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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这里一年四季都种蔬菜，我们一年
都有工作可以做。打零工，一天工资70
元，长期干，每个月就有3000元。”在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湾滩河
镇蔬菜大棚里，工人石传珍向记者介绍，
现在在基地种菜，离家只要十几分钟，收
入也翻了几番。近年来，广州市南沙区在
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过程中，整合粤港澳
大湾区优势资源，多方开展扶贫项目，激
活当地脱贫造血功能。

去年，广州南沙区对口帮扶的黔南州
贵定县、惠水县、龙里县已经全部脱贫出
列。2020年，南沙区坚持“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
摘监管”，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

全东西部扶贫协作长效机制。
产业就业是脱贫攻坚、拉动就业的重

头戏。今年，南沙区在帮助惠水县贫困群
众的工作中，创新扶贫模式，通过跨区域
发展“飞地扶贫”项目，突破地域资源局
限，将帮扶资金投向交通便利、资源丰富、
发展前景好的地区和项目，将收益分红返
还给贫困群众，帮助群众拔掉“穷根”。

南沙区在龙虎村投入30万元用于养
殖金粉蛋鸡1.5万羽，该村养殖以项目资
金30万元的7%分红返给岗金村，直接帮
助岗金村83户368人户均增收750元。

同样，“飞地扶贫”的方式还帮助了易
地扶贫搬迁的王佑镇新然村、断杉镇代京
村贫困群众增收。

在黔南州惠水县伊科达制衣厂扶贫
车间，200多名工人正在车间忙碌地工
作。工人徐明霞说，得知家门口新引入制
衣扶贫车间后，她就决定举家返乡。“分到
了安置房，一家人现在不用再为建房子发
愁，在家门口就业，下班能看到孩子，加上
就业补贴，每个月收入约5000元，夫妻二
人一年有近8万元的收入。”徐明霞说。

据统计，惠水县共引进12家东部企
业到惠水县落地投资，实际投资额共计
8.66亿元，带动3667余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增收。协助申报扶贫产品63个，商品
总价值4.58亿元。

努力把优质企业吸引到“家门口”，
在贵定县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南沙扶
贫工作组已成功引进4家东部企业在贵
定投资建厂，并继续做好往年已落地的
8家东部企业的后续服务工作，通过吸
纳就业及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人口
380人脱贫。

在刺柠吉惠水工厂，只见一罐罐“刺
柠吉”正在流水线上灌装生产，流水线上
的女工罗明英就是从搬迁小区来到“家门
口”的工厂上班，黔南州惠水县漫山遍野
的小野果刺梨，如今成了她脱贫致富的

“好帮手”。南沙区积极推动贵州王老吉

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落户惠水县，为
东西协作探索出一条产业帮扶的路子。
刺柠吉自2019年5月投产以来，产品销
售额已超1亿元，间接带动刺梨种植户和
务工人员2.8万人脱贫，预计今年销售可
达5亿元。

今年以来，南沙区帮扶地区消费扶贫
总金额累计约3.28亿元，黔南三县销往
东部地区的产品销售额为2.63亿元。在
黔南三县，南沙区开展以“携手黔行”为主
题的消费扶贫活动，充分运用现代农业集
团优势，举办消费扶贫月活动，参与网上
直播带货新业态。

近年来，贵州苗姑娘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方式，
与贵定县永红辣椒农民合作社等多家合
作社签订辣椒收购合同，帮助农户解决辣
椒的销路问题。

此外，南沙区还通过建立“农特产品
数据库”，促黔货销售与生产资源有效对
接，实现利润最大化。除建立“农特产品
数据库”外，南沙区还积极开发新路径拓
展黔货销售渠道，如“黔掌柜”“优品南沙”
等线上商城，并开设销售专柜、建立“消费
扶贫”配送货仓、共建蔬菜种植基地等，拓
展线下销售渠道。

高山绵绵，大河奔流。绿油油的果树
长满了河谷两侧的山坡。这里就是云南
省屏边县。近年来，屏边县将“消除绝对
贫困”作为首要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
抓，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狠抓责任、政
策、工作“三落实”，逐一攻克脱贫堡垒，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

