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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
步。中国通号践行责任担当，持续加强
帮扶力度，精准实施六大帮扶举措，奋力
书写脱贫攻坚的新时代答卷。

中国通号党委不断为扶贫一线输送
帮扶人才。企业主要负责人连续3年到
河南省社旗县调研指导扶贫工作。2003
年以来，中国通号先后向社旗县派出16
个工作组实地考察扶贫项目，帮助基层
解决实际困难，并投入扶贫资金2000万
元，引进帮扶资金810万元，实施扶贫项
目 40 余个，帮助社旗县 24698 户 81797
名贫困群众如期全面脱贫。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中国通
号所属基层党组织与社旗县 25 个贫困

村党支部结对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联学联建、精准帮扶。中国通
号集团拨付专项党费53.5万元，为25个
贫困村党群活动中心添置学习办公用
品，搭建党员学习教育平台。

中国通号党委大力发展教育帮扶，
先后捐建8所中小学，捐赠电脑、投影仪
等60余万元教学器材。投入300万元，
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 866 名，救助农村
孤儿219名，为975名贫困家庭学生捐赠
学习用品，让其不因贫辍学、因学返贫。

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社旗县地处南阳盆地东缘，是全国
粮食生产大县、全国优质商品粮基地
县。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
业，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6个，帮助11个
贫困乡镇发展支柱型产业，带动1.27万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中国通号投

入资金445万元，帮助注册成立了25个
专业合作社，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中国通号党委动员内部企业设立扶
贫专柜帮销贫困地区农产品，还通过微
信、QQ等平台，推送定点扶贫县农副产
品信息。中国通号集团一方面协调合作
企业与当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订单
服务，精准销售农产品；另一方面，帮助
当地农产品入驻央企扶贫电商平台社旗
扶贫馆，全方位、多渠道开展线上销售。
中国通号出资200万元帮助成立社旗县
中通大爱农产品有限公司，整合当地龙
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帮助社旗县
优质农副产品销往全国。

因病致贫是农村地区贫困的主要因
素，中国通号党委对症下药，出资132万
元为贫困地区捐建乡镇卫生院、农村医
疗卫生站等；持续开展救急帮困活动，累

计救助贫困群众 111 人；联系医疗团队
组织义诊活动7批次，为25个贫困村群
众开展免费体检，协调医院为困难群众
减免住院诊断费用18.9万元。做好精准
帮扶的同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中国通号党委积极改善农
村民生基础设施，新建村村通道路4千
米，整修农田道路3.9千米，安装太阳能
路灯132盏，协调800万元新建自来水厂
1 座，敷设自来水管道 1.7 万米，出资 20
万元为贫困村修建休闲文化广场2处。
除完成好定点扶贫任务外，中国通号党
委积极推动所属3家企业承担了4省区
市6个重点贫困村结对帮扶任务。

面向未来，中国通号党委主动对接
国家发展战略，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
脱贫成效，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实现精准脱贫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志亮

重庆丰都：

鼓励直播带货推动电商扶贫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唐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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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重庆
市丰都县探索出“农村电商经纪人+
贫困户”扶贫模式，助推贫困户产品
销售。

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等形
式，丰都全县逾100家电商企业（站
点）与2000多户贫困户达成产品直
供利益联结，本地农特产品进驻上百
家网店销售，此外，还引导传统企业
积极“触网”转型，本地商超（市场）、
专业合作社等线下实体逐步转向“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依托扶贫
网络平台开展线上销售。

数据显示，该扶贫模式带动
394个本地农特产品申报并认定为
扶贫产品，多数线下产品转型网络
销售，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扶贫
832平台、村村旺电商平台分别销
售302.02万元、518.68万元、154
万元。

三建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也是丰都最贫困的乡镇。
近年来，三建乡将农村电商扶贫作为
重要发展目标并积极推动。今年，三
建乡农产品快递单已超3万件，全乡
电商专兼职从业人员达16人；2018
年底至今，三建电商团队已累计销售
农产品近1100万元。三建已逐渐成
为覆盖丰都龙河流域的农村电商区
域性中心。

农村电商为三建乡带来的变化，
在丰都不是个例。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1月至7月，丰都全县实现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 13.25 亿元，同比增长
248.68％。

