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散落秦巴深山的“明珠”迎来历史发展新机遇

“困于蜀道”隐深山“高铁时代”迎世界

秦蜀之间的道路素以

艰险著称，据史料记

载中国古代连接陕西

和四川这两大地区的

只有蜿蜒在秦巴山区

中的子午、傥骆、褒

斜、金牛等七条古

道。随着西成高铁通

车的临近，许多沿线

地区的民众都对其翘

首以盼，期待自古以

来的地理阻隔能够因

为高铁的到来而成为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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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时评

江西江西婺源婺源
古村晨雾古村晨雾如画如画

11 月 27 日，素有“中

国最美乡村”美誉的江西

省婺源县大鄣山乡程村，

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在晨

雾中若隐若现，与古红枫

林交相辉映，一派世外桃

源胜景，美不胜收。

程新德 摄

□ 周跃东 钱良好

近两年，安徽省庐江县坚

持把发展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主攻方向、用力重点，实行逐

村逐户帮扶指导。采取“降低

补贴门槛、扩大补贴范围、提高

补贴标准”的方式，县财政预算

安排了近6000万元用于产业

发展奖补，着力推进产业全覆

盖，推动种养、乡村旅游、资产

收益等产业项目全面发展。

先富帮后富共走致富路

在发展方式上，庐江县积

极创新模式，既抓“铺天盖地”，

更抓“顶天立地”，以“三变”为

抓手，量身定制“产业扶贫套

餐”，大力推行“四带一自”模

式，充分发挥扶贫帮困作用，与

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体，营造

了“先富帮后富”的良好氛围。

目前全县763个经营主体带动

29,113 户贫困户发展特色种

养业，其中今年新增省、市级示

范龙头企业 23个、合作社 41

个、家庭农场57个。

10月29日，笔者来到矾山

镇安砖桥村黄伟高山刺葡萄种

植家庭农场，墙上贴着今年上

半年贫困人员务工工资表，有

这样的记录：“卢长年，36.5个

工，工资2190元。”葡萄基地在

县林业局的协调下，享受政府

地租补贴，但条件是务工人员

全部是贫困户。上半年29个

贫困人员，在这个家庭农场共

领了2.1万元务工费。“眼下正

是刺葡萄上市的黄金时段，每

天贫困户的用工量至少达到20

人以上，预计今年发放贫困户

的工资近4万元。”该农场负责

人黄伟说。

“我们通过投入专项产业

扶贫资金，重点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探索‘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等产业脱贫模式。”