山上栽满“摇钱树”

“这几年，我们始终以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为主线，通过不断努力，全县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
5710元增加到2019年的9627元，增速
实现了年均两位数增长。”屏边县委书记
苏畅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屏边县农民增收快，是因为山上栽满
了“摇钱树”。

这里不能不提到以荔枝、猕猴桃、枇
杷为主的“十百千”特色农业产业工程。

这一工程就是立足屏边山区气候特
点，在海拔900米以下热区发展屏边荔枝
10万亩、在海拔900米至1400米区域种
植枇杷10万亩、在海拔1400米以上适宜
区域发展猕猴桃10万亩，建成100个示
范基地，发展种植大户1000户以上。同
时，依靠农业产业带动乡村旅游，规划推
进新现河百里枇杷大峡谷及枇杷庄园经
济带、南溪河百里荔枝大峡谷及荔枝庄园
经济带、玉屏—新华—和平—白云百里猕
猴桃产业及猕猴桃庄园建设，建成一批具
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现代农业庄园。

玉屏镇大份子村就是屏边县“十百
千”特色农业产业工程中的优秀典型。

大份子村在大山顶上，距玉屏镇政府
10公里，辖8个自然村，有常住人口438
户175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26户
1265人，目前已经全部脱贫摘帽。

就在4年前，大份子村还是远近闻名

的穷窝窝。
在大份子村发展红心猕猴桃产业的

民营企业家田波告诉记者，4年前，村里
没有通公路，搬东西下山都要靠肩挑背
驮。田波在村里流转了360亩坡地，跟着
他一起干的42户中，有38户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不懂技术，田波就从几千公里外
的中科院武汉植物园请来猕猴桃专家教
授种植技术。短短几年，村里已经办了
53场技术培训。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份子村的红心猕
猴桃不仅口感好，还比全国其他产地早熟
近1个月，销售非常好。仅2019年通过
电商平台，就销售猕猴桃、百香果等特色
农产品2000余件，帮助农民增收10余万
元。除了大力发展以猕猴桃为主的支柱
产业外，大份子村还引进乌克兰大樱桃、
黄金百香果，构建以林下砂仁种植与生态
家禽养殖相融合的多元化产业，如今已发
展猕猴桃470亩、乌克兰大樱桃600亩、
黄金百香果100余亩。

目前，屏边全县已累计发展以荔枝、
猕猴桃、枇杷为主的水果种植39.2万亩，
发展以杉木、桤木为主的用材林105万
亩，发展以草果、砂仁为主的林下中药材
31万亩。

有了好产品，还需好品牌，屏边县又
大力推进“三品一标”认证。屏边荔枝一
炮走红，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群众吃上旅游饭

绿色生态旅游是屏边县脱贫攻坚中
新崛起的致富产业。

屏边县苗绣展示馆是游客必去的景
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几十位身着苗族
传统服装的绣娘，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
专心致志地绣花。

“我每天送孩子上学，忙完家里的事，

就来这里做绣娘。计件工资，一个月能赚
500元。”38岁的苗族妇女杨琼高兴地对
记者说。杨琼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自白
河镇坡头村，儿子 6岁，需要她在家照
顾。绣娘这种工作特别适合像她这样的
留守妇女。

屏边县县长李雄文告诉记者，屏边县
将苗绣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大力发展具
有民族特色的苗绣产业。屏边县已建成
绣莉丰乡、太平村绣娘坊等4个扶贫车
间、8个绣娘工作站和20座家庭绣梦工
坊。一些有刺绣技艺的苗族妇女纷纷拾
起绣花针，精心绣制美好新生活。一些苗
族女孩也摒弃“学绣花不如去打工”的观
念，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专心在家学习刺
绣手艺。很多苗族妇女实现了居家创收
两不误的美好愿望。

苗绣只是屏边县绿色生态旅游诸多
亮点中的一个。

在屏边县城西片区，有一处富有民族
特色的建筑群，它就是滴水苗城。滴水苗
城作为屏边县精品县城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包括“一心八寨”（苗文化中心，玉水
寨、滴水寨、郦水寨、悦水寨、云水寨、临水
寨、汇水寨、融水寨）、“一河五景”（牧羊
河，苗城寨门、花山广场、苗王府、苗历广
场、滴水瀑布）。项目采用文化吸引、环境
提升、产业融合、规模聚集、机制创新的