丰都县委书记徐世国说：“丰都
始终把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富

民增收的重要抓手，通过电商扶
贫、企业订单销售、帮扶单位定点
采购、消费扶贫‘十进’活动等方
式，推动农特产品卖得掉、卖得
好、卖得远。”

丰都鼓励发展电商直播、社交电
商，制定农产品直播“带货”质量保障
八条措施，通过“政府引导+部门监
管+市场参与”的形式，鼓励利用体
验式“带货”模式促进本地农特产品
创品牌、提销量，从建立直播名录库、
带货带证带码溯源、产品评价、定期
抽检、售后保障快处、“带货”承诺、

“带货”保险、投诉举报统一受理与分
类处置等方面入手，着力构建网销农
产品质量监管体系。

据统计，丰都累计培育直播专业
人才55人，开展党员干部直播7场、
销售490.04万元。

线上消费与物流运输相辅相
成。在物流配送体系方面，丰都坚持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
促发展”原则，整合邮政、社会快递、
流通企业物流资源，按“五统一”模式
开展共同配送业务，支持县级配送中
心进行智能仓配、电商云仓、自动化
分拣改造，支持在产业集聚乡镇建设
农村电商快递物流二级配送站，叠加
提升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站点物流配
送功能。同时统一规范社区快递便
民点的服务规范。建设农村产品专
用仓储、冷链物流体系及物流大数据
信息化应用平台，进一步提升物流标
准化、信息化水平，整合全县物流车
辆、库容量、配送线路等信息，开展城
乡一体化高效配送，为智慧物流建设
奠定基础。

“面朝黄土、背朝天”。甘肃省庆
阳市华池县曾是当地出名的贫困县，
沟壑纵横、山路崎岖、耕地匮乏的自
然环境，曾让这里世代贫困。但如今
还是这片黄土地,贫困发生率已从
30.4%下降到0.43%，华池县已实现
整体脱贫摘帽。这“山乡巨变”是如
何实现的？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51岁的高建青已从一个贫困户变成
了腰包鼓鼓的富裕户。“沙棘是农民
的一桶‘金’，我每天都去收购村民们
的沙棘，然后卖给沙棘公司。”

在高建青的眼里，依靠“沙棘”产
业脱贫致富，是这山沟沟里的新路，
而在华池县紫坊畔乡庙沟村这样认
为的，不只他一个。

曾经是当地人眼中的野草，如今
成为庙沟村致富的金钥匙。“这里的
生态已经很脆弱了，再发展产业必须
要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你看这沙
棘，在地上像把伞，落叶像张毯，保水
固沙净化空气，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它可是个宝嘞！”华池县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中心主任王明珠指着沙棘
果说。

先富帮后富，最终要共同富裕，
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使
命与任务。2017年，甘肃省与天津
市成为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的“兄
弟”省市。天津市北辰区将携手甘肃
省华池县一道奔小康。

天津市北辰区挂职干部、甘肃省
华池县副县长刘建波说：“北辰区在
对口支援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生态扶
贫。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要为贫困
户送技术，更要为当地送产业，要让
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项目建设，增加
劳务收入，让他们脱贫。”

紫坊畔乡的农民赵建平，常年
外出打工。“每年的11月，城里工
地就没啥工作了，只能回老家。回
到乡里，我们正好收沙棘，既补了

‘农闲’，还增加收入。”赵建平说。
在赵建平的眼中，11月的华池县，
那是一派“男耕女织”的新景象。女
人们在地里埋头剪果，男人们将剪好
的果子从山沟里背到路边，然后装车
送出大山。赵建平说：“每公斤枝条

果2.8元，剪上两个月，每人可以挣到
1万元。”

据统计，2018年底华池县沙棘
种植保存面积达34.5万亩。盛果期
枝条果年产量5000吨至1万吨，在
采摘季一位农户可收入5000元至2
万元。如今，华池及其周边有沙棘
资源150万亩以上，沙棘产业已成
为华池脱贫攻坚的主要产业，通过
沙棘种植、采收、加工，农户可以
在家致富。