庐江县扶贫办负责人吴周介

绍，该县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型

农业主体产业扶贫全覆盖实施

方案》等文件，培育壮大有一定

规模、经营状况良好、发展潜力

较大、有参与扶贫意愿的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

它们带动和帮扶贫困户通过就

业、入股、发展产业等途径增收

脱贫。

抓即期收益更抓长远获利

在到户项目上，庐江县根

据不同类型、不同家庭收入状

况因户施策，实行差异化政策，

既抓即期收益，更抓长远获利，

促进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截

至今年9月30日，到户项目财

政投入资金11,063.3万元，户

均财政投资强度 3034.04 元。

整合219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

市级贫困村产业专项资金和三

区帮扶资金，进一步提升已出

列贫困村的产业基地建设，省

下达该县18个贫困村特色产

业达标村实际完成达标22个，

并给予每村20万元奖补；省下

达2个“一村一品”达标村，实际

完成达标7个，并给予每村30

万元奖补，下达1760户产业达

标户，目前已完成4926户，占

任务数279.9%。

披着午后明丽的阳光，笔

者来到冶父山镇马岗村圈养

湖羊扶贫产业园，洁白的羊群

正在咩咩叫唤。冶父山镇党

委书记柯贵余介绍，圈养湖羊

扶贫产业园于今年 5 月份挂

牌成立。建立之初，养殖规模

2000多只；建园后，已扩大到

近 5800 只。截至目前，通过

贷资入股、土地入股、劳力入

股、代养托管、订单销售、灵活

就业、秸秆收购等多种形成，

该产业园已解决 534 个贫困

户稳定脱贫。

“企业有发展壮大的意愿，

但缺少资金投入；扶贫户手中

有贷款扶持政策，但没有发家

致富门路。两者结合，需要政

府牵线，搭建合作平台。”柯贵余

说，为此，该镇在未脱贫户当

中，选定了最需要帮扶的188

个贫困户，通过“四方协议”，为

每户发放2万元~5万元贷款，

总计647万元。其中，让20个

扶贫户贷资入股100万元，支

持用于祥瑞养殖有限公司发展

建设，规定企业对每个贫困户

的保底红利每年不少于4000

元。公司利用这笔入股资金，

又追加投入100万元，完成了

6000平方米的全自动现代化

养殖羊舍的建设。新羊舍建成

后，按11比例，由企业和贫困

户共同控股，抱团发展。仅新

羊舍建成三个多月，就新增存

栏种羊4600多只，直接吸收56

名农民就业，其中贫困劳力就

业20名。

□ 程 虹 唐世日 李光平

“剪裁、合缝、修边。”走进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贫困村茫海洲村的雨衣厂，笔

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赶制出口到

韩国的一次性雨衣。

江华耀丰产业园内的鼎维

塑业主要生产塑料制品雨衣，因

招不到工人，不少订单都接不

了，企业无法扩大规模，于是将

车间建在沱江镇茫海洲村和涔

天河镇鹧鸪坝村、会合社区，一

来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二来

真正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已经招聘170位工人，其中112

人为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年内可

为贫困对象增收1.8万元左右。

现在订单还在接，按照这个趋

势，今年产值可比去年翻一番。”

鼎维塑业董事长黄忠林兴奋地说。

为解决贫困户因文化水平

低、要照顾家庭等无法外出务工

就业的问题，江华县委、县政府

加大招商引资，主动对接沿海企

业转移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

发展加工贸易产业，拓宽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渠道。同时，该

县还按照省委《关于支持贫困地

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的若干政

策》的要求，在财税、补贴、上岗

技能培训等领域出台政策，对小

微企业给予每人500元~1500

元的岗位补贴和20%设备购置

补贴，在物流运输、搬迁费用、装

修等方面进行扶持，吸引更多企

业入驻贫困村。

该县大路铺镇洞尾村的杨

新宏、莫光雄等一批在外务工

能人相继回乡创业，先后在村

上办起了皮具厂、陶瓷厂、制香

厂等26家小微企业，成了村里

的“工业园”，年产值达4000万

元，安置附近村寨500多位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厂务工。大多村

民边种田边到厂里上班，收入

比原来多了好几倍。

李克勇是大路铺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母亲年老多病，妻子

身体不好，两个小孩在读书。

他正沮丧时，被招聘到了大路

铺君贤皮具厂务工，每月工资

2800元。他告诉笔者，现在在

家门口就业，家庭照顾了，收入

稳定了，心里也亮堂起来了。

“通过微小企业建在贫困

村，不仅有效解决大部分企业

招工难和贫困对象就业难问

题，还有效将金融扶贫、产业扶

贫与贫困村集体经济、贫困户

增收脱贫有机结合，实现四方

共赢。”该县扶贫办金融产业服

务中心主任谢国成介绍。

据统计，近年来，江华县通

过倡导企业进村办厂、结对帮扶

等形式，共有22家民营企业结

对帮扶26个贫困村，帮扶贫困

户2125户。目前，全县共引进

皮具、塑料包装、制衣、电子、门

窗、制香、食用菌等307家小微

企业“生产车间”进驻贫困村，实

现年产值近 10 亿元，并吸纳

5000多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

□ 沈虹冰 石志勇 张 斌

高铁来了，这几乎是长期深

居秦巴山区的居民们今年最为

期望的大事之一，再过两天，西

安至成都高铁就要从他们的家

门口开过。从千百年来“困于蜀

道”，到一步迈入“高铁时代”，陕

西宁强、洋县、佛坪等这些曾经

散落秦巴深山的“明珠”将迎来

历史发展新机遇。提前筹备农

家乐、抓紧制作农特产品、发展

综合性旅游……秦巴居民正在

筹谋“高铁时代”新生活。

“从家门口开过的高铁”

