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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福州定西手牵手 小康路上一起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用真心帮 动真情扶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两河口镇四方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 灏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经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
定，批准定西市安定区、陇西县、渭源
县、临洮县、漳县退出贫困县。”今年2
月，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甘肃
省定西市，也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福建
省福州市。

2016年7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要求，福州与定西建立东西部扶贫
协作关系，两市正式“结亲”。4年来，福
州对标定西所需、倾尽福州所能，开展
了生态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业
扶贫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务实协作，让
定西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定西贫
困人口从2016年年底的46.36万人下
降到2019年年底的4.16万人，贫困发
生率从17.65%下降到1.58%。

实现生态富民

定西的秋天，略微有些凉意，安定
区凤翔镇中川村张家湾的南山上，云
杉、油松、樟子松等苗木长势良好。福
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教授张国防、教师
黄秋良正拿着尺子仰头量着树高，脸
上带着笑容。

“正常生长不到4年，现在高度
2.6米，原来高度1.5米。”张国防说，目
前种植的树木成活率高达98%，树苗
生长快，达到了 1 年抵 3 年的造林
效果。

眼前这片茂盛的林木就是当地人
称赞不已的“福州林”。2017年，福州
市因地制宜，在干旱、植被覆盖率低的
定西率先探索开展生态扶贫，实施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定西水土流失，改善
项目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张国防带领的福州市和福建农林
大学优秀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
扎根定西，采取“高标、密植、精管”的方
式，把福建造林中的机械化挖穴、精细
化施肥追肥等先进技术嫁接过来，并结
合定西的气候、土壤实际情况进行创
新，挖大坑、栽大苗，实施滴灌工程。3
年多来，福州帮扶定西建设生态林超过
1.1万亩，昔日荒山秃岭变得满目青翠，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此外，除了植树造林，南山这片林
木下还延伸出了林果、林草、林药、林

蜂等模式，形成生态扶贫产业链条。
在宁远镇，由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黄国勇带领团队指导种植的巨菌草已
经1米多高。这也是福州、定西对口
扶贫协作的项目之一。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专家研发的
‘明星草’。这种草在定西的土壤气候
条件下，长势良好，粗蛋白含量高，适
合牛羊吸收。”黄国勇说，2017年，在
渭源县和安定区开始试点种植了400
多亩的巨菌草，2018年种植面积达
2000多亩。

宁远镇抓住东西部扶贫协作机
遇，探索推广种植菌草，作为发展畜草
产业的新草种。2018年开始，定西发
牧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引进种
植巨菌草，以此开展牧草种植和肉牛
养殖，按照“合作社+农户（贫困户）”
模式，先后在宁远镇长湾村种植推
广。该合作社理事长张发昌介绍，合
作社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入股分
红等多种方式，带动50户136人参与
种植、养殖，其中贫困户21户，占总农

户的24%。
据统计，4年来，福州市积极探索

生态扶贫的新路子，在定西累计实施
生态林建设2万多亩，推广巨菌草种
植2.4万亩，发展中蜂养殖近2万箱，
带动1.7万多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
现增收。

龙头企业引领

在临洮县城的甘肃榕发服装智造
扶贫车间里，缝纫机工作的声音此起
彼伏。这是定西最大的扶贫车间，由
福建春晖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与临洮县
农投公司合作建设而成。

家在洮阳镇六合村的李桃花是车
间里的打结工，去年7月份到扶贫车
间上班，她每天能打500来件裤子的
结，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以前和
丈夫在工地打工，很辛苦，现在在车间
上班，离家近，既有稳定收入，还能照
顾孩子。”李桃花说。

“我们从2019年6月注册，7月招
工，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易地
扶贫搬迁困难户到车间就业。目前，
已为150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高峰
时有16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6
户。”甘肃榕发服装智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章铭说。

