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西藏拉萨尼木县已

基本建成以大桃、樱桃、

葡萄等特色果品，以蔬

菜、藏鸡标准化养殖为主

的现代农业；以卡如核乡

寻忆、藏香产业园为主体

集民俗旅游、二产加工的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

体系。

围绕“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特色产业规

划，潍坊市临朐县依

托当地特色产业优

势，大力实施产业扶

贫，成效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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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刚

西藏拉萨市尼木县卡如

乡，雅鲁藏布江边，来自北京平

谷的1万株桃树在高原的阳光

下茁壮成长。

这是来自北京平谷区援藏

干部赵金祥和同事们的手笔。

与雪域高原的“土著”桃花相

比，这片桃林还担负着带动当

地群众脱贫奔小康的重任。

拉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当雄苦，尼木穷。”当雄和尼

木是拉萨条件最艰苦的两个

县。其中，尼木县位于雅鲁藏

布江中游北岸，是一个半农半

牧 县 ，平 均 海 拔 在 4000 米

以上。

经济基础弱 人均耕地少

尼木县经济基础薄弱，山

高谷深，人均耕地少，当地群众

以青稞种植为主，基本为自用，

不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全县

3.6万人，5000多人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

“为什么不种植经济作物

呢？”来自大桃之乡平谷的尼木

县委常务副书记赵金祥，首先

想到了发展以大桃为主的果品

产业，家乡的大桃产业支撑了

全区农业的半壁江山，每亩效

益每年可达1万元以上，如果能

成功引进，这里的农民亩效益

可净增10倍~20倍以上。

“拉萨缺水果，但这里是高

原，栽桃树能行吗？”赵金祥

担忧。

在调阅了尼木地区近10年

的气象资料后，他发现本地的

常年积温与平谷相似，昼夜温

差大，有利于果品品质。在调

研中还发现了当地有野山桃，

这使赵金祥的信心更足了。随

后，他邀请了北京平谷果品办

技术人员来到尼木考察，很快

制定了具体苗木引进及技术人

员“组团式”技术支持的相关方

案，并将方案融入北京市“十三

五”计划外援藏资金使用项

目中。

2017年清明节前后，从北

京平谷引入的精品大桃8个品

种共计1万株，在卡如乡全部栽

植完毕。赵金祥牵挂树苗的存

活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

地里，仔细观察苗木的生长情

况，随时根据苗木的状态研究

实施了高原防风、防晒、防旱的

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

桃花朵朵开 异地结硕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次栽

种的1万株苗木成活率达到了

90%，通过补种后总量达到了

1 万株。“2018 年秋季尝到了

成熟的大桃后，我的心马上就

踏实下来了，口感非常好。”

赵金祥笑呵呵地说，“去年挂

果不多，今年可以有个不错的

收成啦。”

北京平谷大桃在卡如乡落

地生根是尼木县“沟域经济”发

展的一个缩影。在北京援藏干

部的努力下，尼木县长达40公

里的沟域经济产业带逐渐兴

起。目前，尼木县已基本建成

以大桃、樱桃、葡萄等特色果

品，以蔬菜、藏鸡标准化养殖为

主的现代农业；以卡如核乡寻

忆、藏香产业园为主体集民俗

旅游、二产加工的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示范体系。

“沟域经济”的发展既促进

了地区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建

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致富。卡如

村2组村民明久今年45岁，家

里4口人只有1.5亩土地，通过

在桃园工作，每年各种收入加

一起可以达到3万元。

2018年由域上和美文化旅

游集团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合资

的经营公司与8家旅行社签订

合同，年内接待了游客2万多人

次，贫困社员人均年增收达到

10,168元。

即将结束 3 年的援藏，

赵金祥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2018 年 9 月 28

日，尼木县顺利脱贫摘帽，脱

贫不等于小康，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需要援藏同志前仆

后继，全力提升尼木人民生活

水平和质量，随全国一道步入

小康。”