“五轮驱动”发展路径，将城市建设与旅游
产业结合起来，突出“山、水、林、苗、城”特
色，着力打造苗族风情旅游小镇。

作为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屏边县森林
覆盖率达61.97%。近年来，屏边县以建
设“山、水、林、苗、城”为一体的生态旅游
思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花
山节”为支点，撬动全域旅游格局。2019
年，屏边县累计接待游客134.53万人次，
同比增长21.11%；实现旅游总收入19.22

亿元，同比增长29.60%。绿色生态旅游
有效增加了群众收入，加快了屏边脱贫攻
坚进程。

革除陋习促脱贫

脱贫摘帽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屏
边县的办法是移风易俗，充分激发群众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曾经污水横流、苍蝇乱舞的大份子
村，如今面貌一新。大份子村党总支书记
杨顺成告诉记者，按照景区化标准，大份
子村民居进行了统一改造，拓宽硬化路面
2188.2平方米，新建文化活动广场420平
方米、卫生公厕一座、垃圾房一座。村里
配套设置了50个垃圾桶，还新建了排污
管道、三级化粪池。同时，村两委大力开
展移风易俗革除陋习行动。

屏边县全面压实县级各部门、各级
定点扶贫单位和帮扶责任人的责任，在
全县开展“除三黑”“清三堆”行动，着
力解决楼板黑、墙面黑、地板黑和农户
柴堆、粪堆等脏乱差情况，进一步提升
了村庄农户家庭风貌。据统计，屏边县
已建成农村卫生户厕9487座，实施无害
化卫生户厕改建4081座，新建村组道路
888 公里，建成农村生活垃圾焚烧池
695个，配置垃圾运输车10辆、移动垃
圾设备82台、垃圾箱1396个。昔日脏
乱差的农村风貌有了质的提升。屏边县
又组织宣讲团，深入村组开展“自强、
诚信、感恩”主题宣讲。全县147支文
艺团队编排脱贫致富节目，讲好脱贫攻
坚故事。政府出资制作精准扶贫政策明
白卡和宣传挂历，发到每一户贫困户，
选树群众身边的典型，又精心制作播放
苗汉双语脱贫攻坚广播节目，广泛开展

“革陈规、除陋习、树新风、促脱贫”
活动。

□□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

云南屏边云南屏边：：特色资源变致富产业特色资源变致富产业

广州南沙探索广州南沙探索““产业产业++消费消费””帮扶黔南三县帮扶黔南三县——

车间建在家门口车间建在家门口 产品销往大湾区产品销往大湾区
本报记者 张建军

熟练地打开软件，调整段落
布局和文字字号，调节图片灰
度……这是河北省赤城县残疾人
赵小玉每天的工作。靠着这份不
出家门的工作，她每月能赚2000
元至3000元钱，不仅顺利脱贫，还
成为赚钱养家的“顶梁柱”。赵小
玉的工作是制作电子书和电子杂
志，像她一样从事电子书制作的残
疾人在赤城县有50多人，他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作书匠”。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知名的数字阅读平台。由于软
件智能化程度高，电子书制作门
槛降低了不少。2016年“掌阅作
书匠”平台应运而生。目前，“掌
阅作书匠”平台已经累计注册用
户超 1.2 万人，月生产电子书
8000余册。

灵活的工作形式，相对较低
的工作门槛使得“作书匠”平台用
户很快遍及全国。他们的职业五
花八门，有学生、全职妈妈、退休
教师等。其中一名叫龚浩成的资
深用户引起了掌阅的注意，他工
作认真负责，接到的复杂任务都
能保质保量准时完成，也非常热
心帮助他人解答问题，还针对软
件优化和改进提出很多宝贵意
见。经深入了解后工作人员发
现，他是一位因脑瘫没有行走能
力的残疾人朋友。“这件事触动了
我们，我们发现完全可以利用‘作
书匠’平台，给那些残疾人和贫困
户提供工作岗位，帮助他们重拾
信心，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

