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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张 虎

夏至，青海迎来最美季节。记者驱车赶
赴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进草
原、入帐篷、访社区，感受脱贫攻坚“战役”打
响以来取得的积极变化。我们看到，两州紧
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多措并举，持
续发力，坚决有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减贫成效加速显现。

生态扶贫——
牧民由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管护者

对于“80后”牧民尔金仁增而言，放
牧之余，每天或骑马或骑摩托车巡山护
草、观河看天，还担负救护野生动物的职
责……这些成了日常生活。

尔金仁增是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
措池村人，现在的身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生态管护员，村里像他这样吃上“生态
饭”的牧民已超过百人。

麻多乡被誉为“黄河源头第一乡”。
“我当生态管护员每月能拿到1800元工
资。”牧民扎西是典型的无畜户，他说按照
国家的相关政策，生态管护员的收入加上
采挖虫草的收入，让他们家实现了稳定脱
贫。而十多年前，鼠害泛滥、黑土滩蔓延
的草原一度让他对脱贫失去了信心。

如今，麻多乡16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成为生态保护员，实现了全面脱贫。

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公
益岗位管理办法（试行）》，青海省将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设置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科学实施，整合草原、湿地、林地管护员
制度，制定出台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
相关政策，建档立卡户实现了“一户一
岗”，稳定就业。持证上岗的生态管护员每
人每月可获得政府发放的1800元报酬，户
均年收入可增加2.16万元。

牧民尼玛说：“现在草场禁牧了，我们
能享受到禁牧补贴，还能参与生态管护，
拿一份工资，牲畜在合作社里统一管理，
提高了成活率、出栏率，收入有保障了，
生活也稳定了。”

让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一项探索。2016年3月份，中办、
国办印发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三江源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第一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标是把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
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
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按照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试
行）》 的规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制
度，合理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聘用
国家公园内符合条件的居民为生态管护
员。生态管护员经培训持证上岗，协助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生态环境进行日常
巡护和保护，报告并制止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监督禁牧减畜和草畜平衡执行
情况。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三江源地区推进山水林
草湖组织化管护、网格化巡查，组建了
乡镇管护站、村级管护队和管护小分
队，构建了远距离“点成线、网成面”
的管护体系，使牧民逐步在由草原利用
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的同时增收致富。

资料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立

后，按照精准脱贫的原则，先从园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入手，截至 2019 年，共有
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按月发放
报酬，实行动态管理。3年中，青海省财
政共投入4.34亿元资金，极大地促进了牧
民群众充分参与、增收致富、转岗就业、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及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探索出了一条以生态保护促进脱贫攻坚的
绿色发展之路。

项目扶贫——
推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站在海南州一望无际的塔拉滩草原，
200平方公里的光伏产业园区（规划建设
609平方公里）蔚为壮观。

在园区最大的光伏基地——青海黄河
光伏维检有限公司 （下称维检公司） 门
前，保洁员正在给绿化带浇水。

“在园区打工每个月有2000元的固定
收入，大家早都脱贫啦。”来自共和县龙羊
峡镇的张生莲快人快语，她家里4口人，
除了小儿子在读初中，丈夫、大儿子都在
外面打工。

“光这个公司，就吸收了我们15位农
牧民当保洁员。”“住在县城恰卜恰镇的同
伴，每天上下班还有通勤车接送，和电厂
职工一样的待遇……”牧民卓玛、万措插
话道。

维检公司运营着271.5万千瓦的光伏
电站，占整个光伏产业园区超过60%的装
机容量。其中，总装机容量50.5兆瓦为光
伏扶贫项目。

维检公司中心副主任宦兴胜在谈到光
伏扶贫产业发展时，充满了自豪。根据
《海南州光伏扶贫项目收益管理使用工作的
指导意见》，海南州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2018年8月26日开工建设，同年12月31
日并网发电，是青海省集中建设的3个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中最早实现并网发电的
电站。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关于下达“十三
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海南州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在共和
县塔拉滩光电园区投资3.44亿元，建成
总装机容量50.5兆瓦的5县11个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占地 1515 亩，带动全州
17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7269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增收。

