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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感受“内生动力”
□ 崔国强

实现真正的脱贫，一定要激发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让记者感受颇深的是，
在云南迪庆州和甘肃甘南州一路走来，总能
感受到正在被激发出来的强大“内生动力”。

激发内生动力，致富模范、龙头企业
可以发挥榜样的力量。无论是修好巴拉
格宗景区公路的斯那定珠，还是开办维西
县首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的和新海，还
有甘肃合作市绿丰源草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甘南九色香巴拉旅游文化开发有限
公司、甘肃雪顿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些致富模范和地方龙头企业身
上，可以感受到一股子干劲和冲劲。他们
立足于当地生产实际，做大做强产业；他
们有情怀，面对贫困有“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决心和勇气，同时感染和带动周边的贫
困户，以自立自强的主人翁精神摆脱贫
困、走向小康。我们需要更加善于发现并
培养、保护好这种“榜样的力量”，让能干
事、想干事的人脱颖而出。

激发内生动力，要发挥好教育的力
量。教育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从根
本上斩断穷根。在甘肃碌曲县藏族中学，
记者看到学生正在操场上开展丰富多彩
的体育活动，锅庄舞、篮球、足球、排球、武
术等一应俱全。碌曲县藏族中学副校长
关成告诉记者：“学校通过开展阳光运动
一小时活动，全面提高学生体质，让他们
在快乐运动中学习！”可以感受到，在同学
们洋溢着青春的面庞上，充满了对知识和

未来的渴望。在采访中可以看到，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的薄弱环节正在得到全面改
善。只有充分重视教育，让这里的学生开
眼界、长本领，才有可能带动一个个家庭
乃至整个地区真正拔掉“穷根”。

激发内生动力，要让人才脱颖而出。
在碌曲县藏医院采访中记者看到，为了传
承与发展藏医药，医院选派优秀人才赴西
藏、青海、四川等地学习深造，加大县内外
交流合作，邀请藏药专家学者开展知识讲
座，不断提高藏医药人才的专业水平和创
新能力。这只是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所见
人才创新发展的一个案例。在脱贫攻坚

“硬仗”中，需要更多创新力量，需要更多
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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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高原大美高原””的乡亲的乡亲，，日子日子““美美””起来了起来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皑皑的雪山、静谧的湖水、鲜红的莨菪
花，不知有多少人曾迷醉在香格里拉的美
景中；丰茂的草原、奔驰的骏马、热情的篝
火，也不知有多少人曾在桑科草原尽情体
味草原文化和藏族风情。提到大名鼎鼎的
香格里拉和桑科草原，不少人都很熟悉，但
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却并不那么了解。

这两个自治州分别位于青藏高原的南
缘和东北边缘，虽然自然风光绮丽、旅游资
源丰富，但因为交通闭塞、地形复杂、气候
特殊等原因，这两个自治州属于我国“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硬骨
头”。6月下旬，经济日报记者先后到这两
个自治州多个县市采访，看看这些“大美高
原”上的群众日子是不是也越过越美。采
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各级党委政府、企业、
贫困户“全员上阵”，处处洋溢着一股奋发
向上的精气神。

葡萄牦牛连接产业脱贫路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培
育产业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云南迪
庆德钦县升平镇阿东村学龙村民小组，记
者来到了依靠葡萄产业脱贫的格茸取追
家。“过去收入单一，只能依靠干重体力活
供孩子读书，后来开始种葡萄，还申请了5
万元贴息贷款养猪，加上其他收入，每年纯
收入有7万元到8万元。”格茸取追说，如今
他又流转了1.2亩葡萄地给酒庄，出租费收
入2600元，土地务工收入3600元，酒庄工
作收入600元；自种葡萄地1.1亩，出售葡
萄收入3400元，加起来，种植葡萄一年就
可获得10200元收入。

德钦县虽然有种植葡萄的历史，但实
现规模化科学种植是在探索中逐步实现
的。2001年，在云岭布村和燕门乡茨中村
试种120亩葡萄取得成功后，德钦县以“公
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
展葡萄产业。目前，德钦县种植的葡萄以
赤霞珠品种为主，还有霞多丽、美乐、西拉、
烟73等16个品种，种植葡萄面积达13840
亩，产量达5925吨，产值3830万元，户均
收入达1.38万元。

