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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锦帅

正值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

青稞丰收季，新华社记者近日

在江孜县紫金乡努堆村看到，

46岁的村民米玛正开着小型收

割机一路“突突”过去，一排排

青稞在他面前整齐地倒下。

米玛脸上的汗水沿着笑出

的褶子淌下来，有些疑惑地问

记者：“内地大城市的人也喜欢

吃青稞吗？”

几千里之外的上海，某茶

饮品牌近年推出新品“鲜芋青

稞牛奶”市场表现亮眼。受此

鼓舞，该品牌今年准备在江孜

县采购300吨青稞原粮。

这是西藏、上海两地去年

开始实施“消费扶贫”，助力日

喀则市脱贫攻坚带来的新变

化：农产品加工供应商从农民

手中溢价收购青稞，餐饮企业

购得青稞后将其融入新创菜品

中，互联网点餐平台予以流量

支持，将公益菜品优先推送给

内地城市的消费者。就这样，

西藏青稞走上了北上广百姓的

餐桌。

江孜享有“后藏粮仓”之

称，既是西藏青稞主产区，也是

西藏青稞良种繁育基地之一。

近年来，江孜县青稞单产量、总

产量均不断提高，但青稞附加

值低的问题一直影响农民增

收。“在深加工和销售端，我们

还在探索新的模式。”江孜县农

牧局副局长索片说。

在上海市相关部门指导

下，在沪企业美团点评集团

于去年 7 月发起了“助力高

远”美食消费扶贫公益项目，

推广来自“高”“远”地区的天

然食材，进而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脱贫。

“今年8月底推出的第二

批扶贫公益套餐，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售出2800多份，销

售金额51万余元。”大众点评

产品总监、“助力高远”项目负

责人黄涛说，相比去年推出的

第一批，消费者反馈更好，参

与商家的数量、质量都有明显

提升。

记者查看大众点评发布的

第二批公益套餐名录发现，15

个新菜品中使用西藏青稞的

有8个。青稞藜麦沙拉、虾汤

青稞面、青稞蚬肉葱煎饼……

这些与传统青稞食品截然不

同的创新菜品引人遐想，而参

与商家中不乏一些知名餐饮

连锁品牌。

杨建辉所在的餐饮公司首

批加入“助力高远”项目。该

公司去年三季度推出的“肥牛

酸汤青稞面”在广州市场很受

欢迎。“在100个左右菜品中排

到销量前列。”杨建辉说，公司

正在考虑开发青稞包子等新

产品。

去年，米玛家有14亩青稞

田的产出以高于市场指导价

20%的价格售出，为家里额外

增收五六千元。“今年收成不

错，可以卖更多钱！”米玛说。

上海藏日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对口扶贫农产品供应商。

其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的青稞采

购量连年快速上升，2017年采

购量仅300吨，2019年预计突

破1500吨。

“公司在江孜建了青稞加

工厂，将更多产业链条留在江

孜。”公司负责人吴志跃说，“我

们正在与县里协商，计划明年

建一个 500 亩的青稞种植基

地，以基地务工和利润分红的

形式让更多农民受益。”

