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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鸟瞰兰坪大地，高山褶皱起伏连绵，
道路曲折蜿蜒。放眼澜沧江干热河谷两
岸，红土裸露，植被稀疏……

在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9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绝大多数地区
属高寒山区和干热河谷地带。生态脆
弱、自然条件差，让世居在这片土地上的
少数民族群众久困于穷。截至2019年
底，兰坪19个贫困村未出列，2585户
861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脱贫，贫困
发生率4.8%，县域性的整体贫困问题
突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兰坪县聚
焦“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朝着
易地扶贫搬迁剩余任务、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等短板弱项发起总攻，确保贫困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誓要夺取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

早搬迁早得利

“早知道就应该早点搬下来住，现在
想想还真有点后悔。”

“只要你肯努力，下来肯定比你在山
上强，对孩子以后读书更好。”

不久前，兰坪县兔峨乡背包工作队
队员李田飞又来到熊花四爷家走访，两
人一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

虽然从山上刚易地搬迁到金江小区
3个月，但熊花四爷一家的生活却大变
样。熊花四爷一家6口人，原来住在山
上的傈僳村，那里土地贫瘠、广种薄收，
勉强能维持生活。可李田飞第一次上门
动员他搬迁时，却吃了闭门羹。“熊花四
爷认为山上好歹能种点粮食吃，到了城
里要花钱的地方多，担心生计问题，所以
不敢搬。”李田飞介绍说。

李田飞前前后后跑了熊花四爷家
20多次，给他讲政策，算明白经济、生
活、教育等几本账，一步步打消他的顾
虑，最终说服了熊花四爷搬出大山。如
今，熊花四爷一家人住进100平方米的
新房，他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每个
月能挣3000多块钱。“搬下来能找到工
作有钱赚，就有活路了。国家政策这么
好，我们不再担心生活问题。”熊花四
爷说。

想脱贫先得挪穷窝，易地扶贫搬迁
是兰坪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环。
2019年10月，正当全县搬迁安置点抽
签分房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时，兔峨乡却
推进缓慢。“全乡14个村都有一定数量
的未抽房户，大华村参与抽签分房的村
民更是屈指可数，抽房率仅为11.15%，
远低于全县全州平均水平。”兔峨乡背包
队队长李培渊告诉记者。

时间不等人。为了破解搬迁“协议
签订难、抽签分房难、搬迁入住难”问题，
今年春节过后，兔峨乡打响易地扶贫搬
迁剩余任务歼灭战，创新成立了由县、
乡、村三级60余人组成的工作队。这些
队员群众工作经验丰富，懂民族语言、懂
搬迁政策、懂法律法规，他们背上行囊直
接入住贫困村组，争分夺秒在村小组、农
户家中细致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尽快抽

签分房并搬迁入住。
时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考虑到群众出行面临诸多不便，且很多
贫困户没有出过大山，识字不多，不会说
汉语方言，兔峨乡还组成“背包车队”，将
群众送往怒江州内、兰坪县内和兔峨乡
的安置点。“根据工作需要，我们的队员
在安置点灵活分组，有的帮助群众办理
入住手续、搬家具、抬米油被子等生活物
品，有的带领群众认家门、为群众解释政
策，让搬迁群众搬得顺心、住得暖心。”李
培渊说。

截至 2 月底，兔峨乡已搬迁入住

1587户5694人，全乡搬迁对象100%签
订三项协议，100%抽签分房，100%搬
迁入住，在兰坪县率先攻克了“易地扶贫
搬迁新增对象全部入住”这一堡垒。

开展生态修复防返贫

捡出土里的石块，栽下芒果小树
苗，拱平土面，盖上塑料薄膜……搬到
山下的几个月，兰坪县兔峨乡村民李春
保俨然已经是果树种植的熟练工。今年
4月以来，他和几十位村民每天都在澜
沧江畔的坡地上种植果树。“去年12月
我从石坪村搬迁到了兔峨乡坝区的安置
点，现在我和妻子都在这里工作，每人
每天挣100元。”李春保一边干活一边
告诉记者。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兰坪
县澜沧江两岸的干热河谷气候炎热、降
雨稀少，裸露的山体上偶有几片植被。
为了治疗伤疤、修复生态，今年2月，怒
江“治伤疤、保生态、防返贫”生态建设巩
固脱贫成果行动全面启动，全州干部职
工和搬迁群众闻令即行、上山造林，在怒
江和澜沧江峡谷两岸种下孕育着希望的

“绿色银行”。
通过兰坪县招商引资而来的怒江兰

坪金芒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立坪介绍，他们在澜沧江两岸流转了
5000亩土地种植石榴和芒果，通过规模
化种植在兰坪打造水果产业。“我们之前
考察试验过，这里气候适宜，土壤没被破
坏，种植的芒果比我们主产区晚熟1个
月左右，糖度也高。”孙立坪说。

