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思辉 毛红平

脱贫攻坚是“三大攻坚

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

战。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

时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推进民生保障精准化

精细化”，强调“要把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

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弘扬真

抓实干作风，推进工作要实打

实、硬碰硬”。

湖北红安是国家级重点

贫困县，目前实现 11 万多人

脱贫，各项指标均达到脱贫

摘帽标准，今年元月已通过

省级评估验收。红安县扶贫

办主任姚福祥的感受是，脱

贫攻坚必须实打实，不能有

半点花架子。

如何决战决胜，关键在一

个“实”字。贫困户识别要实，

如果识别不实，甚至优亲厚

友、弄虚作假，群众会认为精

准扶贫是假的，是走形式，是

一种变相腐败，就不会支持

你，扶贫工作就不好做了。帮

扶政策要实，政策不实，搞一

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帮扶不能

取得切实成效，群众也不会满

意。扶贫工作不是摆样子，也

不是讲故事，要见真章、见实

效。巡查监督也要实，对扶贫

工作的监督如果不实，挂名不

到岗、帮扶走过场、欺上瞒下

的情况就可能出现，扶贫的效

果就会打折扣。

打好脱贫攻坚战，要靠作

风攻坚，关键在人。“精准扶贫”

政策实施前期，红安县少数单

位派出的扶贫干部年纪偏大、

开拓能力不强，仅仅把扶贫工

作当成一项任务来应付，以为

随便派几个人去混一下就行

了。对这种现象，红安县态度

坚决，责令立即纠正。扶贫工

作要选好人，不能派“闲人”。

实 事 求 是 对 待 群 众 诉

求。辨别工作实不实，关键要

看是不是取得了实打实的效

果。易地搬迁要看贫困户是

不是得以按时入住；产业扶贫

要看群众是不是找到了脱贫

的路子或就业岗位；健康扶贫

要看群众是不是真正看上病、

治好病……

有的扶贫干部看起来表

现不错，汇报得很好，但进村

入户不实，解决问题不实，老

百姓获得感不强，自然不会满

意。脱贫攻坚要树立结果导

向，一切以老百姓满意不满

意、高兴不高兴为标准。

少数贫困户存在“等靠

要”思想。有的群众觉得扶贫

干部送的东西越多越好，帮扶

力度越大越满意，让自己吃苦

做事就不愿意了，就不满意

了。对类似情况，必须科学应

对，加强教育引导，推动群众

和干部一块儿干。这个时候，

就不能一刀切地以“群众不满

意”追究干部了，这也是一种

“实”，实事求是的“实”。

红安县在全国首创“4321”

健康扶贫模式，把精准扶贫对

象的大病报销比例从60%左右

提高到90%，且超过5000元的

部分由保险公司兜底，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迎，还被国家扶贫

办作为经验推广。实践证明，

扶贫工作要有紧迫感、使命感，

但绝不能好高骛远。小马硬要

拉大车，好心一旦办成坏事，不

仅自己承受不了，群众也会认

为扶贫政策是吹牛、放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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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 王 念 农冠斌

人们常常用“家徒四壁”这

个成语来形容贫困状况。在广

西合山市岭南镇溯河村下村

屯，贫困户谭罗斌家的老房子

连“四壁”都没有，只有三面黄

泥夯成的土墙。曾经，老谭对

摆脱贫困毫无信心，整天沉溺

酒中，村里人戏称他为“老酒

谭”。老谭夫妇挤在里屋将就

着住，两个女儿上学住在学校，

周末都不愿意回家了。

如今，已经出嫁的女儿反

倒常常回家，老谭很高兴，因为

他们的家完全变了样。领着新

华社记者一间一间看新居，老

谭颇为自信：两室一厅带厨房

和卫生间，电视机、冰箱、洗衣

机等家电置办齐全，做饭用的

是液化气……“电视机是政府

送来的，其他家电都是自己买

的。搞扶贫产业挣了钱，东西

一件一件添置起来了。”

看完新居再看他家的“产

业”：猪圈里有18头猪仔，2头

母猪；兔笼里养着20只兔子；

菜地里的韭菜涨势喜人。

老谭给记者算了收入账：

去年出栏 25 头生猪，每头

1000多元，两批肉兔和几茬韭

菜又有近4000元。夫妻两个

人一年3万元上下的收入，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

谭罗斌家几年间发生的变

化，下村屯的乡亲们都看在眼

里。过去老谭因嗜酒闻名乡里，

哪里有酒喝就往哪里跑，几乎

每天都醉眼惺忪，大家私底下

称他为“懒汉贫困户”。帮扶干部

到他家商量发展脱贫产业，还

送去了大米食用油，他却眯着

眼睛问能不能送点酒给他喝。

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合山

市探索开展“扶志脱贫争先锋”

活动，从“思想、志气、信心、心

灵、智力”五个方面着手，激发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市、镇、村三级“扶贫小分队”把