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第

九批上海援藏干部张毅表示，

在这种扶贫模式下，互联网企

业平台活跃度增加，餐饮企业

菜品库更丰富且品牌形象更友

好，内地城市百姓餐桌更健康

多元，青稞种植地农民收入增

加，是一举四得的新做法。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和完

善‘消费扶贫’模式，使江孜在

脱贫摘帽后能实现稳定脱

贫。”张毅说。

本报讯 贵州通过2017

年以来实施的发展旅游业助推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大力推进

旅游项目建设、景区带动、乡村

旅游等九项旅游扶贫工程，截

至目前，已实现旅游业带动就

业98.64万人，帮助89.7万贫

困人口受益增收脱贫。

据了解，贵州通过优先推

动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助力

精准脱贫，目前，已在66个贫

困县开发旅游资源19,495处，

其中，在16个深度贫困县开发

旅游资源4490处，建成旅游项

目3105个。

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贵

州出台实施了乡村旅游建设管

理三个省级标准，从旅游设施、

旅游安全、主题特色等方面对

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进行“更新

换代”，建成标准级以上乡村旅

游村寨、客栈、农家乐等达

1515家。今年上半年，贵州乡

村旅游总收入达 1381.98 亿

元，同比增长33.8％，占贵州全

省旅游收入的24.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

州接待入黔游客人数和旅游总

收入分别增长30.1%和31%。

（李 凡 吴 思）

本报讯 近年来，河北将

就业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的

重要举措，通过实施贫困劳动

力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就地就

业及设立“就业扶贫专岗”等措

施，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助

力。截至目前，全省贫困劳动

力103.3 万人、已经脱贫92.6

万人，未脱贫的10.7万人中已

实现就业7.11万人。

在近日举行的河北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关

于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

情况专题询问会上，河北省扶

贫办主任李志刚介绍说，针对

贫困劳动力学历低、技术少、就

业难问题，河北突出抓好技能培

训，重点实施了职业教育、致富

带头人、农业实用技术、劳动力

转移就业等技能大培训，让贫

困劳动力至少掌握1门～2门

就业技能、实用技术，今年以

来共培训贫困劳动力11.27万

人次。

对有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

劳动力，河北利用东西部协作

等渠道，通过搭建劳务对接平

台、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

对接机制、举办企业现场招聘

会等方式，有组织地推动贫困

劳动力实现劳务输出，今年以

来共有1.8万贫困人口实现转

移就业。

对不愿离家的贫困劳动

力，河北结合贫困地区资源优

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产业

扶贫、科技扶贫、旅游扶贫等，

引导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特

别是把扶贫车间作为一个重要

抓手，采取单建或联建的方式

建设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全省共建设

扶贫车间 1517个，投入资金

67.3亿元，吸纳1.86万贫困人

口就业增收。

此外，对年龄偏大、残疾人

等无法进入企业、不能外出务

工的人群，河北在贫困地区设

置养路、护林、保洁、居家护理

等就业扶贫专岗，组织他们通

过参与劳动得到补贴。全省共

设置就业扶贫专岗2.4万个，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巩志宏 李继伟）

本报讯 来自山西银保监

局的消息称，截至目前，山西

已累计为43.35万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05.6

亿元。

扶贫小额信贷是向建档立

卡贫困户以基准利率发放5万

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免抵押

免担保的小额信贷，目的是帮

助贫困户积极发展生产、脱贫

致富。

据悉，山西银保监局通过

下发监管提示函等措施，督促

银行机构对扶贫小额信贷优先

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并

加强与村组干部的配合，帮助

贫困户制定还款计划，促进金

融扶贫政策精准落地，推动贫

困地区信用环境建设。

（王劲玉）

贵州实施旅游扶贫三年行动

已带动近90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河北多项措施推动“就业扶贫”

今年以来共有1.8万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

山西发放超200亿元小额信贷

帮助贫困户积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消费扶贫”带动农民增收
农产品加工供应商从西藏农民手中溢价收购青稞，餐饮企业将其融入新创菜品中，

互联网点餐平台予以流量支持,西藏青稞走上北上广百姓餐桌

广西融安广西融安
青蒿种植青蒿种植助脱贫助脱贫

近年来，广西融安县依托

“公司+基地+科研单位+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青

蒿种植产业。青蒿素提炼加工

企业免费向农户提供种子，并

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合同，青

蒿种植逐渐成为山区贫困农

民脱贫致富的产业之一。图

为广西融安一家青蒿素提炼

加工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实验

室做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江西万安勾勒乡村振兴江西万安勾勒乡村振兴““田园画卷田园画卷””
近年来，江西万安县传承发展民间艺术，深入挖掘农民画文化

