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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最近，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艾力
西湖镇诺其巴扎村很是热闹，莎车县
税务局驻艾力西湖镇诺其巴扎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姜立军当起了“移动
12366”，宣传税收知识，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鼓励村民自主创业，增加
家庭收入。

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建档立卡贫
困户祖热姑丽·西热皮想在村里开间
综合商店，卖些生活用品。一方面可
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她想增加商品
种类，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想要
的生活用品。

姜立军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帮她
联系办税服务厅并开通绿色通道，只
用了半个小时，就帮祖热姑丽·西热
皮成功办理了税务登记、实名采集和
票种核定等业务。祖热姑丽·西热皮

说：“非常感谢驻村干部帮助我们快速
办理了税务登记，还专门制定了适合
我们的税收优惠小册子，我们了解到
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个人所得
税政策，用好这些政策我们家很快就
能脱贫摘帽了。”

看到祖热姑丽·西热皮的综合商
店生意红火，其他贫困户也纷纷向驻
村干部询问、了解注册登记流程及各
项优惠政策，姜立军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方便建档立卡贫困户掌握更
多优惠政策，诺其巴扎村驻村工作队
和莎车县办税服务厅整理出适合村民
使用的电子税务局操作手册、税收优
惠小册子等，合作开设电子税务局
APP操作学堂，在线讲解适用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村民
在家门口创业，拓展脱贫路子。

新疆莎车：

小山村来了“移动12366”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云南宁蒗：“小凉山”正在大变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斌

帮扶传统产业升级至关重要
吉林省通榆县边昭村驻村第一书记 宋高峰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
凉山”，山区面积占总面积98.4%。宁
蒗县居住着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摩
梭人）、傈僳族、傣族、苗族等11个民
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83.2%。如今，
行走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宁蒗，处处
都在发生巨变。

从大山搬进幸福家园

“从25公里外的大山里搬到县城，
我最满意的是两个孩子能够走读上
学，我们也能每天照顾他们，关心他们
的生活和学习。”9月11日，在宁蒗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幸福家园”杨春
华家，44岁的他告诉记者。杨春华夫
妇因病致贫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底，在政府的帮助下，从新营盘
乡老头村搬进安置小区，现在住房面
积80平方米，小区交通便利，有物业管
理，生活和城里人一样舒适方便。进
城后，杨春华还获得政府提供的公益
岗位，妻子则在宁蒗大酒店工作，夫妻
二人每月收入5000多元，两个儿子在
学校享受学费减免和生活补助，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把最好的土地让给易地扶贫搬
迁户，把最好的房子建给易地扶贫搬
迁户，把最好的配套设施给易地扶贫
搬迁户，让最好最细心的干部管理服
务易地扶贫搬迁户。”宁蒗县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吴红武
说。现在的“幸福家园”小区，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在“幸福家园”党群服务
中心“微心愿”墙上，每一户居民的意
见和建议都能得到及时反馈，“幸福家
园”村史馆反映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生活的巨变，情亲互动空间拉近了留
守儿童、留守老人与外出务工亲人间

的距离。
宁蒗县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林

松说：“舍得好地段、配齐生活必需设
施，是宁蒗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一
大亮点。3个小区，全部位于县城中心
位置，全县50%的中小学生在县城上
学。”县里投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20.56亿元，克服县城建设用地资源紧
张困难，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县城中
心，拿出300多亩建设用地用于搬迁
房屋建设。规划建设时就充分考虑
水、电、路、环卫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
疗、文化、休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
建成1个县城集中安置区、7个集镇安
置区，让全县贫困户10400户4.2万人
搬出大山，住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
区“幸福家园”。

泸沽湖边发展旅游扶贫

“看过外面世界的精彩，才知道属
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43岁的鼎雅鲁
汝说。2009年，在外漂泊多年的鼎雅
鲁汝回到家乡宁蒗县永宁镇扎实村。
以自家摩梭老宅为基础，经营起突出
摩梭文化的民宿客栈——鼎雅树屋。
鼎雅树屋是一间摩梭老宅扩建成有20
多间客房的民宿。虽然部分客房一晚
住宿价格达1800元，但仍有不少游客
预订这里的房间。

宁蒗县永宁镇党委副书记直巴娜
金说：“摩梭人结合本民族文化和泸沽
湖自然风光发展生态旅游。截至目
前，旅游业已带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
户705户2819人脱贫，带动2万余人
就业。”

泸沽湖虽然靠近丽江古城，但因
为交通不便，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从
丽江分流到这里的游客不到十分之
一。然而近年来，这一状况发生了
转变。

泸沽湖旅游管理局局长和振说：
“目前全县旅游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
2019年来泸沽湖旅游的有202万人
次，泸沽湖仅门票收入就达 1.27 亿
元。今年，泸沽湖旅游得到快速恢
复。截至9月12日，景区的游客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13%。”

以泸沽湖为龙头，宁蒗县民族文
化旅游产业已初具规模，目前正加紧
实施泸沽湖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
项目，规划建设独具彝族文化特色的
山水园林，建设丽江古城至泸沽湖公
路沿线乡村民族生态旅游带。