绿了荒山，富了口袋。据统计，兰坪
县目前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4.65 万
亩、造林绿化17.7万亩、义务植树215万
株、天然林管护231.97万亩、封山育林4
万亩、人工造林9万亩、森林抚育3.2万
亩，选聘生态护林员10753名，森林覆盖
率达到68.43%。

看着不远处种下的芒果和石榴，兔
峨乡副乡长和嘉宏十分期待，4年左右
这些果树就能挂果，这片光秃秃的山坡
将变得郁郁葱葱，“群众务工有收入，土
地流转也有收入，果子成熟以后，有利润
了，还可以分红。通过生态修复与产业
发展相结合，能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后续产业发展难题”。

保障稳定就业促增收

就业是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增加收
入的重要渠道。4月17日，来自兰坪县
的35名劳动力搭乘中交四航局二公司
前来接应的客车，踏上了去往广东的务
工之路。石登乡回龙村村民杨繁荣告诉
记者，他去年就通过劳务输出去广东务
工，现在已经是工地上的小组长了。“外
面工作福利待遇好，增收也快，同村村民
看我挣了钱，今年都愿意跟着出来。”

为了减轻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增
收的影响，春节过后，兰坪县成立了就业
扶贫总攻突击队。通过与中交集团、珠
海等地用工企业对接联系，兰坪县积极
收集储备用工岗位，收集整理用工信息，
同时摸清全县农民工返乡情况和就业需
求，制定劳务输出工作方案，对用工集中
地区、集中企业特别是赴粤农民工群体
通过专车、专列等方式开展“点对点”输
送服务，实现务工人员出家门，进车门，
下车门，进厂门，全过程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兰坪县根据用工市场需求
和劳动力就业意向，紧紧围绕技能培训促
脱贫的目标，对贫困劳动力进行技术技
能、能力素质提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培
训，开展实效性较强、吸纳就业能力强、市
场容量大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
业的技能培训，确保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
1门实用技术，保障他们稳定就业。

4月底，三江职业培训学校在兰坪
县城安置点永兴社区举办的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缝纫技能培训班顺利结业。一个
月的培训时间，不仅让搬迁群众熟练掌
握缝纫加工技术，提升就业能力，也进一
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增收致
富本领。“培训很实用，我熟悉了缝纫机，
学习了开袋、上拉链、合大身、整衣制作
等技能。下一步，我打算留在永兴社区
扶贫车间务工，既可以挣钱又能照顾家
庭。”搬迁群众李松茂信心满满。

通过及时组织转移就业、扶贫车间
就近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等多种
渠道，截至3月底，兰坪县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共实现就业 15802 人，就业率
66.13%。其中，建档立卡户共实现就业
14443人，就业率为68.97%，建档立卡
户就业覆盖率为100%。

一大早，和正田就与妻子来到养
猪场添加饲料、清理圈舍。忙完之后，
他又带着几位村民去建筑工地干活。
奔着脱贫致富的好日子，和正田感觉
有使不完的劲，“脱贫摘帽只是开始，
要继续加油干才行”。

今年40岁的和正田是兰坪县兔峨
乡江末村村民。5年前，他还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如今，他通过养猪、组建建筑
工程队承包村里危房改造等项目，不仅
自己脱了贫，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和正田告诉记者，由于家境贫寒，
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了，做过木
工，也在工地干过活，由于没手艺没文

化，干的全是苦活累活。天有不测风
云，2011年，他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女儿
不幸患病。为了给女儿治病，他不仅
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变卖家产，负债累
累，成了贫困户。

“作为一个年轻人，走在村里我都
觉得很丢脸。”和正田心里不服输，努
力寻求增收渠道，希望通过自身努力
尽快摘掉贫困“帽子”。

2017年初，在扶贫政策和帮扶干
部支持下，和正田开办了年出栏50头
仔猪的养猪场，繁育仔猪。当年年底，
他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小有盈余。脱贫
摘帽后，看到一些乡亲们也缺少收入

来源，和正田就想着带大伙一起挣钱
脱贫，“一家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

2018年3月，村里实施危房改造，
头脑灵活的和正田在乡党委、政府支
持下，成立了江末村建筑工程队，带着
贫困户承包工程。“跟着和正田我学到
了很多技术，也有了稳定收入。他人
好，跟着他干我们有信心脱贫。”江末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福君说。

截至目前，工程队长期用工 1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人，每
人每年收入达1万元以上。

“乡里相信我、支持我成立了建筑
工程队，乡亲们愿意跟着我干，我一定
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为了过上更好的
日子，和正田还有一些计划。“现在政
策这么好，我准备和村民们再发展一
些种养产业，
努力经营，带
动更多贫困群
众致富。”

兰坪：搬迁稳得住 下山能致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 松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本报记者 曹 松

