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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福贡：背包队上山 贫困户进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 松

易地搬迁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 曹 松

河北赤城：

为贫困户定制金融产品
本报记者 冯举高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田耿文

江西抚州：

养牛户过上了好日子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章晋辉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北段
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福贡县，是一个典型的集边疆、
民族、宗教、贫困和高山峡谷“五位一体”
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部分闭塞的贫
困群众长期生活在山里，不愿搬、不想
搬、不敢“走出去”，成了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的一道坎。

眼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了最严
峻、最紧迫、最关键的时刻。福贡县的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得如何？搬出大山
的群众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近日，经
济日报记者深入福贡县，看当地如何攻
克易地扶贫搬迁难题，如何向脱贫攻坚
发起最后冲刺。

背包上山做工作

不久前，记者在福贡县采访时看到
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背包进山讲政策做
工作，为的就是把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
策带进大山，把祖辈在大山过穷日子的
群众接出穷山沟。

早在今年2月底，怒江州在1705名
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基础上，组建了15支

“背包工作队”进村入组，以未完成搬迁入
住任务的村、组为工作单元，开展“背包上
山、牵手进城”行动，全力动员群众搬迁。

因为熟悉农村工作，懂民族语言，
“背包队”队长祝培荣和12名干部组成
的“背包队”背上被褥，上山入驻科罗村
拉谷片区。平日里，他们寻找机会上门
讲政策，空余时间还同村民一起劳作、吃
饭，拉近距离。从最初的“闻迁色变”，到
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前来了解搬迁政
策，这支足行峡谷的“背包队”，用自己
的坚韧换来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同。

子里甲乡俄科罗村位于“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怒江大峡谷里，和
坡益以及384户傈僳族村民就生活在海
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上。“住着木楞房，
窝在穷山坡。挣钱无门路，双眼无光
芒。”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这是怒江
大多数贫困村的真实写照。

要脱贫，先得挪穷窝。在山上待了

50多天，祝培荣心里知道，大山里的村
民们淳朴至极，也异常封闭，让他们理解
并配合扶贫搬迁并不容易。夕阳越过西
岭，趁着村民们劳作归家，穿着迷彩服、
皮肤黢黑的几位“背包工作队”队员再次
来到和坡益家，要同他“较较劲”。

围着火塘，祝培荣把搬迁政策仔细说
了一遍，他掏出傈汉双语版的安置点户型
图，给和坡益指出未来新家的位置。“安置
点的房子是免费的，你家四口人有80平
方米的住宅，比你现在的两间木楞房条件
好，政府还提供家具家电，拎包入住。”

和坡益没出过大山，他有自己的顾
虑，山上可以养鸡养猪，种些青菜和苞
谷，进了城吃的喝的全靠买，没钱咋办？

“政府不会让你们一‘搬’了之的，你
进城以后有公益性岗位，安置点有扶贫
车间，保障基本生活没问题。”“再说县城

工作机会多，你和妻子以后可以打工，你
这么年轻难道一辈子待在山上？”“你家
原来的土地、林地、宅基地不变，可以继
续享受退耕还林、生态补贴等政策。”队
员们轮番上阵，把政策讲透彻、说明白，
但和坡益却始终不愿意签订搬迁协议。

“村民世世代代住在大山里，思想保
守又封闭，不会说普通话，外面的世界他
们不知道，也不敢走出去。”多次走村入
户，祝培荣理解群众的处境，但不搬出去
就阻断不了贫困。

这时，和坡益的小儿子光着脚跑了
进来，拽着爸爸的衣角不放。祝培荣见
状，往火塘里又添了一把柴。“安置点的
学校条件又好离得又近，你要下山了两
个娃娃上学都不用翻山路，多好！”

听到这，和坡益把孩子紧紧抱在怀
里，虽然没有答应签搬迁协议，但他同意
过几天随队员们下山去安置点看一看。

思想转变非一朝一夕，用心用情却
能融化坚冰。2月底，俄科罗村拉谷片区
被纳入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146户贫困
户中仅7户同意搬迁。2个月过去，“背
包队”已成功动员52户签订搬迁协议。

进村入户讲政策

害怕融不进、不理解政策，不愿搬迁
的群众总有这样那样的忧虑。

连日来，福贡县各级干部组成的
“背包工作队”驻村入户，将福贡县易地
扶贫搬迁入住“十送”好政策宣传到各家
各户，让搬迁群众安心入住新居。

架科底乡阿打村村民阿南加是一位
傈僳族老人，一开始由于对安置政策的
理解不全面，对搬迁安置充满了疑惑，迟
迟不愿抽房搬迁。“很多群众因为文化水
平不高，对搬迁政策理解有偏差。”阿打
村“背包工作队”第四组组长波玉花说。