掌阅科技品控中心和审核中心总
监何基才说。

有了这样的想法，掌阅专门成
立了“助残扶贫·居家就业”公益项
目，通过与各地残联、政府机构合
作，在河北省赤城县建立了“掌阅
作书匠电子书制作基地”，并配合
山东省菏泽市残联开展电子书制
作培训，努力推动多地残疾人就
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截至今年
10月底，公司已累计培训残疾人
1000多人次，帮助100余人实现
就业梦想。这些员工平均单月工
资超过1000元，一些优秀员工单
月工资甚至达到5000元。

作书匠平台残疾人员工苏清
说，受身体条件影响和当地教育
水平限制，大部分残疾人只有小
学三年级左右的文化水平。作书
匠平台不仅提供了有收入的工
作，也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强
制”地读更多的书。现在，苏清已
经养成了每天阅读的习惯，甚至
开始背单词、学习英语，以便让自
己能够早日编排英文原版书籍。
赵小玉则自学了HTML等基础
编程语言，制作电子书和电子杂
志的效率大大提升。

在何基才看来，扶贫要扶智，
通过培训残障人士学习电子书的
排版、校对和审核等技能，并提供
工作岗位只是第一步。掌阅更希
望通过这份工作，让他们接触到
优秀的文化内容，丰富精神生活，
最终达到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
提升。

“作书匠”扶助残疾人就业——

我也能做“顶梁柱”了
本报记者 于 泳

贵州黔南州惠水县伊科达制衣厂的扶贫车间里，工人在生产服装。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5月的一个清晨，团结村的宁静被一阵机器
的轰鸣声打破了，在疫情防控卡口值班到凌晨1
点的我急忙起床，看到窗外路边沟施工工人已经
开始忙碌，精神为之一振！

我马上叫醒其他工作队员，并与村支部书记
刘复连、队员冯志强在村里串门入户，路边沟、围
栏施工遇到的问题等都要在入户过程中解决。

“吴叔，你家猪圈影响咱们修路边沟和围栏，
支持支持村里的建设拆了吧？”“行，我听你的，
拆！”……一路上，我们不断向村民询问施工情况、
征求意见、解难题，也一直有村民主动向我们打招
呼，反映问题，我们成了村民心中的“自己人”。

深得村民信赖并不容易。还记得2017年5月
16日我刚到村里时，穿着白衬衫和西服，与扶贫
干部一点也不搭边儿。村干部与很多村民都不看
好我这个第一书记。

在村里的见面会上和入户走访过程中，村民
提出了5个问题：自来水浑浊，达不到饮用标准；
通村硬化路破损严重；没有文化活动广场；村委会
16平方米，办公都没法正常开展；村口危险路段
总出事故。村民的意见建议就是我们扶贫工作的
着力点、突破点。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我
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协同开展扶贫工作。通过
3 年努力，自来水、通村路、文化活动广场、村委
会、村口路拓宽都得到了解决，团结村变美了，我
和工作队员黑了也瘦了。“希望你们一直在我们这里待下去！”在走访村民
马忠义家时，他用朴实的话语表达对我们的感谢。

今年我们村重点打造民宿旅游项目，现在路边沟、晒场、村里美化绿
化施工都在进行中，特别是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与村两委干部常常
是连轴转。

在走访了几户因施工需要做工作的村民后，我们来到81岁的贫困户
李长发家，他家的仓房一到下雨天就泡在水里。经与包扶人研究，我们分
头买来了盖仓房用的铁皮、木方，工作队、村两委出工帮助老人家钉仓房，
我们分工合作，用了一天时间将仓房建成了，老人家非要留饭，我们婉言
谢绝了。

回想这几年的日日夜夜，顶风冒雪、挑灯夜战，奋战的每个场景历历
在目；可爱的村庄，是我人生路上最温暖的“遇见”;勇于担当的村委班子、
工作队队员，是我最特殊而亲近的战友。成为驻村第一书记，这段帮助我
迅速成长和蝶变的工作经历，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本报记者 马维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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