种茶已有20年的王有泉

最近有个新习惯。每天清晨，

他总喜欢站在自家茶园最高点

远眺。顺着目光望去，隐约可

见一座全新的高铁站和不时疾

驰而过的高铁列车。

“像条小白龙一样！”王有泉

指着远处颇为期待地说，“现在

我就盼着西安到成都的高铁早

点开通，想体验飞驰的感觉！”

王有泉的家乡在陕西省西

南部的汉中市宁强县。这里北

依秦岭，南枕大巴山，是我国秦

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

部分。秦巴山区致贫因素复

杂，也是我国扶贫开发攻坚战

的主战场之一。

为了支持这一深贫地区脱

贫，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

2012年颁布《秦巴山片区区域

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

2020年）》，明确要“将秦巴山片

区建设成为区域交通重要通道、

循环经济创新发展区、科技扶贫

示范区、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区和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宁强县交通局副局长鲁长虹

说：“过去，宁强人到西安，汽车

最少需要5个小时，火车则需要

八九个小时。高铁开通后，宁强

到西安只要1个多小时，到成都

也1个多小时，两头都方便。”

“为了迎接高铁，
早早就开始准备了”

距离宁强150公里之外的

朱鹮之乡陕西洋县，傥水河边

随处可见悠闲嬉戏的朱鹮，北

方少见的江南水乡风光让人倍

感宁静和谐；而在离傥水河不

远的草坝村朱鹮湖果业专业合

作社内，48岁的牟玲彦和工友

们正忙得不可开交。

机器轰鸣声中，牟玲彦一

边往榨油机里添加菜籽，一边

叮嘱丈夫用油槽接油、用桶收

集废渣。在另一处厂房里，工

人们也一刻不停，紫米、黑米等

农特产品已包装好，堆放成山。

“西成高铁离我们村只有3

公里，等高铁一开，不知道要来

多少游客呢，不抓紧准备咋行

嘛！”草坝村支部书记刘煜华满

是激动地说，“我们不但开了动

员会，还早早就在村里选了100

户农户作为首期农家乐进行培

训，还新建了民宿和游客服务

中心。”

从 小 在 草 坝 村 长 大 的

刘煜华说：“2005年起，村里男女

老少就都开始修路，先修了千

亩梨园旁边的6.3公里道路，用

了近两年时间让香梨能运出

去，然后又修了6年通村入户

路，让村民能干净地走出家

门。现在我们草坝村都准备好

了，就盼着高铁通车呢！”

在洋县著名的挂面村五郎

庙村，今年村里不约而同地将

挂面制作时间提前了两个月。

刚刚添置了烘干设备的赵继光

解释说：“高铁要开了，旅游的

人肯定多，往年我做1万斤挂

面，今年准备做1.5万斤，就这

都害怕不够卖。”

“坐上新高铁，奔向
新生活”

秦蜀之间的道路素以艰险

著称，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连

接陕西和四川这两大地区的只

有蜿蜒在秦巴山区中的子午、

傥骆、褒斜、金牛等七条古道。

随着西成高铁通车的临近，许

多沿线地区的民众都对其翘首

以盼，期待自古以来的地理阻

隔能够因为高铁的到来而成为

历史。

“车厢宽敞得很，服务人员

都微笑，关键是速度还快，从我

们阜川镇到汉中站才十来分

钟。”回忆起10月17日这天的

高铁试乘体验，汉中市勉县阜

川镇唐家湾村贫困户陈长秀仍

然历历在目。

10月17日这天是国家扶

贫日，陈长秀和村里另外两名

贫困户杨秋红、唐有军在西安

铁路局汉中车务段指挥中心副

主任陈罡的带领下，坐上了试

运行的西成高铁。

“我现在在唐家湾村任扶

贫第一书记，就想着能让村

里贫困户也能感受到高铁速

度，给他们增加脱贫信心。”

