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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开栏的话 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国已经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累计减贫

9300多万人。到今年2月底，全国贫困县从832个减少至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这52个县正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再加上疫情对减贫进程产生的影响，攻克这52

个“堡垒”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还有多半年时间，这些未摘帽贫困县有哪些打算？怎样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国各地各行业又将如何合力帮扶？本报记者将在这一栏目中，对这52个最后“堡垒”展开报道。

脱贫攻坚遭遇最难啃硬骨头

52个未摘帽县如何攻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甘肃田坪村：

引水入村富农家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焦杨红 王凤文

甘肃康县寺台镇田坪村村民在自来水池边洗菜。 陈玉梅摄（中经视觉）

贵州迎春村：

东西协作产业兴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青海格尔木市：

脱贫之后更要努力奋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收官冲刺的
关键阶段。有关部门正聚焦“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对52个未摘帽县和1113个贫困
村实施挂牌督战。

脱贫任务难在哪

贵州省赫章县是52个未摘帽县之
一，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著
名的“核桃之乡”。县长胡海说，5年来，
全县共减少贫困人口18.4万人，其中通
过产业扶贫减贫10.5万人，贫困人口发
生率从27.19%下降到3.26%。扶贫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脱贫人口还有
2.5万人，还存在农业龙头企业少、产业
支撑能力弱、农户增收渠道不稳定等问
题，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

都安县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是
广西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目前，全县
已建成3个万头种牛基地、5个万只肉羊
基地、247个牛羊合作社，受益贫困户达
8.86万人。县委书记陈继勇表示，尽管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65个未脱贫
村、1.7万未脱贫人口。受地理条件影
响，产业发展基础仍然较弱，人均耕地不
足0.7亩；本地农业科技人才缺乏，全县
农技人员只有189名；农产品加工能力
不足，物流冷链建设滞后，多数农产品以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销售，附加值不高，抗
风险能力较弱，巩固提升扶贫成果的任
务十分艰巨。

四川省凉山州是全国深度贫困“三
区三州”之一。“截至2019年底，全州还
有7个县未摘帽，300个贫困村未退出，
17.8万贫困人口未脱贫。”副州长向贵瑜
坦言，一是农业龙头企业招引难。地处
边远山区，交通、信息闭塞，对农业龙头
企业吸引力不强。虽然去年引进了34
家农业龙头企业，但与实际需求相差甚
远。二是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难。比
如，凉山州牛羊大多纯放养，吃天然牧
草，饲养时间近2年，但是与内地圈养的
一个价；核桃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高于传统产区5%以上，口感香甜，但是
由于缺乏精深加工，没有形成品牌优势，
优质不优价。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分析说，近
几年，很多贫困地区将茶叶、食用菌、核
桃等作为主导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精
品和特色产品少。大多数产业链条比较
短，加工跟不上，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
争力不强。很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起来
了，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特别是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贫困地区生产
流通秩序，一些地区扶贫产品滞销卖
难。受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普遍推迟1个月以上，还有不少人现在
仍未出去，务工收入大幅减少。这些都
加大了脱贫工作难度，必须付出更加艰
苦的努力。

产业机遇怎样抓住

当前，“三区三州”产业发展取得了
明显成效，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
产业，培育了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
牛羊等一批特色品牌。52个未摘帽县
已发展主导产业122个，带动300多万
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700多元。各地也
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四
川省加快贫困地区鲜活农产品仓储冷链
设施建设，甘肃省将扶贫主导产业和贫
困户产业全部纳入特色产业保险，新疆
和田地区发展扶贫产业园、延长产业链，
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就业增收。

“现在贫困县都制定了产业扶贫规
划，随着市场变化，很多规划已不能适
应发展要求，需要加快调整完善。”韩长
赋提出，要组织贫困县立足资源禀赋和
市场需求，立足现有产业发展基础，持
续推进规划实施，促进现有扶贫产业持
续发展。要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主导
产业，加快发展特色种养、特色加工和
乡村旅游，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县
一业”“一片一特”。农业农村部将优先
把未摘帽县的特色扶贫品牌纳入中国
农业品牌目录，对申报绿色、有机、地理
标志农产品实行“快速通道”政策。

