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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新疆墨玉：特色小产业扎根基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呈忠

扶贫扶长远 长远看产业
□ 马呈忠

山西吕梁打造护工培训计划——

“三转婆姨”当上护工
本报记者 梁 婧 通讯员 李全民

图为在墨玉县博斯坦工业园区新疆美凡华尔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米日班·吾布力（右一）正在指导入厂不久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米哈尔班·托儿堤麦麦提（左一）包装袜子成品。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深圳海关帮扶河源产业开发——

“致富能人”带动脱贫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墨玉县位于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南缘，属于“三区三州”国家深
度贫困地区。作为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难啃的“硬骨头”，今年面临着攻克

“最后84个贫困村退出、3.65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脱贫”的艰巨任务。

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少、经济基
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是墨玉县脱贫攻
坚的突出短板。为此，当地以实现“县有
龙头企业，乡镇有规模企业，村有扶贫工
厂，户有小作坊”为目标，加快形成产业带
动就业、就业促进产业的模式，做到以业
安人、以业稳人、以业脱贫，确保如期上交
27.77万人脱贫的满意答卷。

“小兔子”长成大产业

初夏时节，烈日炎炎。走进墨玉县
普恰克其乡天驭集团獭兔养殖场，38岁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麦麦提阿布都拉·肉
孜买买提穿梭往来于一座座养殖棚，查
看棚舍温度，指导工人给兔子喂料喂水。

“以前，外出打工收入不稳定。现在
非常珍惜能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麦麦
提阿布都拉家中地少，一家四口靠他外
出务工为生。1年前，经村委会介绍，他
来到獭兔养殖场上班，从普通员工一步
步成长为副场长，现今管理着70多名员
工，月工资3900元。

今年企业鼓励村民承包兔棚，懂得
养殖技术的麦麦提阿布都拉便和4位村
民合伙承包了8个兔棚，带动了2名贫
困户就业。“以前在养殖场上班，每月有
1800元的固定工资。现在到承包户养
殖大棚上班每月2000元，干得好还有提
成，所以一心想着养好兔子脱贫。”25岁
的贫困户图尔荪尼沙·图尔荪巴克正在
细心照料即将生产的獭兔。

贫困户的生活变迁，得益于墨玉县
大力发展家兔养殖产业。借助兔产业，
越来越多的农民变身工人，实现稳定就
业脱贫。

“和田地区少雨干旱，可以减少致病
细菌繁殖，能有效预防、减少兔子病害，
适合大规模养兔。当地劳动力充足，有
养殖经验的农户稍加培训就能上手。”墨
玉县天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大
鹏说，2019年3月份，该公司采取“龙头
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在
墨玉县布局养殖场、屠宰加工厂在内的
养兔产业链。

目前，墨玉县两个乡产业园已提供工
作岗位200余个，其中贫困人口占80%。
预计未来将提供养殖、屠宰、加工、包装、
运输等600余个就业岗位，平均每人每月
工资可达2000元至4000元。

为带动贫困户脱贫，该集团免费向
贫困户提供种兔、饲料、防疫及饲养技
术，由贫困户入户代养，兔子出生后（50
天）由企业回收，并按照8元/只向合作
社或贫困户支付代养费用，贫困户年纯
收入可达1.6万元。

在产业结构单一的墨玉县，小兔子
已成为带动一方百姓脱贫的富民大产
业。目前，全县已养殖种兔10万只，可
年产商品兔400万只，同时带动1000户

贫困户通过家兔入户养殖脱贫致富。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农民养兔水平

和积极性很高。公司正在深加工环节发
力，提高兔子价值。”周大鹏说，食品加工
厂、兔饲料厂、有机肥厂、种植基地等设
施正在加快建设投用。

目前，墨玉县依托天驭集团等企业，
积极发展肉兔、肉鸽、香菇等九大产业，
采取“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运营模
式，实现5733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
收益全覆盖。