谭罗斌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反复

上门宣讲扶贫政策，扶持发展蔬

菜种植和养猪养兔，有针对性

地激发谭罗斌的脱贫信心。

谭罗斌渐渐地认识到当贫

困户并不光彩，思想通了，有干

劲了，从前那个被人嫌弃的“老

酒谭”很快就变了。2016 年

底，通过危房改造，谭罗斌一家

告别“三面墙”搬进了新房。

合山市委书记莫莲对新华

社记者说，在一些贫困户身上

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就像

无形的“三面墙”，挡住了脱贫

致富的脚步，必须破解不想脱

贫、不敢脱贫、不能脱贫、不望

脱贫、不会脱贫五大难题。有

了脱贫志，才能有“精气神”。

谭罗斌家的新房子目前虽

然只建了一层，但通往二层的

楼梯已经提前建好了。他告诉

记者，眼下的心愿是争取多挣

钱，尽快把第二层楼盖好。

□ 艾福梅

14岁的王丽（化名）是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第五

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即将中

考的她期盼能走出大山，到160

多公里外的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上高中。

她与 86岁的爷爷相依为

命，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10万

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一

员。虽然家里穷，可她对上学

及费用问题并不担心。“国家现

在对贫困学生有很多帮扶政

策，只要我能学好，就一定有学

上。”王丽说。

打好教育资助“组合拳”

教育是获取知识、促进起

点公平的关键，也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作为六

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核心区

之一，近年来，同心县把“教育

扶贫”列为脱贫攻坚六场硬仗

之一，以“穷县办大教育”的精

神，打好教育资助“组合拳”，不

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同心县县长丁炜对新华社

记者说，抓教育就是抓脱贫、抓

发展。同心县要通过开展教育

精准扶贫，为贫困家庭的孩子

打造成长成才的绿色通道，让

孩子在学校增长知识、提升技

能、健全人格，为将来就业创

业、脱贫致富、报效祖国、建设

家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实现“走出一个学生，脱

贫一个家庭”的教育扶贫目标，

同心县建立了教育精准扶贫建

档立卡学生数据库，每个学生

都有专门的二维码。“相比手工

记录，二维码实现了精细化管

理，能够快速查看学生享受资

助状况，避免重复和遗漏。”同

心县教育局工作人员黑平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

教师节期间，同心县通过县财

政支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

业家捐助等形式募集资金4100

万元，设立“同心县教育扶贫基

金”，在国家和自治区普惠性政

策支持的基础上，每年按不同

标准给予建档立卡学生上学补

助。以学前教育为例，建档立

卡学生享受国家每学年“一免

一补”2400元的资助，同心县在

此基础上每学年再提供 200

元，两者相加基本够学龄前儿

童幼儿园就读。

作为一名县城中学寄宿学

生，除国家“三免一补”外，王丽

还享受由县教育扶贫基金资助

的营养早餐和作业本。“上学再

不用爷爷掏钱了，我每月只花

30多块零花钱。”她说。

不让一个贫困学生“掉队”

黑平说，通过县教育扶贫基

金的补充，同心县基本实现了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从学前到高中

免费教育全覆盖，学生资助从学

前到大学全覆盖。截至2017年

底，同心县共发放教育扶贫基金

助学金1062.4万元，受助学生

21,929人。今年同心县又增注

教育扶贫基金1000万元。

资助解决了贫困学生“不

掉队”问题，但教育质量的提升

更为关键。据了解，近年来，同

心县多方筹措、整合资金，高标

准建设了同心县教育园区，改

扩建、新建了大量中小学校。

同时，通过补充特岗教师、送教

师外出培训、城乡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等方式，提升教师素质。

同心县教育园区内各中小

学定点接收进城务工子女及生

态移民学生，让贫困山区孩子

享受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红利。

第五中学就在此园区内，现有

学生2325人，绝大部分为生态

移民村的学生，其中建档立卡

学生400多名。

“孩子们很珍惜能到城里

读书的机会，很多学生周末不

回家，都会到学校的自习室和

公共阅览室学习、读书，不愿荒

废一点儿时光。”第五中学副校

长马芳说。

目前，第五中学已有两届

学生毕业，普通高中升学率在

70％左右。“我要上好高中，好

大学，将来不仅改变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还要努力改变我的

家乡。”王丽说。

□ 何天文 杨洪涛 蒋 成

“乱石旮旯地，牛马进不

去；耕种几大坡，收入两小

箩。”贵州石漠化山区农民长

期面临的这种生存困境，如今

正在决战脱贫攻坚中发生深

刻变化，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

告别“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

方式，拥抱科技进山带来的新

产业，走上山地特色农业脱贫

新路。

好气候为石漠化
山区打开“一扇窗”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的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石漠化

