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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张 虎

记者历时 10 天的采访，行程近 2000
公里，从西宁到柴达木盆地，再到青海湖
畔，看到的是高山牧场、蓝天白云和牛羊，
感受到的是基层群众的内生动力逐渐在
增强，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责任担当。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肩负保
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
任。青海省广大干部群众形成了共识，
脱贫致富不能拖，生态红线不能碰，发展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要在
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这是责任
所在。青海以生态立省，很大一部分地
区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内，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海西和海北的脱贫攻坚有今天
的成绩，来之不易。

由于生态保护，有限草场上的载畜量
需要控制；受语言和技能的限制，外出就
业有不小的困难；虽然大量的物力、财力
和人力投下去了，但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
才能见效；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些生产生活
方式，也需要逐步改变。青海在全国处于
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有很
多短板。这些看似都是脱贫攻坚和发展
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没有阻挡住青海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奋力实现小康的脚步。

在深入采访中，记者切实体会到，青
海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多政策、多途
径、多方式综合发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敢于担当。政府、
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勇挑重担。政府加强
引导，出政策、给空间，扶贫干部和贫困群

众一起努力，增强信心，企业不断创新模
式，发挥带动作用。大家千方百计找出
路、想办法，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难题，但坚
持苦干、实干、巧干，发展产业，增加收
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劲头一天比一天
足；收入越来越高，贫困人口越来越少；方
向越来越明，路子越走越宽。

高原上的发展，有高原的特点。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稳步建设，是发展。保护
好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美
丽的自然风貌，生态红利人人共享，让牧
民的原生态家园成为游客体验自然环境
保护成果的驿站，也是发展。尽管前方道
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美丽高原上的
人们毅然肩负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定
发展信心，迈着铿锵的步伐前行。

“这几天赶着羊群转场，刚回来。”近日
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永花见到记者
时说，她刚刚回到家中，“自从搬到这里，生
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几年前，居住在蓄集乡伊克拉村的永
花一家生活还很困难。当时因为生活的变
故，她与两个儿女相依为命，租住在一个月
100多元的民房里，没有牛羊和草场，只能
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2015年，永花家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960元，也是在这一
年，她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年8月，永花一家搬入了当地政
府在陶尔根家园修建的易地扶贫搬迁住
房。“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住得这么好，
房子是装修好的，连家具都是提前买好的，
我是拎包入住。”永花说，易地扶贫搬迁实
现了一家人的安居梦。

除了住房问题，没有稳定收入也不
行。永花清楚地记得，到户产业扶贫资金
每人年分红640元，2016年7月德令哈市
林业局将永花和她儿子纳入了生态管护员
队伍，每人每月有2500元工资。2016年
底，永花利用积攒的7000多元钱购买了第
一头奶牛，并在柯鲁柯镇租赁草场，开始养
殖奶牛。2017 年，永花通过金融扶贫

“530”贷款项目获得3年免息贷款，将奶牛
数量增至5头，2018年达到14头。

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工作，加上护林员工资、合作社分红等收
入，永花一家三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120元，2017年12
月实现脱贫。记者2018年采访永花时，她把14头奶牛在价格
高的时候卖了，低价买回适龄母羊，开始养羊。如今，她家已有
350只羊。记者还得知，永花2018年被评为德令哈市脱贫致富
能手，今年被青海省妇联评为青海农牧区科技致富女能手。

永花心怀感恩、回馈社会。她给村里贫困家庭的孩子买新衣
服、文具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永花还向红十字会捐出2000
元现金，支持抗击疫情。她希望自己能多挣点钱去帮助更多人。

伊克拉村驻村第一书记杨雪景说：“永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艰苦奋斗和积极乐观的精神，也感动着我们扶贫干部和其他贫
困户。看到她今天的生活，我们由衷为她高兴。”

如今，许多贫困户像永花一样正在奋力脱贫，中央的脱贫攻
坚政策给了他们足够的支撑和希望，帮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实
现脱贫致富，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再难也要坚持绿色发展
□ 石 晶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
海湖以西的柴达木盆地，境内资源丰富，近
几年新型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成效显著，有力
推动了青海省新能源产业发展。海北藏族
自治州，位于青海湖北岸，北靠祁连山，是青
海省生态地位重要且特殊的一个自治州。
海西和海北虽然资源禀赋不同，贫困程度和
贫困人口基数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在
脱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成果显著，已先后
脱贫摘帽。