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涂新彭介绍，今年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村级光伏扶贫发电收益的80%
用于贫困户增收，20%用于村集体经济发
展。截至5月底，已累计发电1.2亿千瓦
时，总收益8892.75万元，全州173个贫
困村平均每村收益达51.4万元，农牧民分
红可连续收益20年。

“通过发展光伏扶贫项目，村集体经济
‘破零’，推进了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对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涂新
彭认为，通过扶贫产业发展解决贫困群众
及村集体长远收益和收入，是“三农”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健康扶贫——
建立健康扶贫医疗救助绿色通道

在玉树州藏医院碰见前来做复查的贫

困牧民巴德扎西时，他对现在的医疗政策
赞不绝口：“冬天干农活时我摔断了胳膊，
住院花了1万多元，住院时医院也没有让
我交押金，出院时我个人只出了1000多
元，直接在医院的结账窗口就办好了，方
便又花钱少。”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分散、交
通不便、医疗服务半径大，玉树州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较弱。然而，“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贫困群众的
健康问题绝不能成为脱贫攻坚的“绊脚
石”。

近年来，玉树州以全面深化医改为抓
手，加强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的
监测力度，州政府与县（市）政府签订目
标责任书，严格医疗控费考核，严格控制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继续推行药品“两
票制”、集中招标采购、基本药物零差率销
售等制度及惠民政策。

治多县立新乡牧民索南班久患有肝血
管瘤，过去每个月的治疗花费在1500元左

右。得益于玉树州大力推进的医疗控费政
策，索南班久的医疗费用下降到了每月
600元，家庭经济负担明显减轻。

玉树州将农牧区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提升了重特大
疾病救 助 水 平， 贫困 人 口 参保率 达
100%，大病救治扩展到30种，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覆盖率达100%。同时，建立
健康扶贫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全面落实贫
困人口就医“六减免”政策和“先住院、
后结算”“一站式服务”。

为使患者在省内各地享受国家统一
的医疗救助，玉树州政府还与青海省人
民医院、省慈善医院、省第四人民医院
等五家省级医疗机构，州人民医院、州
藏医院、州妇幼保健院三家州级医疗机
构以及11家市县级医疗机构签订了医疗
救助定点协议，解决了过去医疗救助
难，无统一定点医疗救助机构的问题。
258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部完成。全
州共筹集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2533.86 万
元，累计救助8545人次，支付医疗住院
救助资金2025.9 万元，资金使用率达到
79.95%。同时，加大对贫困家庭患有特
重大疾病的救助力度，防止了农牧民群
众因病致贫，为赢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奠定了基础。

以“院长+改革+团队”的医疗援青模
式成功促成玉树州人民医院创建全州首个
三级医院，全州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疾病
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惠及群众40多万人，
极大满足了玉树百姓的健康需求。

7月4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
谦县扶贫产业园才角仁增的黑陶制作“扶
贫车间”，二十多人围坐在一起，用红胶泥
捏制形态各异的坛、罐、壶、香炉、酥油灯
具等。

红胶泥和黏土通过手工捣碎成末、筛
选、拉坯、修整、晾晒、轧光、绘画雕刻等工
艺，采用独特的“封罐熏烟渗碳”方法烧制，
就会生成光亮耀眼、“黑如炭、硬如瓷”的藏
黑陶。

在讲述技艺的学习与成长中，才角仁
增打心底感恩老师白玛群加。白玛群加
说：“囊谦藏黑陶被世人所知，名气越来越
大啦！”

8年来，白玛群加作为将藏黑陶带出
囊谦地区的“第一人”，让囊谦藏黑陶从深
山走向城市、走向世界。当初家庭式制作、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藏黑陶，现在已经迈
向“订单式”制作。