打好乡村产业基础

走进喀尔赛镇巴格其村乐器加工

坊，不时传出热瓦普、都塔尔、手鼓等民
族乐器的声响。35岁的哈吉阿卜都拉·
阿塔吾拉聚精会神地为一个个悬空吊起
的乐器弹布尔刷漆上色。

“做梦也想不到，还能有机会学习制
作乐器。”哈吉阿卜都拉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收入主要靠务农和养羊。去年，
他在和田买合木提夏克民族乐器有限公
司设在村里的乐器加工坊实现了就近就
业。“我和妻子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两
个人每月收入4000多元。现在就想早
点学会技能，用亲手制作的乐器唱响幸
福生活。”

“加工坊设在村里可以将果木原料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贫困户就近
就业，稳定增收。通过制作乐器还能实
现文化遗产传承和旅游纪念商品的有机
结合。”乐器加工坊负责人阿布力克·麦
麦提介绍，目前该村已有23名村民在乐
器坊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人。

墨玉县作为深度贫困县，紧抓“产业
促就业”牛鼻子，通过培育壮大乡村特色
经济、厚植产业基础，确保脱贫不返贫。

喀尔赛镇库木博依村三面环沙，在
绿树环绕的盛世沙舟养殖农民合作社，
每月有2000元收入的村民帕坦木·克尤
木正在为棚圈里的 43头骆驼喂水加
料。“以前贫瘠的沙窝窝，现在养着金骆
驼。”帕坦木·克尤木告诉记者，每天光驼
奶收入就有500元，到了年底通过售卖
骆驼还能分红。

据悉，该合作社占地30亩，现有骆
驼284峰。采用“合作社+村委会+贫困
户”模式，带动村里未脱贫的115户贫困
户自愿将202.4 万元扶贫资金折股量
化，购买骆驼交由合作社托养，合作社每
年以不低于投资金额的8%向贫困户分
红。在发展过程中，新疆公路管理局驻
村工作队投入80万元用于圈舍等基础
设施建设，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在距离骆驼合作社不远的一片沙丘
上，占地50亩的18排光伏电板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26岁的贫困户阿巴拜克
尔·肉孜买买提正在擦拭电板落尘，检查
光伏发电箱。“以前晒太阳没有钱，现在
和电板一起多晒太阳，收入会更多。”阿
巴拜克尔开玩笑地说。

阿巴拜克尔·肉孜买买提一家有6
口人，因母亲生病致贫。自2019年4月
份扶贫光伏发电站项目实施以来，包括

阿巴拜克尔在内的4名贫困户在光伏发
电站实现就近就业，除了每月固定工资，
年底还参与村里100户贫困户售电收益
分红。

“现在每月1500元工资，年底电费
收益分红5000多元，加上种地收入，今
年一定能脱贫。”阿巴拜克尔说。

如今，一个个扎根基层的特色“小产
业”，托起了贫困户的致富新生活，壮大
了村集体收入。2019年全县389个村
集体经济规模达到了9000多万元。

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为了提高收入，工作队帮我找了一
份清运垃圾的工作，送来了100只鸡苗
发展庭院经济。”这两天，墨玉县加汗巴
格乡友谊村56岁的脱贫户吐荪托合提·
买买提更忙了。

今年3月份，新疆对墨玉县83个深
度贫困村开展挂牌督战，为确保这些贫
困村如期实现脱贫目标，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督战组深入深度贫困村，针对
脱贫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制订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责任和完成时限。

“入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吐荪托合
提虽然已经脱贫，但存在返贫可能性。
通过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积极协商，
为他量身定制了增收方案。”新疆挂牌督
战巩固提升组第十八组组长李绍柏说，
最终为吐荪托合提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并
扶持他发展家禽养殖，实现了稳定长效
脱贫。

如今，一家一户打造脱贫方案正在
成为脱贫“标配”。

“以前只能到乡里的巴扎（指集市）
上卖衣服，现在村民收入多了，也喜欢来
买衣服了。”在加汗巴格乡巴什达拉斯喀
勒村，经营服装店的贫困户凯麦尔妮萨·
如孜告诉记者，由于去年6月份申请了5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她在村里有了固定
的经营场所，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

