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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越西：脱贫攻坚难题逐项“清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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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纳塔带富小陈村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 亮

甘肃灵台县：

“一站式”医疗太方便了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杨 刚

“这个城乡居民医保一站式报
销，对我们病人家属来说太方便
了。少了很多手续，也少走了不少
弯路，解决了我们贫困户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甘肃灵台县星火乡星火
村车头坡社的李秀云为丈夫办理出
院报销手续，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
30分钟。

近年来，甘肃灵台县通过全力推
进健康扶贫，有效解决了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的问题，最
大限度减少了因病返贫现象。

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是通过
新农合、大病保险和民政医疗救助机
构信息系统对接，优化贫困人口住院
报销流程、简化手续，建立“一站式”
服务工作机制，对贫困人口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结算服务模式。“一站
式”服务按照“保险在先、救助在后”
的原则，新农合参合患者在县域内住
院时，完成合作医疗报销后，符合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标准
的，各类医保政策顺次衔接、同步结
算，并在协议医疗机构实行“一站式”
报销结算服务。

“医保报销处承担着全县13个
乡镇的农合报销以及全县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的医保报销业务。”灵台县
人民医院医保报销处副主任李志超
介绍，“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
户一站式结算，方便了群众，也为全
县脱贫摘帽作出了贡献”。

截至目前，灵台县共为 51125
名符合资助条件的人口落实资助金
额460多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资助率100%；全县1月份至4月份
建档立卡医疗救助共263.68万元，
建档立卡补偿95.75万元，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和 医 疗 救 助 三 重 补 偿 比 例 为
85.02%，切实做到了应保尽保、应报
尽报、应兜尽兜。

近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
县，脱贫攻坚“百日攻坚”计划已进入最
后关头，需要攻克的项目任务正逐项

“清零”。
截至 5 月中旬，凉山州 4 月份督

战清单所列 41 项任务已全部完成；
县级督战清单 50 项任务已完成 47
项。“户六有”“村七有”“乡三有”等
量化指标任务正一项项抓实抓细抓
落地。

集体经济带领脱贫

在越西县申普乡果吉村果吉养殖专
业合作社的仓库里，一箱箱鸡蛋整整齐
齐码放其中，驻村工作队员左凯正抓紧
联系外销。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鸡蛋销售比以往要慢一些，但销路正在
努力打开。

成都市蒲江县农业局驻越西县申
普乡果吉村帮扶队员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果吉村果吉养殖专业合作社是果
吉村集体企业，从村外引入的投资占
总股份的46.5%。合作社主要发展 3
个产业，一是 1200 只跑山鸡规模化
养殖基地，二是存栏日产蛋 1.4 万枚
的规模化蛋鸡养殖基地，三是投资
1000 万元的大棚柑橘产业园。从销
售收入来看，目前蛋鸡养殖基地的利
润最可观，月毛利在 8 万元左右，一
年利润可以达到 90万元。从长远发
展前景来看，大棚柑橘产业园也极具
发展潜力。

“脱贫攻坚到这个阶段，没脱贫的地
方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靠单个扶持很
难解决问题，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就是要
引领这部分贫困户脱贫增收致富。”左
凯说。

产业发展改变的不仅是收入，更
改变了观念。以规模化蛋鸡养殖基
地为例，基地有 11户贫困户入股，每
年可以获得 1000 元分红，今年又有
30 户村民参与其中。依托这家集体
企业，村里还出台了相关帮扶政策，
其中拿出利润的 20%成立医疗保障
基金、教育保障基金、养老保障基
金。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
可以获得 50 元补贴，80 岁的老人每
月补贴100元。

四甘普乡的机德村、车洪村，同样
通过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
业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进而带动贫
困户增收。4月 26日，两个村刚刚举
行村集体经济分红现场大会，118 户
贫困户共分红64080元。“此次村集体
经济收益分红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
决心，说明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
最困难群众增收，是可以摘掉‘穷帽
子’的。”四甘普乡党委书记洛边伍
萨说。

有没有村集体经济，是凉山脱贫“村
七有”中的重要一条。目前，越西县208
个贫困村已有111个村拥有一定规模的
集体经济，有51个村的集体经济已经
达标。

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丁山乡邓家坝村村民邓中福最喜
欢自家的苹果园，正是这片不到10亩
的苹果园，去年给他带来了20多万元
收入。其实，许多村民以前也种苹果，
但品种不好，邓中福的苹果品质好，论
个卖，一个能卖到七八元钱。如今，在
他的带动下，全村都种上了优质品种苹
果，增产又增收。

