基地45个。他们一
方面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发展酿
酒型葡萄种植，带动了220多户贫困户
增收；一方面推广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帮扶模式，带动更多贫困户。

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增收。乐昌
市实施产业扶贫的举措，始终立足卖出
去的努力。他们探索了“基地+公司+贫
困户+代管代销”模式，覆盖带动2628
户贫困户增收。他们建设雪毛鸡养殖基
地70余亩，年养殖雪毛鸡60万只，通过
基地保价收购或自行销售方式，带动参
与贫困户每年增收6000元至9000元。
电商销售也是乐昌市帮助贫困户脱贫的
重要方式。目前，乐昌市注册电商销售
企业40家，年度农副产品销售额已达
8000多万元。

“家里山地多，但自然条件差，种的
农作物难有好收成。我也曾跟风种过茶
叶，可不懂市场没销售渠道，根本不赚
钱。”这些天，正值贵州省黔西南州采茶
旺季，家住贞丰县长田镇长田村的茶农
周明江道出了众多当地茶农的心声。“但
今年不一样了。茶叶进了靠着扶贫政策
开办的茶叶市场，销路根本不用愁，光这
个采茶季估计就有万把块的收入。”

周明江口中的“茶叶市场”非同小
可。这家名为甬黔的茶叶交易市场位于
长田镇，是贵州首个扁茶交易中心。“市场
是对口帮扶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帮忙
建成的。”长田镇党委副书记柏松说，去年
2月投用以来，当地已通过该市场销售干
茶28万余斤，产值近5000万元，不仅帮
助700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还带动周边
3000余户茶农增收致富。

长田镇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是贞丰
县乃至黔西南州有名的茶叶种植大镇。
多年来由于仅依靠简单的传统机器及炒
茶工艺，又没有规范的市场运作模式，

“规模小、加工粗、品牌弱、市场窄”的“短
板”让当地茶农一直难脱“种得下、卖不

掉”的窘境，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
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浪费，如何让

村民看到茶叶能够带领大家脱贫增收
的希望，海曙区的扶贫干部走家串户，

宣讲政府补贴买茶苗的好政策。村民
动了心，可不懂现代茶叶栽培技术怎
么办？海曙区又派驻专技干部、茶学
博士到当地林业部门手把手对茶农培

训……2018年，海曙区结合当地茶农
多、居住散、卖茶难的现状，决定投入
400万元，帮助建设了集贸易与服务为
一体的区域茶叶交易市场，全部免费
向茶农、茶商开放。

“市场建成前，不管茶农还是本地加
工企业，都在自家地盘坐等茶商上门收
购，很多贫困户‘多劳’但并未‘多得’。”
柏松说，2019年市场投入使用后一下子
把茶叶交易辐射面扩大到黔西南州，打
开了商机无限的销售窗口，本地茶叶一
下子有了话语权。

一年来，茶农的钱袋子鼓起来了。茶
农王洋就靠卖茶挣了9万多元，由于有了
交易市场，不到4小时，他的新茶就售卖一
空。不仅茶农脱了贫，周边的加工企业也
迎来巨大商机。不久前，出资万元添置自
动制茶设备的贞丰盘江茶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阮建超信心满满地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依托交易市场，公司去年产值超过150
万元。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仍然有信
心年产值至少能翻一番。据悉，今年甬黔
茶叶交易市场有望实现干茶年交易量突
破30万斤，产值突破6000万元。

宁波市海曙区助贵州700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黔西南茶业古镇茶市富茶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续大治

图为农户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长田镇的茶场摘茶。 孙 勇摄（中经视觉）

乐昌市天井岗村村民正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口帮扶的扶贫种植基地采摘蔬菜。 余文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