贫困户布佐日罕·库尔班尼亚孜的
女儿高中毕业后一直待业。2019年4
月份，经村委会帮助，她在昌吉市一家公
司实现就业，每月工资3600元。

李绍柏说，督战组将分三个阶段，对
全县362个村实现全覆盖走访，指导每
个贫困户了解用好各项扶贫政策，确保
每家每户通过就业或者产业实现脱贫。

地理位置偏僻、人均耕地少、自然
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作为新
疆今年将要脱贫的10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墨玉县的脱贫任务艰巨。

怎样才能如期脱贫？以产业促就
业，以就业促脱贫，成为墨玉脱贫的有
效路径。

在绿树环绕的英也尔乡库木亚依
拉克村，曾经缺少技能、家庭贫困的穆耶
赛尔·如则麦麦提，已经从围着灶头转的
家庭妇女，变身为和田圣果源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烘焙车间班长，脱贫步伐
稳步前行；在机器轰鸣的墨玉县博斯坦

工业园区，外出经商多年的努尔麦麦提·
亚库甫回乡创业，带领当地90多名贫困
户创办纸巾企业，依托政府优惠政策做
大产业，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走乡入村，一个个特色产业正在
成为群众摆脱贫困，村镇发展壮大的
有效抓手。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要确
保今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抓产业、促
就业是重中之重。发展产业不仅是眼
前的脱贫攻坚，还要考虑今后的稳定、
支撑、防返贫等问题。

“输血式”扶贫只能解一时之困，要

让贫困户实现长久脱贫，坚持运用产业扶
贫的“造血”功能，激发贫困户积极性和主
动性，才能确保贫困户持续脱贫增收。

发展产业，墨玉县把出发点和落脚
点放到了脱贫攻坚和增收致富上，围绕
现代农业产业打造“一城四园”（即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建材园区、畜禽科技
示范园区、产城融合扶贫示范园区），深
挖产业潜力，探索“企业+基地+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让贫困户依托产业持续增
收，让深度贫困
村依托产业实
现振兴。

“太开心了！政府免费给我们体
检，还配备专车送我们出去打工。”来
自山西吕梁的护工许连红难掩激动
之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连红
已经在家待了2个多月，在得知吕梁
市将配专车助力吕梁山护工返岗就
业时，许连红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搭
上脱贫“专旅”，踏上了致富之路。

36岁的许连红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几年前因为丈夫一场大病掏空
了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除了照
顾丈夫、看护小孩，许连红还得打零
工维持日常开销，全家重担都压在
她身上。

2016年，在丈夫和帮扶责任人
的鼓舞下，许连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走进了吕梁山护工培训课堂，这一试
成了她打开全家脱贫致富之门的“金
钥匙”。通过认真学习培训，一个月
后许连红到北京就业，第一次上岗就
挣到了5000元。如今，她凭借精湛
的护理技能和优质的服务质量，已经
成了吕梁山上的“金牌”护工，工资更
是越挣越多。

好日子离不开好政策。吕梁是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全市13个县（市、区）有10个贫困

县，是山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为了
能够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吕梁
市针对该市贫困户妇女“围着锅台
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的“三
转婆姨”实际情况，量身打造了吕梁
山护工培训计划。该市每年投入
2000余万元，保障护工的培训质量
和服务。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与50
余家家政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组建
了驻北京、天津、太原等地6个服务
部和17个服务站，累计培训50000
余人，26000多人通过吕梁山护工网
站、微信公众号、手机APP实现了就
业，护工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

在国内市场上开花结果，让吕梁
市有了拓展国际市场的“野心”。
2019年，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领导
小组办公室与日本方面达成合作，通
过专业学习培训，让更多吕梁山护工
实现跨境就业，现已有13名吕梁山
护工完成相关日语、专业技能培训，
开启了赴日就业旅程。