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囊谦藏黑陶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中科技培训项目的重点培训内容，白玛
群加创办的黑陶工艺厂举办多期三江源科
技培训及教育系统“阳光工程”培训，累计
培训各类人员1340多人。其中，实现创业
或固定就业的达170多人。

2019年，才角仁增制作藏黑陶500多
件，净利润达到8万元。“在我们合作社，成
熟技工的月薪在4000元以上，新员工月薪
最低为1500元。”县职业学校毕业的俄金
才丁是才角仁增的外甥，现在在合作社负
责市场营销和翻译。

“去年，我们工艺厂实现收入40多万元，给前来学习藏黑
陶技艺的农牧民发放工资20多万元，让30多名贫困户增加了
收入。”

最让白玛群加欣慰的是：“近10年来，我带出的徒弟中，像
才角仁增一样的有30多个，已创办藏黑陶制作合作社、小企业
30多家。不少徒弟在带动身边牧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已成为藏
黑陶技艺传承大师，作品在近年来的国内外大赛中屡屡获奖，成
为囊谦、玉树乃至三江源地区农牧民的骄傲和‘名片’。”

为了藏黑陶的非遗传承和保护，白玛群加已投资600多万
元收藏藏古陶780多件，他最大的心愿是建造一所青藏高原藏
黑陶博物馆，把一生的技艺和收藏贡献给社会和国家，带动更多
的牧民脱贫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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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头三江源头，，生态保护促脱贫生态保护促脱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申维祖

到2019年，青海玉树州、海南州已
有5201名牧民转变身份成为管护员吃上
了“生态饭”；在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
区，全州 5 县 17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
726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光伏扶贫
电站每年可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分红；在
玉树州，通过健康扶贫，13.76万名贫困
人口全部被纳入了城乡重点医疗救助保
障范畴……落地生根的脱贫政策有效惠
及三江源众多牧民群众。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收官之年，如何进一步激发干部
群众的内生动力，如期实现目标？

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层群众
中隐藏着巨大的智慧力量。只要充分尊
重群众意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

用和能人的带动作用，就没有解决不了
的困难，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在脱贫攻
坚实践中，基层群众闯出的脱贫路子、
脱贫经验、致富模式等，政府应积极鼓
励和褒扬，要让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业 助 力 小 康 生 活 和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展。

要克服“等靠要”思想观念。个别
地区的少数干部和贫困群众依赖思想严
重，把“向上”要项目、资金、特殊政
策当成脱贫和干事的“习惯”，把“衣
来 伸 手 ， 饭 来 张 口 ” 当 成 “ 救 命 稻
草”，缺乏能动性和干事创业的担当，
把 脱 贫 当 成 “ 一 拨 一 转 ” 的 “ 死 任
务”，思想观念依旧“重复着昨天的故
事”，不能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
求。要坚持“为民谋长远”原则。当

前，决胜脱贫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不
能沾沾自喜。基层一线干部群众在取得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要树立可持续发展
观念，因地施策，上项目、搞建设要考
虑当地的长远发展，克服脱贫中的“短
期行为”。

要在后续政策支持上持续发力。青
海玉树州、海南州等地实现了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整体解决。但这些高海拔地
区环境脆弱，地域辽阔、群众居住分
散、市场发育程度低。要实现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未来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仍然需要国家层面在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扶持、强化社会保
障、扶贫资金投入等方面继续给予支
持，持续发力。

因地施策 持续发力
□ 马玉宏

图①①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保护，澜沧江源头的玉树杂多县段呈现山清水秀、水天一色的
美景。 马玉宏摄

图②② 囊谦县乃嘉玛唐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里，在非遗传承大师桑买的指导下，一批年
轻的农牧民唐卡绘画艺人在成长，同时也拓宽了他们增收致富的渠道。 申维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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