□ 张志龙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在山东潍坊，不少贫

困村镇因地制宜培育了各色

不同的产业，这些产业有特

色、有集聚、有规模，带动了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

“真没想到啊，这庄稼地里

的害虫蚂蚱，让我们村脱贫致

富了。”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

伏峪村一片养殖蚂蚱的大棚边

上，村民王京香对新华社记者

说，原来干活儿都是到地里除

草，现在反而是种草给蚂蚱吃。

伏峪村是个典型的山区

村，原是省定贫困村，人均不足

一亩地。近年来，这个村兴起

了一股蚂蚱养殖风，不仅摘掉

了贫困村的帽子，还变身致富

先进村。

村里第一个养殖蚂蚱的村

民袁彦明说，蚂蚱养殖投资小、

用工少、收益较高。蚂蚱生长

迅速，养殖60天为一茬，每年

可以养四茬。一亩地年产400

公斤~500 公斤，卖给外地的

收购商做餐饮用料或深加工，

保守估计每亩收益在 2 万元

以上。

伏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俊利

说，村里27户贫困户建了56个

养殖棚，通过蚂蚱养殖，贫困户

早已脱贫。2018年，伏峪村仅

蚂蚱养殖一项，全村收入就达

36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8万

元，扶贫效益分红11.4万元。

据了解，伏峪村“两委”还

领办了临朐县飞皇蚂蚱养殖专

业合作社，为养殖户统一提供

蚂蚱种苗、牧草种子、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产品销售，促进了蚂

蚱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经过几年发展，伏峪村现

已建成占地 300 亩的蚂蚱养

殖基地，还辐射附近村132户

蚂蚱养殖户加入合作社，并带

动96户 174名贫困群众从中

受益。

据介绍，伏峪村脱贫致富

只是临朐产业扶贫的一个缩

影。围绕“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特色产业规划，这个县依托

当地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实施

产业扶贫，成效较为明显。

临朐县扶贫办副主任王法周

说，临朐县把培育产业作为

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适合

什么就发展什么。因地制宜

选好了产业，就走上了脱贫致

富道路。”

在潍坊其他县区，也有不

少有特色、有集聚、有规模的产

业，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在峡山区，越来越多的农

民通过种植黑木耳走上了脱贫

致富之路，全区仅去年种植黑

木耳菌袋就达 57 万余袋；在

昌乐县，当地共建成 44 个产

业扶贫项目，种植甜瓜、西瓜

等，去年项目共实现收益223

万余元；在安丘市，当地统领

推进品牌农业、农村电商、乡村

旅游等8大攻坚战术，有效覆

盖6830户贫困户，户年均可增

收3200元……

也有一些地方立足产业发

展，着眼长远保障。潍坊市

寒亭区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

础上，在8个省定贫困村每个

村都建设了一个光伏发电项

目，每个项目为村集体带来

3万元~5万元的年收入。

在寒亭区固堤街道卢家码

头村，光伏发电项目建在一片

原来废弃的宅基地上。卢家码

头村党支部书记卢京林说，光

伏项目去年为村里增收3万多

元，有固定部分分给了“老病

残”贫困户。

搞活一个产业，就能脱贫

一个群体。潍坊市扶贫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大力推广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扶

贫模式，全市337个省定扶贫

重点村全部创建了各色产业

的合作社，吸纳入社建档立卡

贫困户2910户，惠及贫困人口

7318人。

□ 王林园

“‘创业扶贫餐车’政策好，

脱贫致富离不了。要不是政府

帮忙操持的这辆流动餐车，我

们家的生活真的是看不到希

望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了。”近日，在河南省台前县夹

河乡南丁桥村，村民张秀花告

诉新华社记者，这些年，她一

边照顾生病的丈夫，一边打零

工和操持家务，生活非常困难。

去年冬天，张秀花报名参

加了在乡里举办的扶贫技能培

训班，学成烹饪技能后领取了

一辆免费餐车，在乡卫生院门

口卖早餐，月收入3000元左

右，实现了全家稳定脱贫。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

幸福之源。”台前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杜希会说，年龄

大、缺技能、家有老弱、无法外

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儿等，

这些是贫困家庭普遍存在的问

题，我们县在深入调研和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

实施需求大、投资小、盈利快的

“创业扶贫流动餐车”项目。

据介绍，台前县通过引进

知名职业培训机构，以广大群

众欢迎的包子、油条、胡辣汤、

豆腐脑等简餐以及多种小吃做

法为主要培训内容，把培训班

办到贫困户的家门口。据统

计，自去年6月份至今，该县共

开展培训118班次，培训学员

5396人次。“变‘政府端菜’为

‘群众点餐’，培训什么让贫困

户说了算，确保了培训效果最

佳。”台前县夹河乡扶贫干部

仝绪俊说。

目前，台前县通过申领、核

实，已发放172辆“创业扶贫餐

车”。县卫生防疫站、培训学校

对领取餐车的人员进行从业培

训，县人社局与县卫生防疫站

结合集中统一办理健康证，各

乡镇食品监管部门对这些餐车

实行统一备案管理。

为了不影响市容市貌，台

前县还要求将“创业扶贫餐车”