如今，像许连红一样，越来越多
的“三转婆姨”搭上了吕梁山护工培
训“顺风车”，成了脱贫致富能手。以

“诚信、勤劳、专业”为特色的吕梁山
护工品牌已经叫响全国。

“一个好的致富带头人，可以搞活
一个产业，辐射一片地方发展，带动一
批人脱贫致富。”深圳海关驻广东省河
源市紫金县敬梓镇联和村干部薛博文
信心满满地表示，近期已在河源市联
和村落地了4个农业项目，每个项目
都物色了村里的脱贫致富能人负责落
地实施。一直以来，深圳海关充分发
挥贫困村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
用，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努力让当地摆
脱产业空心化的贫困境地，带领贫困
户奔上脱贫致富小康路。

廖金山就是薛博文口中的“能
人”，虽然已年过六旬，但仍敢拼敢
闯。薛博文携手廖金山在反复考察
了水文环境和种植条件后，最终确定
在联和村发展柚子产业。

深圳海关向廖金山负责的合作
社投入帮扶资金20万元，用于购买
树苗、肥料等。2016年，廖金山在联
和村种下1万多棵三红蜜柚树苗。
为了便于照料果园，他就住在了柚子
林旁边。薛博文也经常往柚子林跑，
看看长势如何、有没有遇到虫害、销
路打开了没有，竭尽所能帮助解决问
题。海关与合作社携手并进，努力在
联和村打造出了优势产业。

经过3年精心栽培，2019年金灿
灿的柚子挂满了枝头，吃起来也是清
甜微酸。“过一两年，柚子树会进入丰
产期。遇上好行情，一棵柚子树长出
的果子能卖300多元，这里种着1万
多棵，一年就是300多万元。这在以
前，我都不敢想！”廖金山兴奋地说。

柚子产出后，接下来要解决销路
问题。从写文案、打广告到对接销售
渠道，薛博文没日没夜地当起了“推
销员”，先后销售了7万多斤柚子，解
决了产业起步阶段的销售问题。看
似不起眼的柚子，背后是一条惠及多
方的“致富链”，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问
题，每年还可以为贫困户分红2.6万
元，对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户收
入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河源市紫金县好义镇小古村是
深圳海关对口帮扶的另一个贫困
村。这里同样有致富“能人”。

黄海宇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惠州
市一家地产集团任职，觉得国家惠农
政策越来越“给力”，山区农产品也很
受城里人欢迎，他便辞职返乡创业，
规模化养殖三黄胡须鸡。在2016年
河源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上，他带着
刚刚起步的养鸡项目，一路过关斩
将，拿下第一名。

在深圳海关全力支持下，黄海宇
的规模化养鸡产业起步了、站稳了，
现在正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合作社
养殖基地占地面积300多亩，出栏量
超过16万只，产值600多万元，还在
河源、惠州、东莞等地开设了专卖店，
销售市场十分看好。

合作社还与小古村30户农户签
订了合同，建立了合作帮扶关系。“包
鸡苗、包技术、包回收”的扶贫“三包”
服务，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参与到养
鸡产业中来。“合作社为我们解决了
很多难题，我们没什么可顾虑的，收
入也多起来了。”贫困户黄志光说。

深圳海关驻小古村干部陈天晓
全力支持黄海宇的养鸡产业，经常和
他往各大展销会上跑，在朋友圈“吆
喝”“带货”。疫情暴发后，陈天晓千
方百计帮忙销售，通过申请入驻广东
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参
与“广东消费扶贫月活动网上行”活
动等多种方式拓宽销路，把疫情对产
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自2016年5月份参与精准扶贫
工作以来，深圳海关先后在联和村、
小古村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作用，因
地制宜发展包括柚子、养鸡、紫薯、杨
梅在内的16个产业项目，每年实现
收益108万元。同时，深圳海关还大
力开展消费扶贫，先后采购扶贫产品
174万元，帮助解决扶贫产品销路问
题，支持扶贫产业做大做强，让致富
的幸福路越走越宽。

图为广东联合村“致富能人”廖金山在修剪果树。关 轩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