陈罡说。

洋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

卢树森说，西成高铁不仅将给

贫困地区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出

行，还将让大山深处曾经“养在

深闺无人知”的农副产品远销

各地，并且将进一步重构当地

旅游业格局。

“我们正一边深度开发当

地的旅游景点，形成集群效应，

同时也在不断新建和完善民

宿、农家乐，让游客能玩得好，

让当地群众能参与进来，加速

脱贫。”卢树森说。

王有泉说：“我们茶园距

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我正在

计划将把这2800亩茶园建为

集观光、餐饮、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点，同时将在青木

川古镇打造茶文化体验馆和

博物馆，还能带动500个贫困

户脱贫。”

在已经脱贫摘帽的陕西佛

坪，今年32岁的谭娟正计划扩

大自己的养殖规模。“靠着在渔

场打工，村里28户贫困户已经

逐步摆脱了贫困。下一步，我

的目标是围绕全域旅游，不断

增多养殖数量和品种，加快鲟

鱼观赏园建设，带领更多贫困

户走上致富路。”

□ 何 勇

“ 什 么 在 东 北 最 贵 ？ 人

才！”对东北来说，这绝非一句

笑谈。

人才是一个地区、一个城

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今年以

来，各地人才争夺战的硝烟味

儿更浓了。不仅院士、长江学

者、千人计划专家等人才明争

暗抢，就是普通的高校毕业生，

各地也开始你争我抢。最近，

中部某城市出台了应届大学生

购房八折的诱人政策，一个东

南沿海城市也提出大学生购房

可获补贴 2%。人才的合理流

动，有利于更有效地配置人才

资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但

人才过于集中到少数地区和城

市，也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

东北地区曾是我国产业工

人、科研人员最集中的区域之

一，而今却饱受人才流失之

痛。据统计，从 2000 年~2010

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 180

万，东三省的人口生育率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经济发

展乏力导致人才没有用武之

地，于是人口流出，进一步加剧

经济下滑。东北地区陷入的正

是这样一个怪圈。

可喜的是，最近三四年，

“出关东”的形势已经开始逆

转。在沈阳、大连等东北地区

的一些中心城市，人才流动出

现了明显的“燕回巢”。以沈阳

为例，笔者在采访调研中经常

遇到一些在外事业有成又重回

沈阳的创业者、企业家、研发人

员。他们返回东北，有的是因

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等家庭原

因；有的是因房价高、拥堵严

重，生活、工作成本较高；更多

的是看中了沈阳对东北地区巨

大辐射能力以及物美价廉的创

业、生活成本以及优厚的政策。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佐证了

这一点。3年来，沈阳各类别人

才，均呈现加速流入趋势，养老

保险关系转回5万人，每年净流

入大学毕业生约 2.6 万人。人

才的吸引、留驻，直接加速了新

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

转型发展，增强了竞争力。比

如辽宁壮龙无人机公司，就是

由在北京打拼多年的清华高才

生张黎和北航教授蔡茂林创办

的，生产出国内首台油动直驱

多旋翼无人机，让沈阳在工业

无人机领域初具竞争力。

可以说，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东北振兴才有“底气”。比在

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不落下风

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才的培养、

成长、使用，创造更为宽松和适

宜的环境，改变重引进、轻服务

的传统思维。应该看到，东北地

区在人才的培养使用、市场的竞

争环境方面，同经济发达省份差

距依然较大。除了用行政手段

提供种种保障外，东北地区还要

更多地学会使用市场的手段，提

供大展身手的舞台。有的研发

人员带着专利、技术来东北创

业，但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创

投、风投资金相对较少，而且政

府类引导基金，在使用效率上又

较为低下。只有尽可能多搭建

投资基础平台，引导组建产业联

盟，创新创业的种子才能成长为

参天大树。

从长远看，东北经济“失速”

并非末日而是一种激励，鞭策东

北地区在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方

面不甘落后、主动出击、逆势而

上。《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说，

以“不信春风唤不回”的决心培

养人才、涵养营商环境，一定能

造就新时代的“闯关东”风尚，厚

植起东北振兴的坚实后盾。

为贫困户量身定制“产业扶贫套餐”
安徽庐江县763个经营主体带动近3万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业

用好人才 东北振兴才有“底气”

微小企业进村搭建脱贫桥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对小微企业给予岗位

补贴和设备购置补贴，吸引更多企业入驻贫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