为了把政策讲清讲透，波玉花与队
员们多次来到村里，蹲守在阿南加家，耐
心用傈僳语解读福贡县易地扶贫搬迁告
知书和易地扶贫搬迁“十送”好政策。

“新家基础装修好了，有家具家电，
群众免费直接入住，安置点有医院、学
校、扶贫车间，务工和生活都方便。原来
享有的低保、医保、养老等政策不变，原
有的土地、林地、宅基地不变，稳定入住
后还会统一办理并颁发不动产证……”
波玉花的解读逐渐打消了阿南加的疑
虑，最终老人同意搬迁。

在讲透政策的同时，也要算清经济
账。有的群众没见过山外的世界，只满

足于温饱，背包队员们就总结出生活改
善、子孙教育、医疗保障、土地山林和搬
迁后续发展“七笔账”，让搬迁群众心热
起来、劲鼓起来。

“‘背包工作队’刚来村里的时候，我
们还躲着他们，现在想想挺后悔。”今年3
月份，50岁的邓又加一家五口人从高山上
搬进福贡县城江西安置点，住进100平方
米的新房，他和妻子也在安置点扶贫车间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小娃娃在家门口就能
上学，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有劲。

牵手进城暖人心

“扶上马、送一程”。从鹿马登乡搬
迁下来的村民你有堆坐车子抵达福贡县
城江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让搬迁
群众安心入住，鹿马登乡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和驻村工作队员提前帮他领好钥匙
和配套家具，并帮他搬运家具拎包入住。

看到客厅里摆放着干净整洁的沙
发、茶几桌椅，卧室里的木床和衣柜，厨
房配好了生活用品，热水器、清洁工具等
一应俱全，你友堆的喜悦溢于言表，“在
山上住了半辈子木楞房，一搬下来就住
上了新楼房，太幸福了”。

暖心服务不止于此。
搬下山的群众生活方式大变样，但

很多地方还不适应。比如，找不到自己
住哪一栋、不会用电梯等。为帮助搬迁
群众尽快适应社区生活，福贡县组织大
学生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县直机关团员
青年、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福贡百名志愿
服务暖心团”共计120名，从分钥匙、引
路、搬行李、按电梯到布置新家，一对一
服务搬迁群众。

“新家住得有没有不习惯？电磁炉、
热水器现在用得怎么样？”“好得很，好得
很。”腊吐底村的格阿页搬迁入住新家半
个月了，驻村工作队队长雀晓光带着暖心
团又来上门看望他。由于担心格阿页一
家不熟悉社区，几位暖心团成员给他们介
绍就医、农贸市场地点位置等周边环境，
从环境卫生整治、垃圾分类处理、家电使
用、安全用电、内务整理、居家清洁、厕所
使用等方面逐一手把手培训。雀晓光还叮
嘱他要讲卫生、常洗澡、勤打扫。“搬下来就
是城里人了，要主动适应城市生活，尽快养
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格阿页说。

搬进新家园，点亮新生活。截至3
月31日，福贡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城区
安置点已经安置完成易地搬迁户入住
2133户9233人，入住率达70%。

云南省福贡县境内生活着以傈僳族、
怒族为主体的20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历
史、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发展建设较慢，
是云南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难
中之难、困中之困的典型代表之一。

扶贫工作难在精准、重在精准。对
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
困地区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将这部分人
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让贫困群众

“挪穷窝”“换穷业”，改善他们的生活环
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
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对福贡

县来讲，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脱贫的重
中之重。

然而，群众不愿搬迁是易地搬迁工
作的难点，怕搬迁后原来的产业、土地
政策有变化，怕搬迁以后没有饭吃、没
有事做，怕融不进当地社会……有这些
想法很正常，应当在搬迁工作中得到充
分理解和重视，我们也要站在群众的立
场帮他们解放思想打开心结。

同时，在搬迁过程中也必须坚持以
人民群众为中心，把政策讲透，把经济
账算清，要让群众看到长远的发展，解

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搬迁入住的主动性、积极性，打消
不想搬、不愿搬的思想顾虑，把“要我
搬”变为“我要搬”，通过增强群众内生
动力，培养他们树立靠劳动改变贫穷命
运的干劲和决心。

为了啃下易地扶贫搬迁的硬骨头，
“背包工作队”“暖心团”成了福贡县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创新和重要举措。
工作队队员真正扎根融入、驻村入户，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通直接服
务群众的阻碍，通过火塘夜话等方式，

反反复复、耐心细致与群众点对点交
流、面对面谈心，步步为营日日有成，
积小胜为大胜，每天突破一点，每月突破
一片。

当然，搬迁只是第一步，工作队队
员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及时帮助易
地搬迁群众顺利入住，安心入住，发展
生产，通过采取建产业基地、抓劳务输
出、办扶贫车间等措施，多举措帮助搬
迁群众充分就业，促进搬迁人口融入当
地社会，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地走出大
山、拔掉穷根，阻断贫困基因。

图为位于福贡县城的美丽新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这下可好了，有了这2万元钱，
这段时间的生活有着落了。”近日，家
住河北赤城县白草镇梁家营村的黄
占梅得到了一笔贷款，解了家里的燃
眉之急。