延续教育扶贫佳话

9月11日，记者在宁海民族中学
见到江苏南通海安市第10轮支教教师
唐义凯时已经是傍晚6点，正在批改作
业的他告诉记者，“来这里后，工作强
度比原来大很多，教物理和化学的老
师每周要上20多节课。尽管如此，能
来宁蒗支教是一件光荣的事”。

1988年，宁蒗县与江苏南通海安
市签署协议。当年，35名海安教师来
到宁蒗，开启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
西部贫困地区合作开展教育扶贫的先
河。32年间，海安共有286人次来到
宁蒗支教，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小凉
山”。他们累计为宁蒗培养初、高中毕
业生2万多名，输送中专、大学生1万
多名。

如今，这段佳话仍在延续，宁蒗县
每年教育投入始终占财政总支出的
30%以上，投资2.37亿元建设小凉山
学校，投资2.43亿元建设宁蒗二中，投
资 4000万元建设宁蒗第三幼儿园。
新增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478亩，新
增学位9000多个。2017年以来，累计
资助贫困学生11.6万人次，资助金额
2.45亿元。

2018年9月，我从吉林大学来到吉
林省通榆县边昭村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上任第一天，我看着村里泥泞的土
路，遍地的垃圾，横流的粪水，想到：边
昭村如何才能脱贫？怎么发挥高校的
科技优势实现产业扶贫？

入户走访调研贫困户，我了解到边
昭村曾是传统牧区，村民普遍对养殖业
感兴趣，且几乎都有养殖经验，但传统
养殖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很多农户无
法承担风险。我研究后，认识到市场风
险大的原因是农民养殖科技含量低，不
具备市场竞争力，而吉林大学深厚的农
学背景可以成为村里发展养殖产业的
坚实后盾。从此，“科学养殖”成为我的
工作重点。

想到做到。我立即请教吉林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专家，他为我推荐了一款

“黑头羊”——德国肉用美利奴羊。这
种羊肉质鲜美、定位高端，市场价格波
动较小。随后我带着村里部分养殖户
前往养殖场调研，当大家听说一只种公
羊的价格是1.5万元的时候，直说：“这
个价格可以买３只羊了！这可买不
起！”“只要大家认可，肯出力、肯下功
夫，我就帮助大家引进这种羊。”我坚定
地回答。养殖户听到后非常兴奋，纷纷
表达了养殖意愿。回村后，经过近两个
月的沟通，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确定
了“村集体筹建牧业小区，养殖优质‘黑
头羊’”的脱贫方案。

养殖方案确定了，资金哪里来？可掌

控的经费实在无法引进数十只纯种羊。
这时，吉林大学的专家又为我提供了全新
思路——“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这样就
能用最低的成本引进“黑头羊”。

随后，我们请专家给“黑头羊”做手
术。5 个月后，产下小“黑头羊”，并将
其迁入牧业小区集中饲养，大家看到黑
黑的小羊，高兴起来。边昭村贫困户谢
青生说：“吉林大学出钱又出力，给我们
带来了一沓沓人民币！”谢青生之前有
过养殖经验，因为肌肉萎缩丧失了部分
劳动能力，我就将他安排在牧业小区担
任饲养员，每月工资1500元。

作为一名扶贫工作者，我认为，扶
贫不能简单搞一分到底、一帮到底，需
要真正帮助当地改变产业格局，创新产
业层次，提升贫困村发展内生动能。目
前，“黑头羊”已经得到快速扩繁，牧业
小区也已形成种群化发展，即使无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每年户均分红也有
1000 元，有劳动能力的养殖户每年可
收入几万元。村集体筹建，吉大出技
术，群众出力建立牧业小区，实现贫困
户无风险养殖，大大提高了贫困户的积
极性。

传统养殖业全面升级推动了整个
边昭村的脱贫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
认识到传统产业升级在贫困地区的重
要性，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建立优势产
业，促进农村产业格局变更，有利于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李己平整理）

秋风过乌江，吹弯了水稻，拂黄了
菊花。日前，记者走进贵州东北角的德
江县桶井土家族乡，瓜果飘香，丰收在
望，群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桶井变了。记者第一次听说桶井
时，伴随的是“桶井石窝窝，出门就爬
坡；望着乌江水，就是没水喝”的顺口
溜。长期以来，该乡一直是个“交通基
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极贫乡镇，没
土地、没资源、没交通、没资金、没产业，
不少群众对脱贫没想法。

2016年，桶井乡被确定为贵州省
20个极贫乡镇之一，在省级层面成立
由省委常委出任指挥长的桶井极贫乡
脱贫攻坚定点包干指挥部，决心排除一
切困难，啃下这块“硬骨头”，一场前所
未有的决战在乌江两岸展开。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2016年以
来，桶井以农村公路“组组通”为重点，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实施了县城至
桶井的二级路改造等外联、内联主要干
道建设，新修通组路56条，优化产业路

37条，实现了组组通公路。
同时，动工新建、改建山塘24座，

蓄水池35口，水窖200口及拦山沟配
套管道。2019年6月，投入8500余万
元建设的引水渠正式通水，38公里之
外长丰水库的水引入桶井，全乡2万余
名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9000余亩耕
地的灌溉难题得到圆满解决。