越西县虽然山高坡陡，许多地方土
地贫瘠，但大凉山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
使当地出产的苹果等土特产品质上乘，
深受市场欢迎。为此，越西县不断壮大
发展特色产业拓展脱贫致富之路。经过
几年努力，县级园区、乡级基地、村级示
范园、到户项目“四轮驱动”模式基本构
建，发展了一批农业开发公司、专业合作
组织、家庭农场。其中，发展苹果10万
亩、花椒20万亩、核桃30万亩等，贫困
户就业和增收渠道增多，全县经济活力
进一步增强。

在大瑞镇，一大片苹果园蔚为壮
观。县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越西
规模最大的特色产业基地，有3200亩，
现已完成一期1600多亩，去年已开始
有收益。县里在对口支援方广东佛山
的支持下，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商品
化、品牌化、产业化高标准规划种植，形
成了这片颇具规模的矮化密植现代苹
果产业示范基地。基地建立“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推动“生产、生活、生
态”同步发展，实现农业、文化、旅游三
位一体，深入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技术扶贫、精准扶贫等工作。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对口帮扶示范项目、群众脱贫
奔小康示范点，以及东西部扶贫协作的
典范。

越西县在发展特色产业基地过程
中不断探索，力求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
挥更大效益，让贫困户得到更大收益。
在大瑞镇苹果基地，越西县正在探索一
种新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让投资各方
有收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产业基
地，把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资金的利
益最大化、长效化。比如，越西县将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7491万元投入该项目，按照《越西县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规划》，以贫
困人口人均5000元量化资产收益，扶
持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所涉及的14982
名易地搬迁贫困人口。自资金到账之
日起，前3年由相关公司按5%年利率
兜底支付固定收益，等到第4年和第5
年丰产期时，再按占股收益平均分配给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5年之后的项
目收益分配，再做动态调整。

搬出大山生活更美

住在越西县城城北小区的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房里，53岁的沙马拉冲感觉很
好：“我有3个孙女，都不到10岁，以前
在山上上学很不方便，现在几分钟就到
学校了。以前到山下赶个集要走几小
时，现在就在旁边。”

沙马拉冲的家原来在罗木村，位于
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上，离县城70多
公里。他是老党员也是村支书，虽然一
直很勤劳，但无奈自然条件太差，无法摆
脱贫困。搬出大山后，打工收入、原有土
地流转收入等加在一起，使他家人均收
入从不到3000元增加到5000多元。沙
马拉冲介绍，他们村已有109户村民搬
到了城北小区。

城北小区是越西县最大的搬迁小
区，共有来自多个边远地区的1421户
6660人从老家搬到小区居住。小区内

新建安置房 25 栋共 60 个单元 1440
套，建筑面积12.9万平方米，并配套建
设了管委会办公区、卫生室、文化室、
警务室、村民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
施用房。区内还新建有幼儿园2所，总
建筑面积6980平方米，可容纳600名
幼儿入学。为完善小区功能，满足搬迁
户子女入学需求，还配套建设了 1所
小学。

住在城北小区里的易地扶贫搬迁户
日子怎么过？如何摆脱贫困？越城镇副
镇长、城北易地搬迁小区党支部书记莫
色古木子一口气介绍了多种解决办法。

一是越西县筹资以股份制模式建起
了3200亩以苹果为主的产业园，每个易
地扶贫搬迁户在果园里都有5000元股
份。这些果树已经挂果，从去年开始，头
3年每人每年可获得分红250元。

二是在小区和县城开发了300多个
保洁、城管等公益性岗位，每人每月收入
500元到1350元不等。

三是搬出大山后，将原来山上的土
地流转，集中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每亩
流转费300元到500元不等。“这是很大
一部分收入，因为山地多，每户人家都有
二三十亩土地甚至更多。”莫色古木子介
绍说。

四是外出务工收入，城北小区去年
共有1300多人在县内和县外务工。县
外务工收入从每月3000元起步，有技术
的就更高了。可以说，一个家庭有一个
人务工就彻底脱贫了。县内务工的收入
也不低，工资在每天一两百元，虽然不固
定，但一年下来也有不少。