图为兰坪县兔峨乡村民李春保（左）和村民们在澜沧江畔坡地上种植果树。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通讯员石
芝谋 杨云平报道：如何让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不返贫，并确保有效阻断源头
不致贫，有力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贵州省绥阳县探索建立
包保监测网格化、政策落实专班化、疑
难会诊定期化、多元就业造血化、督导
落地常态化“五化”防返贫机制，让小
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包保监测网格化。建立乡镇由1
名县级领导、村由镇班子成员、村民组
由镇村干部包保的监测体系，实行户
建台账、村级建册。并由县镇村党员
干部对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实行“一对
一”全覆盖结对帮扶，通过月定期走
访、线上常态联系等方式实行监测。

政策落实专班化。聚焦“一达标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建立县镇级“数
据”运行平台，同步组建“1+10”扶贫、
教育、医疗、住房、民政等工作专班。
镇村会诊中，对政策方面的问题开出
清单，由专班职能部门对照清单销
号，确保“三保障”政策落到实处，符
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全覆盖兜底保障。

疑难会诊定期化。在帮扶中监

测发现问题或有预警的对象，交由村
级备案，镇村每周一次“会诊”，精准
施策“对症下药”。镇村不能解决的

“杂症”上报县指挥部，县委统筹定期
召开“1+1+N”单位工作联席会，合
力推动问题解决。

多元就业造血化。该县在志智
“双扶”的同时，把就业、产业作为群
众增收致富之路来抓。组织化开展
创业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目前，劳
务输出返岗3149人，通过寻找新岗、
扶贫车间、投入重大项目和企业生
产、公益性岗位等解决本地就业创业
4542人。大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以“一镇一品”“一村一特”思路，发展
18个500亩坝区主导产业和山区特
色产业，解决就业2万余人。

督导落地常态化。该县成立5
个督导组，定期开展联合督查、成效
评估，常态开展暗访督查、回访复查，
确保机制运行顺畅、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约谈责任落实不力的单位负责
人17人次，处理了2名驻村第一书
记和 6 名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帮扶
干部。

“青蒿在很‘瘦’的地里也能成
活，管护也简单，生长还快，你看4月
份才种的，现在都快有一人高了。”在
广西融安县泗顶镇吉照村，68岁的覃
绍恩在石山脚种了6亩青蒿。在精心
护理下，青蒿地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青蒿是我国传统中草药，兼具食
用和药用价值。一亩青蒿最高时有
近300公斤的收成，最低也有100多
公斤，收购价每公斤8元，加上政府
支持，每亩青蒿毛收入能超过2500
元，最低也有1300元。靠着持续发
展种植业的收入，覃绍恩一家将在今
年8月丰收之际，告别土坯房，搬进
建好的新房。

融安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
励、扶持发展青蒿种植项目，全县种
植青蒿6702亩，涉及农户2057户，
其中贫困户665户2453人，青蒿产
值达1072万元，户均产值6687元，
人均增加纯收入618元。

种植青蒿，是广西大力发展中药
材产业促脱贫的一个缩影。据广西
农业部门统计，区内贫困县中药材种
植面积约223万亩，约占全区种植面
积的32.78%。

广西的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大多
地处山区。山区人多地少，但中草药
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中药材产业
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广西中医药管
理局大力发展广西道地中药材种植，
推动21个贫困县把中药材产业作为

“5+2”扶贫产业之一，种植品种涵盖
钩藤、青蒿等类别。

为了发展中药材产业，广西中医
药管理局推进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建设，会同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遴选
建设25家示范基地，印发了《关于开
展定制药园建设助力农民脱贫增收
的通知》，引导广西仙茱中药科技有
限公司、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到示范基地参与定制药园建设。

恭城仁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示范基地位于恭城瑶族自治县栗
木镇五福村，示范基地面积1100
亩，种植的中药材包括东风菜、酸
枣仁、金银花、杜仲、吴茱萸、鸡
血藤、黄姜、槐花、草珊瑚、黄花
倒水莲、石菖蒲11种。其中金银
花、东风菜、吴茱萸、黄姜、槐
花、草珊瑚、黄花倒水莲、石菖蒲
等是广西重点发展的传统道地药
材，为中医临床和保健常用药。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基地已带动60多户贫困户脱贫，
带动超过300户五福村农户种植中
药材，种植面积将近3000亩，带动五
福村就业人数超过220余人。

同时，广西推动中医药与乡村旅
游、生态建设、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发
展，出台《广西健康医疗产业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政策文
件，打造10家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
范基地，建设16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截至2019年12月，示范基
地建设涉及资源县、陆川县等11个贫
困县，带动4200多户贫困户实现产业
脱贫，农民持续增收。

广西把特色资源变“资本”——

中药材产业“上山”助脱贫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韦桂丽

贵州绥阳——

“五化”筑牢防返贫堤坝

图为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扶贫就业专岗车间，贫困户在忙生产赶
订单。近几年来，安远县积极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通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
业创办就业扶贫车间，并把就业培训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帮助贫困群众就
近就业。 安 萱摄（中经视觉）

帮扶到“家”就近取“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