瞄准“抢回来”和“补回来”，赫章县
抢抓春季农时，“冲刺90天”，加快构建
经果林、蔬菜、中药材、生态畜禽业“四大
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核桃、香葱、半夏、
可乐猪等“八大特色产业”，按照“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进一步扩
大产业覆盖面。同时，大力引进劳动密
集型企业，延长上下游产业链条，促进贫
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以乡村旅游业带
动酒店、餐饮、物流等服务业全产业链发
展，带动贫困群众自主创业。

“目前，甘肃省还有8个贫困县未摘
帽，395个贫困村未退出，这些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
弱，贫困户自我发展产业能力弱，内生动
力不足。”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仲
科说，今年将继续抓好龙头企业引培工
作，力争在过去两年已培育82家的基础
上，再引进培育30家以上，实现未摘帽
贫困县每个脱贫产业至少要有1家龙头
企业带动。从最不托底的贫困村、最不
放心的环节抓起，逐村逐项“过筛子”，加
快补“短板”。

“全国去年有1300多万贫困劳动力
出省务工，工资性收入占这些家庭总收入
的三分之二左右。”韩长赋说，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要加强与人社等部门协调配合，加
大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引导贫困劳
动力“点对点”返岗复工、外出打工。同时
进一步挖掘农村内部就业潜力，开辟更多
当地就业岗位。加大村内道路、农田水
利、绿化植树等项目实施力度，增加村庄
保洁员、护林员等公益岗位。

要素投入如何强化

脱贫离不开科技要素投入。目前
“三区三州”贫困县已组建产业技术专
家组529个、遴选产业发展指导员2.7
万余人，52个未摘帽县落实技术帮扶
专家3800多人，涌现出一批广受欢迎
的“林果县长”“养殖乡长”。云南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国林透露，云南今年
将向迪庆、怒江两州选派不少于100名
科技特派员，完成贫困地区高素质农民
培训1万人以上。

韩长赋表示，今年要在52个未摘帽
县建立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把深度贫困
地区种植较多的花卉、猕猴桃、大枣等纳
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高素质农民
培育工程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培训项目全部面向贫困地
区实施。今年病虫害偏重发生，深度贫
困地区防控基础弱、条件差，要组织科研
院校、农技推广机构等开展技术帮扶。

资金要素是另一方面。针对贫困户

发展产业“没钱干”的问题，甘肃省提出
落实好省里出台的人均0.5万元、每户
最多不超过3万元的到户产业扶持政
策，坚持资金使用“一户一策”、农民意
愿、真种真养、见钱见物、奖勤罚懒“五挂
钩”的原则，大力发展玉米“粮改饲”，走
牛羊全产业链发展路子。在未摘帽县，
通过打造集中连片的绿色标准化中药
材、马铃薯、苹果等生产基地，以达标奖
励、以奖代补的方式引导贫困户多种多
养，力争今年通过发展产业再实现1万
人以上脱贫。

越临近目标越不能大意。南京林业
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表示，
今年脱贫攻坚要收官，产业帮扶政策需
要加力推进。52个未摘帽县党政主要
领导要把更多精力用在产业发展上，把
整合的涉农资金更多用到扶贫产业上，
把更多资源集聚到产业项目建设上。要
落实好返乡农民工创业补贴、贷款贴息、
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用好用活产业帮
扶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培育更多
创业创新主体，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雨后初晴的贵州省余庆县白泥
镇迎春村，别有一番韵味：雾气随风
慢慢散去，阳光透过薄雾，洒在苦丁
茶园，满目翠绿，充满生机。

山顶有成片茶园，山脚有初具
规模的养殖、蔬菜基地，错落有致
的“黔北民居”镶嵌青山绿水之
间，迎春村百姓的日子一天天美
起来。

“心手相连，路通百业兴；党群
连心，其利断金。”迎春村驻村第一
书记徐启俊道出“脱贫秘笈”，迎春
村的“幸福转身”，离不开东西部协
作帮扶政策和上海市奉贤区的倾力
支持。