据升平镇阿东村党总支书记李春生介
绍，葡萄产业给村民带来了“甜日子”。
2018 年，阿东村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871.58元，2019年达到14144.12元。截
至目前，全村稳定脱贫80户348人，贫困发
生率“归零”。

迪庆州州长齐建新表示，迪庆州结合
当地实际，正着力发展葡萄、中药材、特色
畜禽、食用菌、青稞、蔬菜、木本油料七大优
势特色产业，扶持发展带贫专业合作社
208个，发展扶贫车间49个。通过积极发
展产业，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7523 户
58467人，占有产业发展条件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99.93%，实现了“一县一业、一乡
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培育。

走进位于甘肃甘南州夏河县的甘肃雪
顿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该公
司总经理达尔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夏
河县委和县政府帮助下，甘肃雪顿牦牛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与甘南州夏河县、玛
曲县多个贫困村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创
建股份制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将牦牛乳
业这一富民产业引入当地，增加牧民收入、
发展村集体经济，推动产业扶贫。2018年
至2020年，企业共带动贫困村27个，带动
贫困户2604户，每年贫困村及贫困户共享
受到产业分红近600万元；在每年收购鲜
奶过程中，对贫困户提供的牛奶给予高出
市场收购价3角至5角优惠，年度带动贫困
户增收约15万元。同时，针对公司不同的
岗位需求，积极为贫困户创造就业机会，提
供就业岗位，公司现有精准扶贫户员工17
名。

“全域无垃圾”成了品牌

沿着蜿蜒盘旋的214国道，记者来到
了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
村巴拉村小组。53岁的扎史次仁告诉记
者，自从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来这里开发巴拉格宗旅游景区，依
靠生态旅游，他们家脱贫致富了。

“我现在年收入10万元左右，包括巴
拉格宗景区给当地农户的生态保护补偿
金、打扫公路的收入、土地流转的租金、给
景区游客当向导的收入等。”说到生态旅游
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扎史次仁咧嘴笑
着说，他们家一共7口人，年收入能达到20
多万元，在当地实现了稳步脱贫。

云南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斯那定珠表示，当前
巴拉格宗景区已经发展成了综合体景区，
不同档次的酒店群、餐厅、藏民族文化演
艺中心、峡谷观光栈道、高端宴会厅等附
属设施也应运而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村民户均年收入从千元飞
跃至近10万元。

沿着金沙江畔，记者来到了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在维西县塔
城镇启别村加母壳村民小组，旅游致富带
头人和新海告诉记者，退伍后的他在旅游
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2018年1月份，成立
了维西县归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为了发展旅游，他搭上了所有积蓄和家
底。“我的目标就是依托塔城丰富多彩的乡
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带动更多群众过上
好日子。”和新海说。

同时，塔城镇党委政府也启动了维西
县塔城镇腊普茸乡村旅游服务中心第一期
工程，完成了集藏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于
一体的民俗体验中心建设任务。随着塔城
镇乡村旅游发展热度不断提升，到塔城旅
游的人数逐年增多，2019年达 13.8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1200多万元，本土的旅游
企业和旅游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甘肃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安果村
是一个“颜值很高”的村子，村容整洁风景
优美。走进村民贡保杰布家中，记者看到
了非常干净的民宿包间。依靠乡村民宿，
他家一年接待游客收入达到5000元左右。

2018年，安果村与甘南九色香巴拉旅
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村民将自
用且符合住宿经营标准的民房提供给公司
经营管理，每年获得股权利润分红，全村52

户农牧民以房入股。2018年，安果村每户
定额分红5000元，2019年每户定额分红
达到1万元以上。

甘南九色香巴拉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海金表示，公司在安果村金马
滩草场打造了集旅游、休闲、餐饮、观光、体
验等于一体的旅游帐篷城。“这一次来到甘
南旅游的感觉和5年前完全不一样，垃圾
不见了，处处是美景。”上海游客王柠感
叹道。

虽然现在的甘南州景色优美，但过去
乱堆乱放、乱倒乱扔的生活习惯延续了很
久。“从2015年开始，我们集中整治各类影
响城乡环境的‘陋习’和‘顽症’，基本实现
了甘南藏区4.5万平方公里青山绿水大草
原‘全域无垃圾’。”甘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
俞成辉说，为了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带动绿
色发展，甘南州2019年启动了“一十百千
万”工程，打造15个文化旅游标杆村、探索
创建 100 个全域旅游专业村、加快建设
1000个具有旅游功能的生态文明小康村，
创新培育10000家精品民宿和星级农家
乐，做大做强了“全域旅游无垃圾·九色甘
南香巴拉”这一特色品牌。