类似这样的扶贫车间已在定西遍
地开花。截至目前，福州累计帮扶定
西建设扶贫车间181个，带动2457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在临洮县，聚春园福定产业园项
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将很快投产。
2019年8月，由福州聚春园集团有
限公司牵头、福州11家国有企业共
同出资组建致力于全链条扶贫的甘肃
聚春园福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贺庆银介绍，工厂全
面建成投产后将为当地提供300个就
业岗位，带动当地农户通过自己的努
力实现脱贫，增强自身“造血”
功能。

扶智带动发展

“‘输血’变‘造血’‘扶贫’先‘扶
智’”，这已经成为福州、定西两地人的
共识。4年多来，福州市选派的2批
43名党政干部和572人次专技人员
用脚步丈量定西，真“驻”真“帮”，奔波
在黄土高坡上；福州市直22个部门和
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福州职业技
术学院等6所院校积极主动参与开展
人才交流、培训、技术指导、项目对接
等，把一个个惠民项目、一项项实用技
术、一句句温暖的话语，烙在了定西群
众的心间。

原来定西也一直在植树造林，但
是当地群众长期以来觉得种树很简
单，挖个坑、种上树、浇完水，然后就不
管它们了，导致树木生长缓慢，成活率
低。面对这样的情况，福州市先后组
织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水保试验站、
福建省长汀县林业、水利部门相关专
家等13名技术人员，从项目选址、设
计、论证、施工、管护等全过程进行指
导，做到精准对接、高效帮扶。

而这只是福州扶智“造血”的一个
缩影。4年来，福州向定西市引入巨
菌草种植、中蜂养殖、香菇反季节种
植、生态林建设等25项实用技术；落
实“双招双引、对标福州”千人培训计
划，培训定西党政干部5509人次，促
进了两地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方法互
学；利用福州市人才资源优势，开展人
才培训、技术交流、成果转化全方位合
作，帮助定西市培训医生、教师等专技
人才18330人次……

截至目前，福州市累计接收定西
贫困人口来福州就业13468人次（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505人次），帮
助定西市建档立卡贫困户32288人实
现就近就业，帮助定西贫困人口
31888人到东部其他地区就业，已定
向招聘277名定西籍贫困家庭高校毕
业生进入福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转眼间，我到四方村已经两年多了，
看着贫困群众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日
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笑容一天比一天
灿烂，我打心眼里感到自豪，这一切都是
精准扶贫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红利，是帮扶
干部倾注真情真帮实扶的成果。

2018年6月，我告别妻子和不到2岁
的孩子，来到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两河口
镇四方村，担任四方村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四方村自然条件恶
劣，山大沟深，群众思想观念落后，矛盾纠
纷多，加上没有主导产业，没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是典型的
困中之困、难中之难。我刚到这里，好多
方言听不明白，沟通起来很吃力，开始有
些畏难情绪，但一想到刚参加工作时“到
基层火热的实践中去磨砺成长，到祖国和
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口号，我
又充满了力量。

从入户走访开始，我用一个多月走遍
了村里的每一户，通过交谈，帮干农活，学
习方言，拉近同群众的距离。79 岁的王
全英是四方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子由于
债务纠纷多年来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王全
英纳入易地扶贫搬迁范围但没有土地盖
房，了解到王全英家的困难后，我经过多
方协调，终于为她家盖起了新房，还为她
争取到低保政策。

走访中了解到贫困户袁利平由于20
年前救火导致双腿残疾，我及时将袁利平

相关情况向上级单位做了汇报，并联系省
卫生健康委、省人民医院，协调专家进行
手术治疗，还自掏腰包解决他看病的车
费、日常花销和食宿，目前袁利平的病情
已经好转，我与他也成了无话不谈的亲
人。我通过走访调研分析每户致贫原因，
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帮助贫困户解
决最急需、最紧迫的困难，不断增进干群
关系。