停放在医院、小区、集市等人流

量大区域的指定位置，不得超

出范围经营。工作人员还利用

信息化手段对扶贫餐车进行管

理，不定期巡查。

据介绍，台前县“创业扶贫

餐车”项目经过一年的运转，

共帮扶320余名贫困劳动力实

现创业就业，平均实现月收入

4000元左右，成为台前县脱贫

攻坚的重要抓手之一。

□ 涂超华 罗 江

45岁的陈东卫是海南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兴村村

民。10年前，前妻因罹患癌症

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大笔

债务。陈东卫像丢了魂，水田

撂荒，槟榔和橡胶也不打理，终

日以酒为伴。

改变始于2016年。这一

年，这个偏远山村来了驻村工作

队。从城里来的帮扶干部不仅

住下了，还盯上了几个有名的

“酒鬼”，三天两头往他们家跑。

中药材益智种苗一袋袋往

家送，陈东卫无法推辞，只好硬

着头皮拉到地里种下。

陈东卫还领到政府给的

6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告别了

住了几十年的破旧瓦房。跟着

危房改造施工队在村里打零

工，他又学会了贴瓷砖。由于

干活认真细致、价格公道，不少

村民家装修贴瓷砖的活都要等

他来干。

去年初，驻村干部又为他

尽早脱贫“加了把火”，陈东卫

当了村级河道管理员，每个月

能有800元固定收入。

他说，每天满满当当，喝酒

的时间没了。去年11月，陈东卫

一家脱贫了。

生活改善了，感情上也有

了收获。两年前，邻县离异多

年的符霞来到村里帮亲戚管理

槟榔园。陈东卫热心，会经常

帮衬一把。一来二去两人产生

了感情，但陈东卫有想法却迟

迟开不了口。

长兴村脱贫攻坚中队长

叶兆承心想，陈东卫“脱单”得

“推”他一下。前些天，叶兆承

跟陈东卫约定在端午假期去家

里走访，并笑着暗示“要帮忙解

决各种实际困难”。

经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

撮合，陈东卫大胆向符霞表白，

求婚成功，他喜上眉梢。

“说亲”成功，大家送上一

件特殊的礼物——县里的书法

家题写的一幅字。内容正是

符霞对陈东卫“勤快老实”的

四字评价。

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琼

中，近年来注重扶贫与扶志相

结合，不断激发贫困人口的内

生动力。今年4月27日，海南

省宣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

“巩固脱贫成果任重道远。”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孙喆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地在脱

贫摘帽后不摘责任、政策、帮扶

和监管，扶贫队伍将继续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等重点工作，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巩固提升过

程中的实际困难，引导群众发展

多种产业，有效防止返贫。

西藏拉萨市尼木县卡如乡，雅鲁藏布江边，来自北京平谷的1万株桃树在高原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这是来自北京平谷

区援藏干部赵金祥和同事们的手笔。与雪域高原的“土著”桃花相比，这片桃林还担负着带动当地群众脱贫奔小康的重任。

图为技术员给当地群众讲解桃树种植技术。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北京平谷桃花雪域高原绽放记
在北京援藏干部的努力下，西藏尼木县长达40公里的沟域经济产业带逐渐兴起

“创业扶贫餐车”推出致富希望
河南台前县共帮扶320余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创业就业，月收入4000元左右

驻村干部助贫困群众“摘穷帽”
——海南琼中脱贫户陈东卫“脱单”记

山东潍坊市大力推广“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全市337个省定扶贫重点村

全部创建了各色产业合作社，吸纳入社建档立卡贫困户2910户，惠及贫困人口7318人

湖南邵阳蓝印花布湖南邵阳蓝印花布染出脱贫梦染出脱贫梦

今年57岁的杨彩虹是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人。2010年，在外

经商的杨彩虹看到家乡的蓝印花布项目在上海招商，勾起了儿时

的回忆，2012年决定返乡创业。目前，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已吸引200多名妇女就业，还带动当地2000多名农民种植蓝

印花布制作原料黄豆、蓝靛。图为用蓝印花布制成的衣服、雨伞等

成品。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搞 活 一 个 产 业 脱 贫 一 个 群 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