精髓，传承地方文化记忆，留下美丽乡愁，通过“文旅融合”，把农民

画作为农民致富、推进“旅游兴县”的特色产业进行重点打造。在

万安县田北村，家家户户的墙体上都绘制了大大小小的农民画墙

绘，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绘画作品吸引了许多来自城市的游客驻

足欣赏，已经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图为田北村

一景。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 梁 军 何 问

10月之秋渲染黄土高原。

驿马镇益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里，58岁的村民夏维利给羊圈

里的食槽加满最后一锹草料，

守在槽边,看白色湖羊一口口

细嚼。

“好好吃，等秋冬季长满了

膘，出栏才能卖上好价钱。”夏

维利告诉新华社记者，他每天

给羊喂“特制营养餐”，定期打

扫卫生、杀菌消毒，精心伺候不

敢怠慢。夏维利养了20多年

羊，直到来合作社打工，才知道

过去放羊有多粗放。

夏维利是甘肃省庆阳市庆

城县驿马镇夏涝池村人。他的

左邻右舍都是养羊户，但坚持

传统的散养方式，羊品质差，出

栏量小。今年6月，在政府的引

导下，村里140户贫困群众加

入合作社，一切开始出现转变。

夏维利整天埋头钻研搞养

殖，因为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

劲。入股的人清一色是贫困

户，他们都把羊托管给合作社，

年底能不能分红、卖上价，可都

指望着他。好在有技术人员的

指导，他慢慢学会搞防疫，掌握

了科学喂养，成了村里为数不

多的养殖“好把式”。

益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个

标准化合作社，共有16座羊棚，

育有近1400只湖羊。合作社

负责人邹涛说，标准化羊棚的

里里外外，都很有门道。

“羊毛厚密，容易滋生细

菌，湖羊在闷热阴湿的地方待

不得，羊棚必须建在三面环沟

的地方，还得装上换风机来通

风散热。”邹涛说，为了防疫，还

需定期给羊棚喷雾消毒，给羊

一季度打上 3 次～4 次防疫

针。“小肥羊”除了住得好，还得

吃上用青贮玉米、麦草、苜蓿等

混合而成的草料，并有足够宽

阔的“操场”舒展筋骨。

合作社采取托管代养的办

法，引导当地农户把良种湖羊投

放到这里，统一饲养、管理、销

售，实现良种化、科学化、标准

化、集约化养殖。如今，以羊入

股的140户贫困户，每年每户分

红6000元以上，有4名建档立

卡扶贫对象在合作社打工。

从“满山放牧”到“精准饲

喂”，从“本地交配”到“人工授

精”，从“看体型、摸肚皮”到“挨

个做B超”……在甘肃庆阳，肉

羊养殖不仅仅是喂养方式的转

变，“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更是改变了曾经“山坡

上养羊、集市里卖羊”的景象，

克服了传统农牧业的弱小散，

农民的穷日子因为现代化养羊

变得好起来。

邹涛说，如果市场价格疲

软，当地龙头企业甘肃中盛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会以每公斤

27元的市场保护价托底收购，

帮助农户分散市场风险。

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总顾问徐建峰说，企业通过

为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种羊

供给、订单养殖、报价收购、统

一加工销售等服务，带动越来越

多贫困户念“羊经”。在庆阳，至

少8200户贫困家庭通过“加盟”

中盛农牧的饲草养殖、良种繁

育、规模养殖、屠宰分割、市场销

售，实现了稳定增收。

庆阳市地处北方农牧交错

带，饲草资源丰富。目前全市

有913个肉羊规模化养殖场、合

作社，肉羊饲养量达500多万

只，还建设了两条130万只肉

羊屠宰规模的加工生产线，羊

群正成为该地产业扶贫的“领

头羊”。

甘 肃 庆 阳 ：湖 羊 驮 来“ 脱 贫 经 ”
合作社采取托管代养办法，统一饲养、管理、销售，实现良种化、科学化、

标准化、集约化养殖，如今140户贫困户每年每户分红6000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