面积占到全县国土面积的

37％左右，石头多土地少，使

许多村民脱贫增收难。截至

2014年底，全县还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6.2 万多人，贫困发

生率14.39％。

近年来，当地政府一边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一边加

大退耕还林还草和水土流失

治理力度，石漠化得到有效

遏制，特别是随着高速公路

的贯通，其独特的气候优势

变为新的发展优势，受到外

来投资商青睐。

新华社记者最近走进安

龙县栖凤街道办平寨村看到，

山脚下 140 多个食用菌大棚

连成一片。大棚内，层层叠叠

的菌棒上长满香菇。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发展

食用菌。”贵州安龙富民鑫食

用菌公司董事长郑全富说，他

曾在辽宁种植香菇多年，2016

年开始选择到安龙县发展。

“安龙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且无霜期长，一年四季都能生

产，香菇产量高。”郑全富说。

贵州安龙金蕙花卉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慧贤之前

一直在广东种花卖花，3年前

她把花卉产业转移到安龙县

招堤街道办事处阳方村发展，

如今建有 3500 亩花卉基地，

蝴蝶兰、文心兰、大花蕙兰等

大量出口。

梁慧贤说，由公司负责提

供技术指导，农户可以在自家

地里种花，公司帮助代销，每

年带动周边 700 多户农户脱

贫增收。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安龙县委书记钱正浩说，

特殊的气候资源为石漠化山

区打开了“一扇窗”，只要产业

对路，再穷也有出路。

科技进山为贫困户
照亮致富路

“棚上发电，棚下种植。”

在安龙县阳方村的光伏农业

产业园，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

齐排列，光伏发电板下是一个

个食用菌生产大棚。

“这种‘农光互补’模式，

实现了单片土地多倍产出的

效益。”早年在日本留学专攻

生物工程的贵州大秦光伏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茂

军说，通过在大棚上架设不同

透光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利

用LED灯补充有效光源，能满

足不同作物的采光需求，提高

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在一个“光伏大棚”内，52

岁的苗族妇女雷诗敏指着菌

棒上晶莹剔透的玉木耳说：

“今年已采收三茬，这是第四

茬，一个菌棒可以采六茬。”雷

诗敏家有5个大棚，预计上半

年纯收入接近5万元。

光伏发电，除满足公司需

要外，当地贫困户还可获得一

笔售电收入。“目前已为60户

精准扶贫户安装光伏发电系

统，每年销售电量，户均可增

收3000多元。”刘茂军说。

“政府提供大棚无偿使用

两年，公司负责提供菌棒和技

术指导，并回收香菇。”贫困

户裴兴权说，在刚过去的一

周，他家两个大棚每天能采

100 多斤香菇，已收入 5000

多元，预计全年纯收入有 10

万元左右。

龙头企业设立科技研发中

心，优选优育，使安龙县的食用

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钱正浩

说，目前全县已引进8家龙头

企业带动辐射，初步形成“乡乡

有菇，村村有棚”格局，过去长

期以种植玉米、土豆等维持生

计的山区贫困群众，正通过换

“穷业”加快脱贫。

技术和人才为产业
扶贫打赢攻坚战

科技进山推动了黔西南石

漠化山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

业扶贫收效明显。近3年间，安

龙县已有4.7万人脱贫，目前全

县贫困发生率已降至3.49％。

尝到科技助推脱贫的甜

头，今年 3 月，安龙县从贵州

省农业科学院热作所、贵州大

学、贵州黔西南喀斯特区域发

展研究院等单位，引进 10 多

名农业科技专家到各乡镇挂

职，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技术

支持。同时，还组建“农业专

家技术服务团队”深入到各种

植养殖基地和村组，上门送技

术、送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种

养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关键，山区独特的生态

系统对发展山地特色农业潜

力大。

科技换“穷业” 梦想变现实

“ 走出 一 个 学 生 脱 贫 一 个 家 庭 ”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关键在“实”

“老酒谭”告别“三面墙”江西上饶江西上饶：：探索互动整合发展模式探索互动整合发展模式 引导贫困户脱贫引导贫困户脱贫
近年来，江西上饶县探索“村委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贫困农户”的互动整合发展模式，利用扶贫产业发展基金，引

导贫困户利用土地、房屋、林地等资产入股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让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人人能就业、年年有

收入。上饶县董团乡联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谢春生家有5亩多地，全部流转给江西盛水实业集团公司，并常年在公司务

工，年收入3.3万余元，2017年全家实现脱贫。图为谢春生在公司果蔬生产大棚内护理观赏南瓜。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宁夏同心县建立教育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学生数据库，每个学生都有专门的二维码，
贫困学生从学前到高中免费教育全覆盖，学生资助从学前到大学全覆盖

科技进山推动黔西南石漠化山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近3年间，贵州安龙县通过

棚上发电、棚下种植，已有4.7万人脱贫，全县贫困发生率降至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