桶井巨变是德江县决战脱贫攻坚
成效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以来，德江县先后实施农村安
全饮水项目504个，建设配水管网共
3599.86公里；实施农网改造项目288
个，全县所有行政村全部通动力电；建
设农村通组公路2660.8公里，建成连
户路2008公里，实现村村通水泥路、组
组通硬化路、户户有连户路。

产业是农民稳定脱贫增收的保
障。德江县按照“地不荒、圈不空、人不
闲”和“长短相结合”的要求，围绕市场
需求选择产业，大力实施产业就业扶
贫，最终形成了“2+N”产业发展格局。

据了解，“2+N”产业发展格局，即
打造肉牛、花椒2个主导产业，茶叶、烤
烟、天麻、核桃、脐橙5个特色产业，蔬
菜、食用菌2个“短平快”产业，带动生
猪、肉羊、禽蛋、油茶、竹子等产业融合
发展。

桶井大力推进“村社一体”，盘活
“沉睡”的近2万亩土地，探索形成了地
上经果林（中药材），经果林下套种紫红
薯、金丝皇菊，或养乌鸡等复合种植养
殖模式。今年，该乡23个村种植花椒
1.64万亩，同时在花椒林下育苗金丝皇
菊2000亩、育苗套种紫红薯5000亩，
还发展200亩羊肚菌、80万棒黑木耳，
农民收入来源由过去的单纯务工拓展
到土地租金、盈利分红等。

产业不断壮大，为德江县减贫摘帽
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该县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50元，同比增
长10.9%，增速略高于贵州全省水平。
今年2月份，贵州省正式宣布德江县脱
贫摘帽。

“脱贫攻坚战，我们已经取得了决
定性成果，但产业发展仍需发力。”德江
县委书记商友江表示，该县的产业发展
还存在产业链条不长、附加值不够高等
短板，一些深度贫困村连片规模化发展
扶贫产业还有难度，必须加大力度采取
超常规手段，推动裂变式发展，实现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作为支柱产业，德江县计划今年冬
季再新增花椒5万亩以上，并逐渐增加
至30万亩，力争到2022年再引进花椒
加工企业5家以上，产品加工转换率达
85％以上。

桶井还将目光瞄向旅游。在贵州
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帮扶下，该乡引进国
内知名旅游投资企业，高标准开发乌江
风光。目前，在乌江岸边打造的“新滩
梦屿”景区已初具雏形。

“郑家梨，竹园李，场坝的脐橙遍地
起；同心菌，黎明菇，长江的肉牛叫咕
咕；下坪花椒，新滩旅游，玉竹山花红彤
彤……”桶井群众唱上了新山歌。

贵州德江：乌江岸边唱新歌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甘肃陇西：

一位扶贫干部的“致富经”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吴春玉

“我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东峪村
的扶贫干部，这是我们村自产的‘东
峪老榨’牌胡麻油，胡麻是村民自己
种的，为了确保油品的香味和口感，
我们采用的是古法压榨，味道非常纯
正。”兰州铁路局“90后”扶贫干部
许植正在工作室里拿着一桶胡麻油进
行手机直播。

金秋时节，微风送爽。走进陇西
县东峪村，村内水泥路干净整洁，一
排排整齐的易地扶贫搬迁房焕然一
新。东峪村是兰州铁路局定点帮扶村。

来到东峪村农特产品加工扶贫车
间，一股纯厚的胡麻油香味扑面而
来。旁边的东峪村兴村富民合作社展
示室内，整齐地摆放着东峪村生产的

“东峪老榨”牌胡麻油、菜籽油、亚麻
籽油、绿豆、燕麦米、八宝粥、粉
条、土鸡蛋等农特产品。

去年6月，村里的榨油厂开始营
业，“东峪老榨”牌胡麻油的销售使村
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万元，蔬菜、胡
麻油、小米、玉米等特色农产品在兰

州铁路局职工“幸福餐桌”推广，还
在福建连江等地销售，让一大批贫困
户脱贫摘帽。

信息加快了城市发展，也助推了
农村改革，淘宝、抖音、快手、拼多
多等电商平台的扶贫作用日益凸显，
这让许植看到了拓宽销路的商机。他
借鉴直播带货的方式开启直播推销。

万事开头难，对内向的许植来说，
手机直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网民喜
欢什么样的直播，怎样用简洁明了的语
言将产品介绍清楚，卖出特产的技巧有
哪些，面对问题，他一闲下来就在网上
学习各类直播销售技巧，然后在办公室
对着手机演练一番。将办公室稍作布
置，从朋友那儿借来直播工具，就这样，
许植的直播间开播了。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带领村民把农
产品种出来、产出来，更重要的是把绿
色产品卖出去，这样的脱贫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脱贫！”不服输的许植，脸上是满
满的自信和自豪，在他看来，产业扶贫
的效应不仅是当下，更是长远。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投资2.37亿元建设的小凉山学校。 本报记者 周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