驻村 2 年多来，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家家户户从原来的土房子搬进了宽敞明
亮的砖混房，还通了自来水。全村主要发
展中药材（党参、大黄）、花椒种植产业，养
蜂、养鸡、养兔等养殖业。成立了村“两
委”、致富带头人领办的四方村特色产业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下设益农中药材种
植基地、富民花椒种植基地、中华土蜂养
殖基地、鑫军养兔基地以及肉鸡蛋鸡养殖
基地。今年为贫困户分红20.472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万元。目前全村中
药材种植面积达到500亩，花椒种植规模
达到400多亩，土蜂养殖200余箱，养殖肉
鸡4200多只。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作为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不能有丝毫懈怠，一定要真帮实扶，必
须把使命担当履行好，把为民情怀秉持
好，坚持用真心帮、动真情扶，为实现脱贫
摘帽、共建幸福家园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李琛奇整理）

标准化冷库、精密的牛奶质量检
验仪器、高标准巴氏杀菌机……走进
西藏那曲市聂荣县色庆乡杂玛多种经
营合作社生产车间，一系列现代化的
奶制品加工设备正有序运转，墙面上
张贴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图格外醒目，
让人对这个牧区深处的乡村合作社刮
目相看。

色庆乡是聂荣县最大的乡镇，作
为一个纯牧业乡，这里拥有聂荣县首
屈一指的肥沃草场，虽端着“金饭
碗”，可色庆乡群众却曾经过着苦
日子。

“以往群众市场化思维不够，农畜
产品主要用来自给自足，即使有群众
加工出售自家的奶制品，受储存、销售
等条件制约，市场转化率也不高，这是
色庆乡群众贫困的重要原因。”色庆乡
人大主席阿旦分析说。

要打破这种困局，就要引导群众
走牧业产业新路。2017年9月，按照
那曲市“一乡一社、一村一合”的牧业
发展思路，色庆乡成立了杂玛多种经
营合作社。最初通过募捐，合作社筹
得牦牛167头、羊117只、现金11万
余元，之后又利用“一乡一社”启动资
金中的100万元购买了166头待产母
牛。成立之初，合作社将母牛寄养到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但通过观察，
发现生产效率不高，收益距离目标也
相差甚远。

总结经验，色庆乡党委政府、合作
社理事会得出结论：合作社要得到良
性发展，一方面要规范日常运营机制，
另一方面要打造特色优质产品。为
此，色庆乡根据28个行政村分布情
况，成立了5个片区联村合作社、7个
村级合作社，以产业标准化、产量规模

化为目标，将牲畜统一放养，对畜产品
原料定点、定时、定人收购，送至片区
加工点统一进行加工。

为保障产品质量，合作社还投入
110余万元购置了冷藏运输车、巴氏
杀菌机、酸奶发酵机、包装机等设备，
同时对加工生产流程及销售环节进行
严格管控，保证产品质量达标。

经过努力，合作社展柜内的产品
种类日渐丰富。一款款包装新颖的产
品让阿旦颇为自豪：“我们合作社目前
是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根
据市场反馈，我们研发了多款新产品，
藏式口味布丁酸奶、真空袋装的酥油
等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产品销售好了，效益也随之提
高。合作社收入、分红分别从2018年
的81万元、40万元提升至2019年的
304万元、260万元。“合作社发展好

了，辐射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26户
1718人稳定脱贫。”阿旦说。

脱贫户西热加措与妻子次仁卓玛
就是受益者，夫妻俩目前都在合作社
从事奶制品加工。“合作社为我们夫妻
提供食宿，每月每人有1800元工资，
年底还有分红。”西热加措说。

如今合作社各项工作已进入正
轨，200平方米的产房扩建至750平
方米，通过聂荣县大学生创业团体开
发的小程序实现产品互联网销售等工
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

对于未来，阿旦与乡亲们都充满
了憧憬：“下一步，我们要吸纳建档立
卡贫困户外的普通户参与合作社发
展，同时也要引进专业生产、销售人才
促进合作社做大做强，依托资源禀赋
让牧业产业成为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稳
定助推器。”