黄占梅已经50多岁，丈夫田永
红在2019年8月份从中和农信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
信”）赤城分公司贷款10万元，用于
承包工地的前期垫资。春节前夕，该
公司客户经理刘春明在对其贷后回
访时，得知其丈夫被隔离在武汉的一
处工地，黄占梅在赤城也不能外出打
工，一家人没了收入，刚脱贫又可能
返贫。刘春明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一
步一步指导黄占梅在手机上操作办
理中和农信线上贷款，成功获得了小
额贷款2万元。

中和农信赤城分公司自2012年
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贷款近1.68亿
元，为赤城县9338户农户发展生产
解决了资金需求。截至3月14日，共
为224户发放小额贷款386万元。

“作为扎根农村的小微金融服务
机构，我们为县域内不能享受传统金
融机构服务的中低收入群体和贫困
户，量身定制了以小额信贷为主的多
元化金融服务产品。”中和农信公司
总裁刘冬文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和农信
调整现有产品，改进线上流程、增加

授信额度、方便客户支取，对种养殖
客户开启绿色快速通道，加快放款
速度。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末，
中和农信在全国共设立344家分支
机构，覆盖全国20个省份10万多个
村庄，有效客户42万余户，户均余额
26483元。小额信贷业务累计放款
339.4万笔，571.5亿元，累计约600
万农村百姓受益。

针对家里有困难的农户，中和农
信还设立了互助基金——中和基
金。对于因此次疫情致病或产业受
到损失、遇到临时性困难的家庭，中
和基金开通了线上救助绿色通道，提
供紧急性捐助，24小时线上优先审
批。此外，各分支机构自主自发组织
志愿者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当地抗

“疫”行动。
为确保老百姓在疫情期间不仅

有充足的物资保生产，还能获得更加
专业的农业技能，中和农信在推出新
项目“农资贷”的同时，开设了“防疫
情、保春耕”系列线上直播课程，以满
足农户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中和农信提供的微型金融
产品及服务涵盖了信贷、保险等多个
方面。“随着广大农户的服务需求日
趋多元且愈加迫切，更全面更多样的
金融服务将在农村金融的未来发展
中扮演重要角色。”刘冬文表示。

“如今，老邱真‘牛’，靠养牛住上
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最近，在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腾桥镇松岗村，
贫困户邱长良成了大家讨论的焦
点。经过他饲养的黄牛膘肥体壮，乡
亲们见了都说好。

这事要放以前，邱长良真是想也
不敢想，穷了大半辈子竟然真的翻身
了，而且还成了村里的“牛司令”。邱
长良是一个不幸的老人。在他很小的
时候，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不久，就
留下了后遗症，导致腿部残疾。由于
家里贫穷，老邱也没有上过学，妻子智
力也有问题。一直以来，夫妻俩靠着
帮助别人干点零活和政府的低保金生
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不过，精准扶贫彻底改变了他的
生活。松岗村把邱长良列为精准扶
贫户重点帮扶。不仅让他享受到了
国家各项扶贫政策，儿子读书也得到
了最大优惠。同时，镇政府和扶贫小
分队根据邱长良的身体状况和实际
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帮扶计
划。驻村第一书记杨云了解到，邱长
良从小放牛，对牛比较熟悉。“我以前
也想过养牛，但是家里穷，根本买不
起牛来养殖。”邱长良说，政府的帮扶
点燃了他的创业梦。

要养牛，购买母牛是关键。邱长

良没有钱，杨云积极想办法，担保为
他贷款4万元。之后，又四处奔波，
联系好黄牛卖家。2018年初，邱长
良终于购买了两头母牛。牛买回来
了，还要建牛棚。杨云及时与村委会
沟通，把村里一处偏僻的荒地免费让
给他建牛棚。

60多岁当上了“牛老板”，邱长良
激动得几天没有睡好觉。但养牛毕竟
是技术活，邱长良一看到牛生病就束
手无措。为了帮助他，杨云多次请专
业养牛户现场指导邱长良如何防范各
种疾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干部都
会第一时间上门解决。”邱长良说。

2018年年底，在邱长良精心饲养
下，母牛产下两头牛崽，让邱长良看到
了希望。不久，他卖出牛崽获得8000
多元收入。尝到甜头后，邱长良就想
着扩大养牛规模。扶贫干部官志斌得
知后，先后联系多家爱心企业赞助养
牛资金6000余元，并为邱长良提供免
息借款。这让邱长良信心倍增，2019
年又购进母牛4头自繁自养。

邱长良说，现在他终于靠养牛过
上了好日子，拿到了脱贫光荣证书。

“扶贫政策好，干部帮到位，我要争做
脱贫致富带头人。”邱长良觉得，只要
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政策支持，脱贫
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湖北保康扶贫招聘

4月15日，求职者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现场查看
招聘信息，寻找就业岗位。 陈泉霖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