五是在小区及周边开发了116个摊
位和一排扶贫超市、餐馆，又可以解决二
三百人的就业问题。

“各种收入算起来，易地扶贫搬迁小
区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莫色古木
子介绍说。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越西县共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 28 个乡镇 138 个村
7527户，实施38个乡镇208个贫困村、
80个非贫困村贫困户和插花贫困户彝
家新寨建设11393户，贫困群众出行难、
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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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
小陈村，有种叫“纸罐罐”的手工制
品，卖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成了小
陈村致富的“金罐罐”。

这种纸罐罐名叫pinata（音译：
皮纳塔），是一种流行于欧美国家的
儿童玩具。每当节日聚会时，人们会
将它挂在高处，让孩子们轮流击打，
直到罐子被打破，罐里塞满的糖果、
糕点、小礼物等散落一地，孩子们就
一拥而上，节日聚会迎来高潮。如
今，这个风靡国外的玩具，很多就产
自小陈村。

“皮纳塔里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子。”2009年，这种国外游戏就
引起了小陈村村民安志勇的注意。
他发现，皮纳塔很像中国古代春节时
人们制作的纸牛或其他纸制家畜，里
边装满庄稼种子，悬挂起来用树枝敲
碎，使种子撒落一地，寓意来年丰收。

2009年，小陈村还以种植业为
主，一年到头都要靠天吃饭。安志勇
认为国外有市场村里有人工，自己只
需打通中间环节连接供需，就能带领
村民致富。

招揽人工容易，但该如何吸引客
户呢？当时的安志勇没有经验，只能
自己从网上找照片，用笔一点一点
画，动手一步一步做，反复修改做成
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款皮纳塔。

为了完善产品、提高制作效率，
安志勇经常抱着被子住在客户仓库
里，面条一吃就是一个月，无数个夜
晚熬夜研究到凌晨，白天接着修改制
作再忙到天黑。虽然他也曾因为各
种困难想过放弃，但想到那些在村里
等待好消息的父老乡亲，还是得咬牙
坚持下去。终于，安志勇制作的皮纳
塔得到了澳大利亚、美国等客户的认
可，订单越来越多。

10年过去了。2018年，一直带
领父老乡亲致富的安志勇高票当选
小陈村村委会主任。今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皮纳塔加工出口遇到困
难。为了不让村民们的收入受影响，
也为了更好地维系客户，安志勇除了

画样图、打模板，还挨家挨户送物料，
等村民做好产品再挨家挨户收集成
品。“有村主任带头，疫情期间的生产
一点没耽误。”小陈村村民安玉瑛笑
着说。

5月9日，是今年安志勇召集村
民集体加工的第一天，加工点就在安
志勇的家。记者看到，一条写着“精
准扶贫不落下一人，全面实现小康家
庭”的横幅就挂在墙壁的醒目位置。

“要让大家相信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就
能致富。”安志勇时刻鞭策自己，要为
父老乡亲创造更多致富机会，让越来
越多的农民腰包鼓起来。

在他的工作间里，堆满了大大小
小1000多张模板。原来，每接到国
外客户发来的平面样板图，安志勇都
要对照着画出设计图纸，待客户满意
后再用软件打印模型图，最后送到模
具厂刻成模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
经加工过385款不同的皮纳塔了。”
安志勇骄傲地说。

从2009年到2020年，小陈村的
客户已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
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跟着安志勇来
到仓库，只见统一标准的700多个货
箱整齐摆放着。“这大约有三十几款产
品，这样的货箱我们一个月可以装满6
个集装箱高柜。”安志勇告诉记者，目
前正在与阿联酋和巴西的两个客户洽
谈业务，订单基本已经谈妥。

“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生产从
来没断过，我们一直在致富路上努
力。”63岁的小陈村村民赵衍娥动作
麻利地做着手里的皮纳塔，她告诉记
者，现在平均每天能赚六七十元钱，
除去农忙时节，一年下来可以赚近2
万元。

通过手工艺品加工出口，安志勇
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不仅小陈村村民，安志勇还为周边
11个村的400多户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扶贫
办主任张金秋说，在安志勇的带动
下，村民真正实现了“挣钱持家两不
误”的致富梦。

安志勇（右）正在向村民演示皮纳塔的制作方法。李 亮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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