西藏聂荣县：

边远牧区因现代化生产而变

辽宁西丰县：

织密保障网 用足大数据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郭永安

甘肃定西市渭源县上湾镇南谷玫瑰园内，工人正在为玫瑰花除草。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菇农在甘肃陇西县菜子镇二十铺村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采摘香菇。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咱县777名未脱贫群众今年国庆节
前就彻底脱贫了。”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
委副书记韩相东仿佛松了一口气，但他接
着又说，群众脱贫，干部不脱责任，低收入
贫困人口年收入过5000元后，接下来要
与致富对接，与乡村振兴对接，“要一个劲
儿地往前跑”。

西丰县，曾是辽宁省重点贫困县。如
今提前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脚底板跑出来的未脱贫摸底
表，老弱病残占绝大多数。”西丰县扶贫办
党组书记迟泽光好像一部活电脑，把413
户777名未脱贫群众的家庭情况都搁在
了心里。贫困户有的房子破旧不堪，有的
夫妻卧床不起，有的孩子读不起书……

针对不同原因的贫困状况，铁岭市密
织多重保障网：危房改造安置一批、医疗
救助脱贫一批、教育扶贫支持一批、社会
保障兜底一批。以西丰县为例，因有大病
保险，贫困患者可以转院免押金治疗，实
际报销医药费2.35亿元；教育扶贫免除
贫困生校服费、伙食费406万元；危房改
造2820户，新建2909户新住房。作为防
止返贫的最后一道堤坝，西丰县与保险公
司在全省创新开展“防贫保”合作，对因
病、因意外伤害、因灾、因学导致的易贫重
点人群实施兜底保险保障。

铁岭市在辽宁省率先建成精准扶贫
大数据平台。通过“互联网+扶贫”模
式，推动扶贫工作实现实时监测、精准
决策、精准帮扶和智慧预警。记者点开
触摸屏，海量数据扑面而来，帮扶谁、
谁来帮、怎么帮等信息一目了然，每一
位贫困户收入的实际情况与脱贫过程实
时动态更新。

西丰县纪监委副书记秦正红说，扶贫
大数据监察模块发现的110条问题均得

到及时处理，问责追责67人。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不能仅满足于政

策兜底，最稳固的保障是依托产业扶贫富
起来。”西丰县委书记康冠华认为“攻”比

“守”重要。从县到村，每个干部的职责都
“上墙”挂图作战，党员干部率先主动出击
结对子、趟路子。

58岁的付宝库每天都要到村里的
“花果山”转转。“这是贫困户张丽红家的
果树，那是赵龙家的……”付宝库一路指
指点点。担任天来村党支部书记十几年，
付宝库熟悉人更熟悉果。

天来村地少山多，种果树最合适，
可是种啥品种村民意见不一致。付宝库
自己掏钱请果树专家来村“号脉”出方
子。“你看这种鸡心状的小苹果又脆又甜
又好看，国际销路好，最可人的是成熟
快，比一般苹果能早上市1个月。凭这
个时间差我们就挣钱了。”付宝库先在自
家和村干部家试种的成功效应一下子说
服了全村群众，果树面积由几十亩增加
到8000亩，年收入达1300多万元。“种
果树是个慢活，得好几年才见结果，贫
困户失败不起，只有党员干部冲在前面
做出样子才行。”付宝库挺会总结，农村
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要
看“领头羊”。

“咱西丰县是中国鹿乡和柞蚕之乡，
山里山外都是宝，怎么能守着宝贝过穷
日子？”西丰县县长范磊也很时尚，他带
着驻村第一书记一起直播卖货。9月23
日，在县规划馆内，电商专家正在进行培
训，一批有潜力的贫困户参与到电商经
营中来。

在脱贫的路上一个也不落下，西丰县
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就这样一点点

“啃”下来了。

西丰县天德镇天来村果树种植扩大到8000亩，苹果因其质优而出口到18个国家和
地区。图为农户在采摘苹果。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 本报记者 贺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