有了路子，看到了希望，那么后
面的路又该如何走？

柔远镇北辰区扶贫生态林建设
项目是天津市北辰区对口帮扶生态
林示范基地之一。2019年至2020
年 ，天 津 市 北 辰 区 又 投 入 资 金
1086.95 万元，栽植林木19637亩，
其中：沙棘油松产业林18737亩、扶
贫生态林900亩，并带动柔远镇造林
27837亩惠及5村409户，其中182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条“沙棘链”让村民们收获了
致富奔小康的希望，而更多的产业正
加速进入华池县。

采摘香菇、菌棒整理……华池
县津华香菇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园计
划总投资超过1亿元，该项目已成
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的“火车头”。
产业园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援
助资金与当地自筹的支持下，目前
示范园区已完成部分建设并已投
产，建设完毕后年香菇产量预计将
达880吨以上。

在城壕镇，占地60多亩的湖羊
养殖合作社就此成立。育成、妊娠
等数个不同功能的羊舍里已经饲养
了超过2400只湖羊。合作社工作人
员冯腾龙告诉记者，参与养殖的同
时还能获得劳务收入以及年底分
红，过去曾因病致贫的自己已成功
脱贫，而像他这样的脱贫户不在
少数。

据了解，华池县累计利用天津
帮扶资金1.028亿元，按照“湖羊
肉牛、饲草玉米、杂粮药材”的产
业扶贫思路，先后投入7000多万元
新建、改造提升合作社46个。如
今，已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甘肃华池:

津陇协作促进山乡巨变
本报记者 商 瑞

四川昭觉：扶贫扶智结合 激发内生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这里地处大凉山深处，是四川脱贫
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四川凉山州
昭觉县是全国彝族人口大县，也是凉山
东部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物资集散地。作
为凉山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经过
几年艰苦努力，昭觉县脱贫攻坚曙光已
在前方。

一位深山居民的新家园

“守着家、抱着娃、挣着钱。”这就
是家住昭觉县沐恩邸社区居民吉有尔各
木每天的生活。今年5月，吉有尔各木
从大山深处的库依乡依子村老家搬进了
靠近县城的新家，她的丈夫和女儿在浙
江打工，她在家照顾上学的儿子。

“每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以
后，就开始在社区打扫卫生，这是一个
公益性岗位，每个月能挣500元。”吉
有尔各木说，丈夫和女儿每月各收入
3000多元，加上自己挣的钱，足够一
家人开销。

“现在的新房子面积100平方米，
比老房子好太多了，3个卧室1个客
厅，卫生间、厨房都是分开的。”吉有
尔各木说，原来的家人畜混居，环境不
好，现在她每天都要把新家收拾得干干
净净。最让她高兴的是，这里出门就有
四通八达的公路，不远就有学校、商
店、卫生院。

沐恩邸社区是昭觉县规模最大的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207亩土地上
有50栋居民楼，居住着来自县内28个
乡1428户6200多名贫困群众。为了让
贫困群众入住新居后能适应新环境，社

区组织专人手把手教会大家使用居家设
施，还举办了电工、焊工、刺绣等多个
技能培训班。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昭觉火普村时指出，“搬迁安置要同发
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
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

住房安全是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标
志，“十三五”期间，昭觉县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1.2万余户5.4万余人，占全
县贫困人口的53.96%，集中安置率达
96.1%。为确保搬迁群众持续稳定，县
里实施了多项民生保障工程。一是通过
实施以务工奖补措施，鼓励搬迁群众外
出务工；以设立公益性岗位和在园区务
工的方式，让搬迁群众就近就业；以彝
绣、唯品会电商平台接单服务模式，实
现居家就业。二是新建配套农业园区
13个，建设3.8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每年可以实现固定收益超过 1000 万
元，全力支持后续发展；加快建设服装
加工扶贫车间，可解决1000人就业；
采取组建合作社、土地流转等方式，推
进搬迁群众原居住地产业发展。三是配
备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规划新建占地
5亩的社区卫生医疗中心，解决居住群
众医疗卫生需求。四是在县城新建中小
学校7所，解决适龄儿童上学问题。

两个女孩的新梦想

洛古日作又回到中学复读了，她
说，她不会气馁，一定会好好学习，争
取明年考上理想的大学。

19岁的洛古日作是昭觉县三岔河

乡三河村人，在乡里读完小学三年级之
后考到县寄宿小学，之后又考到县民族
中学读初中、高中。她从小就热爱舞
蹈，文化课成绩也很好，在班里名列前
茅。今年参加高考，本来她的梦想是考
上大学的舞蹈专业，但因为专业考试临
场发挥不好，最终没能考取。