7月初，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青海西北
角，深入两州采访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
坚情况，深刻感受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发生
的显著变化。

找准痛点 先干起来

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中村60多
岁的村民王俊林，多年来因身有残疾无法外
出务工，一个女儿也不幸残疾。“儿媳妇几年
前因家贫离家出走，丢下小孙女至今未归，
一家五口人仅靠儿子打零工维持生计。”王
俊林说，“以前儿子打零工挣钱，田地收入只
够一家人口粮。”

2015年扶贫干部来了，王俊林家的情
况开始逐渐好转。王俊林的妻子被吸收成
为一名生态林管护员，每月有了2500元的
工资收入。

中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春平来自格尔木
市政协，是一名军转干部，说话干脆利落：

“王俊林家里以前种的是小麦，产量和产值
低。我跟他商量后，跟几个帮扶单位协调了
一笔钱，购买了枸杞苗，将王俊林家的5亩
小麦地栽上了枸杞。”

种枸杞一时半会也见不了现钱，眼前的
困难咋办？为进一步解决王俊林家的实际
困难，赵春平带着村干部一起和王俊林反复
商量，认为养鸡适合他家。赵春平协调企业
帮扶资金3.79万元，为王俊林家修建了50
平方米的彩钢小型养鸡场，买来120只鸡苗
和饲料。现在已有700多只蛋鸡。

现在王俊林每天骑着电动车，上午、下
午两次到市区卖土鸡蛋。“家里也经常会有
人上门收鸡蛋，很多市民知道我卖的是当天
的鸡蛋，很新鲜，每个1元钱，老顾客们都很
青睐，也不讲价，每天卖鸡蛋能收入600元
钱。”

如今，王俊林一家年收入十几万元，实
现了勤劳致富。

中村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青海湟中整
村搬迁过来的，现在全村有1735户，贫困户
27户。赵春平入户了解的过程中发现，部
分村民家中环境卫生和精神面貌状况差，即
使安排生态林管护员的工作，也有人不愿意
去干，甚至个别贫困户持有观望态度，等扶
贫工作队给资金给项目。

针对这些实际情况，赵春平和村委会成
员挨家挨户做工作，鼓励有劳动能力的群众
自己干起来，充分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
至少先从庭院环境卫生、破旧院墙修缮等方
面行动起来。接下来，工作队在村里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评比等活
动，并发放奖品予以奖励，村容村貌和环境
卫生问题得到改善。村民的心气聚齐了、劲
头鼓足了，认识到只有自己干起来，生活才
能改善。

为了能让更多贫困户就业，赵春平和驻
村工作队带贫困户到现场了解管护工作，增
强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选准项目 铺好销路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扶贫产业园内的伊

明农牧有限公司，该企业总经理助理彭万龙
介绍，生产车间内新引进的标准自动化屠宰
线可通过追溯监控系统看到牛羊肉的加工
处理过程，从屠宰、排酸、分割、包装到运输，
全程一目了然。

“右手边的厂房是低温无菌冷库，左边
是全封闭屠宰车间。冷库建成后先连到省
上冷链平台，最终接入全国农产品冷链流
通监控平台，实现对流通过程的全链条监
测。二期建设总投资8000多万元。”彭万
龙说。

资料显示，伊明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是青海省科技型企业、省级农牧产
业化龙头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为牛羊养殖、
屠宰、加工、冷链、红花籽油生产研发等。

2017年，德令哈市根据省、州建设扶贫
产业园建设精神，开展市场调研，谋划实施
扶贫产业园项目，在对市区6家企业的生产
经营、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择优选择
伊明农牧有限公司柴达木特色农产品加工
厂二期项目。

伊明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元告诉
记者，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2000万
元扶贫资金投入该企业。公司建设屠宰牛
羊及配套分割加工生产线各一条，容量为
3000吨的冷冻库一座及配套设施和生活辅
助设施设备，建成后满负荷运转可以年屠宰
牛羊 9.8 万头（只），生产牛羊肉制品
3000吨。

德令哈市新源村建档立卡户张启福因
女儿患病，妻子早年病逝，欠下巨额医疗费，
家庭经济困难，2015 年被识别为贫困对
象。近年来，受益于护林员岗位等扶贫政
策，张启福利用产业到户资金2.56万元、