地处深山的迎春村位于遵义市
余庆县、黔东南州黄平县、黔南州瓮
安县三县交界处，因地势高寒、自然
环境恶劣，当地山高沟深、林多地少，
加之交通不便，是一个远近闻名的

“无主导产业、无集体经济组织、无资
源优势”的“三无村”，全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对象131户430人，贫困发生
率高达15.5%。

“群众脱贫的出路在哪里？”面对
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严峻形势，
迎春村按照“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
要求，规划了以苦丁茶为长效产业，
蔬菜、养殖、高粱为“短平快”产业的
产业布局。

迎春所需，奉贤所能。2019年
初，奉贤区对口帮扶工作队深入迎春
村现场调研，认为该村产业规划符合
村情实际，群众发展苦丁茶的意愿强
烈，于是协调争取了102万元对口帮
扶资金帮助迎春村扩大苦丁茶的种
植面积，进一步拓宽了群众脱贫增收
渠道。

今春，迎春村600亩苦丁茶迎来
采摘季，但运输茶青的道路还是泥土
路，通行极为不便。于是，迎春村把
修路列为头等大事来抓，最终又争取
到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196万元，得
以动工修建茶园道路。该条道路预
计上半年建设完工，届时将彻底解决
产品运输难题。

“这条路修好后，不仅打通了制
约产业发展的瓶颈，还解决了3个村
民组130户群众的出行难问题。”正
在施工现场监工的迎春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姚云军信心十足地说，东
西部协作帮扶为村民修出一条脱贫
路、致富路、产业路，群众发展产业的
底气更足了。

“两年前，村里无主导产业，村民
收入很低，基础设施也十分薄弱，如
今长短产业风生水起，村民收入节节
高。”迎春村村党支部书记兰臣感慨
万分，东西部心手相连战脱贫，一定
能共同实现脱贫奔小康的梦想。

甘肃陇南市康县寺台镇田坪村
位于犀牛江畔，有很厚的黄土层，是
康县有名的“粮仓”。但由于缺水，村
里的发展一直相对滞后。

前不久，甘肃陇南市康县寺台镇
田坪村的乡亲们终于不用再为喝水
问题发愁了。如今，每家每户院子里
的水龙头都流出了清澈的自来水，田
坪村终于告别了人挑车拉才有水吃
的历史。

村民的吃水问题是村里的老大
难问题，据村委会主任田维永介绍，
2008年地震之前，田坪村二社的群
众在马水沟背水，三、四社的群众在
麻子沟背水。即便到了半夜3点，两
条沟里都还有背水的人，而且世世代
代如此。

该村二社社长田维宏说，一看摩
托车上绑着两个水桶的，就一定是

“田坪人”。
2019 年是康县“脱贫摘帽”之

年，该县投资416.35万元，巩固提升
了大堡水厂到田坪村的供水管网。
这项工程利用尹家沟基岩裂隙水，从
大堡水厂外接输水主管，采用自流引
水方式，通过管道自压至4个村子，
全天供水。

“我们围绕‘建得成，用得起，管
得好，长受益’的目标，在田坪村建立
了公益性岗位水管员管护制度，并与
管理人员签订工程管护责任书和聘
用合同书，确保工程管护责任到人，
加强人员管理，严格考核奖惩，确保
村民们的用水安全和工程效益的长
久性。”康县水投公司监事长朱涛说。

苦尽甘来，好日子一步一步来
了。今年80岁的蔡军连老人激动地

说，“去年我们终于喝上了自来水，日
子越过越好了，我都想多栽点儿猕猴
桃，给孙子们吃”。

有水吃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动
力更强了。田坪村农业致富带头
人、果树嫁接“土专家”马仲平说，

“自从村里通了自来水，家里可以腾
出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再也不担
心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没水吃了。我
也培育了3亩多地的花椒树苗，现
在长势挺好”。

谈到村里的产业发展，田维永
说，“我们村的传统产业是核桃、花
椒、桔梗、苦参等，一社的赵炳金仅桔
梗就种植了20多亩。现在有水了，
我们还想发展养殖业，拓宽乡亲们的
增收渠道”。