大山深处通电通路通信号

对于生活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
幸福村巴拉村小组的人来说，大山曾让这
里“与世隔绝”。很多人没走出过大山，没
见过汽车和电灯……没有路，何谈脱贫。

如今，巴拉村不仅家家建起了藏式石
头房，而且现代家电也都进入家中，生活发
生了质的飞跃。

这个变化是从2008年开始的。云南文
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修
建了巴拉格宗景区公路，把214国道连通到
巴拉村小组，长达60公里的公路修通后，巴
拉村终于实现了“三通”：通电、通路、通信号。

同时，地方政府、企业家、老百姓齐心
协力脱贫致富。2018年，迪庆州启动实施
了27个深度贫困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
村通硬化路工程，共开展3个深度贫困县
市自然村“村村通硬化路”工程，推进公路
生命安全防护工程354公里建设，实现建
制村100%通客车、通邮路。据香格里拉市
市长陈群介绍，香格里拉市已累计投入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26.3亿元，实施了1608.69
公里农村公路畅通工程，于2019年完成了
全国“四好农村公路”示范县创建工作。

路通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随之而
来。现在，走进巴拉村村民家中，面包车、
冰柜、烤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脑、手机等
已经是很多家庭的“标配”。便捷交通带来
的春风已经吹进了大山深处，温暖了千家
万户的心。

近年来，甘南州紧扣贫困群众安全便
捷出行这一中心，以实现行政村通硬化路、
通客车“两通”兜底性目标为主线，着力改
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截至目前，全州公
路总里程达到7661公里（含村道），其中高
速公路65公里，二级公路997公里，三级公
路669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5930公
里，提前一年实现了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砂砾）路目标，乡镇
和建制村通客车率均达到了100%，为全州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脱贫工作中，把分散的农户
集中起来发展合作社，是实现产业
规模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可以显著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近日，记者来到了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绿丰源草畜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54岁的饲养员完
的卡刚刚给牦牛喂完草料。“以前种
植青稞一年有3000多元收入，后来
加入合作社养牛养羊，一个月收入
就有3000元。”完的卡告诉记者，他
的爱人也在这养牛养羊，两人一年
收入7.2万元，还有8000元土地流
转分红收入，总计年收入8万元。

记者在现场发现，除了牦牛，
合作社里还有“扶贫羊舍”。据合
作市绿丰源草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石磊介绍，政府每年给每
位贫困户1万元扶贫资金。贫困
户可以通过购买育肥羊入股，将1
万元扶贫资金入股到新瑞丰高原
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保
证每年每只入股育肥羊保底收入
350元，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价格
及育肥周期增收二次分红。连续
合作3年后，根据自愿原则，群众
可以继续参股，也可提出退股，由
合作社全额将作为股本的扶贫资
金退回。

甘南州的畜牧业主要以传统放
牧养殖为主，一度由于过度放牧，草原牲畜超载，造成草原退
化，破坏了生态环境。为了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转变传统放
牧方式、保护草地生态，大力推广舍饲养殖，实行农牧互补”的
号召，合作市绿丰源草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卡拉曼乡香拉
村建成了新瑞丰高原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与甘肃农
业大学动物学院、甘肃傲农饲料集团公司共同建立了“高原藏
牛羊繁育养殖教育实训基地”。制定统一的养殖标准，通过实
地教学和实践培训，帮助农牧民群众掌握育肥技术，提高养殖
兴趣，并通过牛羊养殖育肥增加收入。2019年，合作市绿丰
源草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引进英国娟珊牛以人工授配的方式
进行繁育，产奶量是当地牦牛的3倍至5倍，进一步提高了当
地百姓的收益。

图① 云南迪庆州泽通村村民正在跳弦子舞。
图② 在甘肃甘南州夏河县阿米贡洪牧场，牧民正在挤牦牛奶。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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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

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之年，深度贫困地区的乡亲们正在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路上努力前行。

本报今起开设《新生活 新奋斗》专栏，多路记者奔赴云南、甘肃、四川、青海、西藏

等地，走进高原农家，记录他们为幸福拼搏、为梦想奋斗的动人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