“我们彝族群众爱好舞蹈，小孩子
们从小就喜欢在一起唱呀跳呀，特别是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更喜欢跳舞
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好舞蹈，将来
回村当舞蹈老师。”洛古日作说。

同村的姑娘吉好有作比洛古日作小
3岁。曾经为了替父母分担家庭负担，
吉好有作与几位老乡去广东打工。“爸
妈身体不好，家里还有3个弟妹，我是
老大，当时想着应该分担家里负担。”
懂事的吉好有作自愿出去打工挣钱。

“当时，我还是想继续读书。打工的几
个月里，我发现文化知识很重要，文化
水平低就只能从事最简单的工种，挣钱
也少多了。”吉好有作说，出去打工没
多久，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了教育
扶贫减免政策，让我回家继续读书。我
立即回到家乡，从一名小打工妹变回了
学生。“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乡村医生，
给爸妈和村民们治病。”吉好有作说。

据介绍，昭觉县把推进教育扶贫作
为治本之策，以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目前，全县小学入学率达到
99.1%、初中入学率达到 98.64%，
24359名贫困家庭子女全部入学就读，
适龄人员受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近
年来，昭觉县新建义务教育学校7所、
改扩建70所，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引
进人才56名，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持续
改善，读书逐渐成为当地青少年的
风尚。

三位大嫂的新技能

见到三岔河乡村民吉列俄阿木时，
她正参加广东佛山市对口援建工作队组
织的厨师培训，当天的课目是学做最有
代表性的川菜回锅肉。大厨手把手指
导，选肉、切片、配料、火候等细节从
头到尾一样不落，吉列俄阿木聚精会
神，学得津津有味。

“40多岁的人了，学起来有点慢，
但还得学。”吉列俄阿木笑着告诉记

者，她这些年在昭觉县城的一家餐馆打
工，主要工作是端菜、洗碗、扫地，工
资一年有2万元左右。“2万元不错了！
但我知道，如果学会炒菜，当上厨师，
收入要翻番呢！”

在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
的草莓基地，拉尔阿牛与多位彝族妇
女正在包装车间里分拣、包装草莓。

“我们以前只在市场里见过草莓，哪知
道我们这里也能长出草莓。”拉尔阿牛
笑着说，这里一直种土豆和玉米，每
年只够一家人填饱肚子。2019年，她
把7亩土地流转给广东佛山一家对口
帮扶的农业公司种草莓，自己在公司
的草莓基地打工，不仅一年有两三万
元收入，还学会了种植草莓。“以后也
可以自己种草莓自己卖了。”拉尔阿牛
充满信心地说。

蔬菜可以长在一两米高的架子上，
南瓜都是彩色的，还有各种各样以前没
见过的蔬菜，刚到昭觉县四开乡涪昭现
代农业产业园打工的阿亚芋惊叹不已。

“我种了10多年蔬菜，知道我们这里种
菜就那么几个品种，真的不知道还能种
出这么多不认识的蔬菜。”阿亚芋说，
她在这里打工一年多，学到不少知识和
技术，长了见识。

近年来，昭觉县坚持扶贫与扶智、
扶志相结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近
10万人次接受农民夜校授课，6000余
名贫困户参加素质提升工程，9000余
名贫困户参加技能和创业培训。

县里把增强贫困群众自身发展能力
作为脱贫核心关键，传统产业和现代农
业产业齐头并进，创建13个农业产业
园区，带动1748户贫困户增收；累计
建成畜牧科技示范园区178个，4587
户农户直接受益，可辐射带动近2万多
户农户走科学养畜的道路；发展高山错
季蔬菜2万亩；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房
前屋后土地，加快核桃、花椒等特色经
济林发展，种植核桃81万亩、华山松
15万亩、花椒8.14万亩。一方面帮助
贫困户在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另一方面
鼓励支持贫困户外出务工，务工人员从
2016 年的 8000 余人增加到今年的
19446人。贫困户人均收入从2016年
的3000余元增加到2019年底的9000
余元。截至今年底，所有贫困户人均纯
收入将达到脱贫标准。

昭觉县四开乡村民在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劳作。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