“530”小额贷款、互助协会资金1.8万元及
自筹资金发展养殖业，7个月繁殖羊羔34
只。而且张启福搞养殖不愁销路，因家门口
的伊明农牧有限公司就有足够多的牛羊活
畜屠宰收购量。

德令哈市国投下属的恒欣扶贫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建宁介绍，扶贫产业园
投入德令哈伊明农牧有限公司的2000万元
资金，按照“负赢不负亏”的原则，进行短期
投资。其中，1500万元省级扶贫产业园资
金和500万元市级配套资金按第一年8%，
第二年10%固定投资收益，已经为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连续分红了两年。分红资金
由各村社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进行
分配，安排脱贫户从事保洁、安保等公益性
岗位就业，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进而激发其
内生动力。2019年12月，伊明农牧有限公
司为37个村进行了分红。

据了解，德令哈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企业主体、辐射带动”的发展思路，采
取“园区+企业+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
带动了全市562户1623人稳定脱贫，人均
增收3600元。

据了解，海西州自2016年以来落实中
央、省、州、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32亿
元，建成5个县级扶贫产业园，发展壮大
29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实施12个乡村旅
游扶贫产业，推行了“脱贫保”和“防贫保”保
险扶贫，进一步筑牢了脱贫攻坚“保障墙”。
投入援青扶贫资金3500万元，重点扶持村
级产业发展，惠及5个市县65个村5900余
户农牧民群众。

一户一策 精准帮扶

7月5日，在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乡环
仓秀麻村的草原上，记者目睹了该村一年两
次的夏季赛马会，全村几十名骑手牵出马匹
一争高低。赛后村委会为得奖骑手颁发了

荣誉证书，当天发放了150元至400元不等
的奖金，村民们身着盛装为获奖者献上洁白
的哈达，给马匹披红挂绿庆贺获奖。

环仓秀麻村党支部书记昂青公介绍，全
村共有496户，2015年精准扶贫识别出64
户贫困户共218人。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在
扶贫过程中，利用产业扶贫资金以“母畜周
转”方式，购买1000多只母羊，产羔育肥再
销售、分配到户等方式，这64户贫困户已于
2017年脱贫。

哈尔盖乡贡公麻村的脱贫方式，则是利
用村集体经济收入在镇上新建市场步行街、
综合农贸市场、榨油坊等场所，为8名贫困
户解决了就业问题。

同时，利用环湖大面积油菜种植优势，
依托2010年成立的贡公麻村宗日盖农机具
服务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扩大油菜
种植面积，共解决了36人的就业难题，为没
有草场的 106 名村民每月发放 400 元的
补助。

泉吉乡宁夏村一社，贫困户占德一家共
有3口人。户主占德今年65岁，10年前因患
脑瘤做了开颅手术，之后身体虽然康复，却
也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欠下了高额债务。
后来，占德膝关节骨头逐渐变形，严重影响
生产生活，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宁夏村党支部
主动探索村级自主扶贫新模式，2016年至
2017年，积极发动全村党员群众为占德累
计捐赠周转母羊250只。占德通过“投羊留
羔、滚动发展”方式发展畜牧业，累计成活羔
羊240只。同时，宁夏村利用到户产业发展
资金又为其购置适龄生产母畜24只，进一
步扩大其畜牧业生产规模，并帮助他申请了

“530”小额贷款项目。占德利用3年时间还
清了所有债务。2017年底，他家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3.2万多元，顺利脱贫。

海北州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阿怀全介绍，
海北州为促进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落
实490万亩生态公益林管护和455万亩天
然林管护任务，聘用建档立卡户3133名，年
户均增收1.56万元；结合环青海湖卫生整
治开发村级保洁岗位415个，年人均增收
0.96万元。

资料显示，海北州 4 个县建档立卡
6699户 22305人，经过3年集中攻坚，在

“三区三州”中提前3年实现全域整体脱贫
摘帽。

如今，青海湖畔，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
沿着金色的油菜花海通向各村各户，一幢幢
新房拔地而起，村集体经济实现全覆盖，老
百姓的腰包一天更比一天鼓，美丽的环湖草
原上美景如画，牧民脱贫后的生活越来越
红火。

图①① 海西州茶卡天空壹号景区，游客在游玩、拍照留念。
图②②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中村，村民王俊林在自家养鸡场捡拾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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