对于田坪村的发展，寺台镇镇长
王丽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现在田坪
村通了自来水，从根本上解决了‘吃
水难’的问题，我们就要从‘点水之
恩’‘上善若水’等‘水文化’元素着
手，以‘节约用水’与‘孝敬老人’为抓
手，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提升乡亲们的思想道德素养，讲
文明树新风”。

另外，康县寺台镇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入手，把整治与建设结合、整
治与长效管理结合，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乡村舞台、道德讲堂等农村村
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为抓手，
边整治边管理，有效巩固整治和建设
成果，内外兼修提升品质。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各种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特优产业的积极培
育，田坪村群众的好日子一定会越过
越好，越过越幸福。

主动申请脱贫、增加家庭收入、积极
参加工作……近年来，在脱贫政策帮扶
下，青海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城北村34
户建档立卡户走出了生活的阴霾，迎来
了曙光，脱贫摘帽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了人生别样的精彩和幸福。

53岁的李有花15年前丈夫去世，
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所有的担子都压在
了她一个人的身上。2个大学生一年1
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她喘不过
气来，偶尔打零工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2015年，城北村、扶贫工作组通过精
准识别，将她纳入建档立卡户，积极协调
为她争取了生态管护员的工作，每个月有
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危房也被改造得焕
然一新，这让李有花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2016年，孩子们先后大学毕业，李
有花家里的生活也有了起色，她主动申
请脱贫摘帽，成了格尔木市第一批主动

申请摘帽的贫困户。不想坐等帮扶，只
想努力脱贫。李有花说，“现在国家的政
策好，这几年对我帮扶力度很大，现在娃
娃的工作也解决了，我也努力工作提升
收入，脱贫后更要珍惜生活，努力奋斗”。

115平方米的大房子布置得井井有
条，彩电、电脑、冰箱一应俱全，发财树、
蟹爪兰郁郁葱葱；屋外梨树、杏树、李子
树迎着春风吐露着新芽……摘掉了“穷”
帽子，李有花的生活敞亮、美好、温馨。

在城北村，摘掉贫穷帽子的典型有
很多，汪玉顺也是其中一个。

2015年，汪玉顺的二女儿因车祸入
院，高昂的治疗费让这个村里人人艳羡
的养牛户变得一贫如洗。医疗费用、吃
穿用度、孩子上学……老汪一家举步维
艰，养牛事业就此荒废。

成为建档立卡户后，城北村、扶贫工
作组、帮扶单位和企业慷慨解囊，老汪一

家还清了债务，夫妻俩一个当生态管护
员、一个当护林员，有了固定收入，家庭
压力也逐渐缓解。

2019年，汪玉顺的大女儿汪琴福大
学毕业了。村委会积极协调联系，让汪
琴福到就近的星月园幼儿园从事学前教
育工作。汪琴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去
年毕业后找工作不顺利，但在脱贫政策
的帮助下，她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为家
里增加了收入，弟弟妹妹可以安心上学
了，爸爸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

孩子们的生活工作有了着落，老汪
又想着重操旧业了，这两天忙着收拾院
落、重整土地，为开养殖场做准备。从
2017 年不足 4.5 万元的家庭收入，到
2019年全家10万余元的工资，老汪的

“家底”翻了一倍还多。
据城北村扶贫工作组队员李富伟介

绍：“自2015年城北村精准扶贫工作开

展以来，通过40天的入户、摸排、调查，
确定了贫困户和帮扶连点单位，同时针
对每一户贫困户开展了精准扶贫，到
2016年底，城北村实现全部脱贫，到现
在为止，城北村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达
到2万元。”

郭勒木德镇城北村党支部书记汪红
林表示，今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目
标、任务前提下，城北村想方设法增加百
姓的收入。通过开展“回头看”，对本村
的建档立卡户进行全面摸排和全方位了
解，其中已经有固定工作的44名，还有
7名大学生已就业，在读大学生4名，后
续也会为他们的就业多衔接、多协调。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把住房、医疗、养老
这些工作安排好以后，希望通过大家的
共同努力，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养殖业、
参加工作等，彻底把‘穷包袱’甩掉。”汪
红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