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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晗 董亚雷

新疆喀什地区是我国集中

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也是脱贫攻

坚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在国

家和新疆一系列扶贫政策帮扶

下，近年来当地不少青年或通过

农作物种植脱贫，或通过技能培

训就业脱贫，或通过电商销售脱

贫……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一

张张充满信心的笑脸绘就了脱

贫路上最美的风景。

村里的“新农人”
万寿菊里寻找致富经

5月，在南疆大地阡陌纵横

的农田里，绿油油的作物长势喜

人。这两天，莎车县英吾斯塘乡

22岁的小伙图如普·买买提吐尔

逊正忙着给自家田里的万寿菊

锄草。

他说：“去年种万寿菊挣了

8000元。种植时碰到难题，会

有专家来指导。作物成熟后我

们直接卖给合作社，不用愁销售

问题。”

2014年，图如普·买买提吐

尔逊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2019年底，万寿菊市场销售价

格不断上升。收入增加后，他主

动要求脱贫。

说起种植万寿菊，这位年轻

的“新农人”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表示，当初选择种万寿

菊，是因为南疆地区日照和土壤

适合万寿菊生长，此外它的花既

美观又可食用，且花期长、投入

少，经济附加值高。

前两年，他与当地一家万寿

菊加工企业晨光公司签约，由企

业提供花种，自己种植采摘，作

物成熟后，企业会以每公斤1.05

元的价格统一收购。除了种植

万寿菊，他还会去合作社兼职，

每月有2000元的稳定收入。

今年，莎车县万寿菊种植面

积达13万亩，成为当地名副其

实的支柱产业之一。

据新华社消息,近年来，像

图如普·买买提吐尔逊一样，南

疆越来越多的贫困户依靠农业

种植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路。

家门口的脱贫路
甜点里蕴含幸福味

在莎车县古勒巴格镇一家

甜品店，20岁的帕提马·麦麦提

已经稳定就业一年多。

“我从小就喜欢吃蛋糕，去

甜品店上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

作。”她说，刚参加工作时，由于

对糕点制作技术不熟悉，心里还

嘀咕自己到底行不行。

两年前，帕提马·麦麦提从

学校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

的工作。当地政府了解到情况

后，针对她的就业意愿，采取“私

人订制”方式，帮她找到了这家

甜品店。

上班前，她接受了3个月免

费培训。莎车县古勒巴格镇劳

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

王恩亮说，镇里制定“一人一策”

就业指导计划，提供免费就业培

训，帕提马·麦麦提就是受益者

之一。

经过一年历练，如今帕提

马·麦麦提已成为一名熟练的

糕点师，每月收入 2000 多元，

烤制的甜品也获得不少食客

称赞。

有了可以养家的手艺，还能

在家门口就业照顾家庭，对于帕

提马·麦麦提来说，致富也有了

底气，“明年我打算在县里开家

甜品店，创业当老板。”

借力电子商务边疆
小伙脱贫又致富

帕尔哈提·阿卜拉江是新

疆喀什市一家电商企业的销

售员。每天他都会在电脑前

整理客户订单，当天上班仅1个

小时，电商产品销售额就已破

万元。

作为企业销售能手，仅在今

年1月份，他的销售额就达到60

万元。而在两年前，他还是个贫

困户，一家5口仅靠养殖家畜为

生，收入很低。

2018年，帕尔哈提·阿卜拉

江从新疆轻工学院毕业后，选

择到喀什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当一名电商销售员，第一个

月就拿到了2500元的工资。他

开玩笑说，那是他赚的第一笔

“巨款”。

“刚开始做，对电商领域很

陌生，心里没底。”帕尔哈提·阿

卜拉江说，性格开朗、喜欢与人

打交道的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克服了职业生涯初期的恐惧，销

售业绩直线上升。

如今，工作时间虽然不长，

他已成长为团队负责人，月薪超

过2万元。去年，他因业绩突出，

还成了企业股东。

“今年，我的销售目标是

5000万元，并成为企业的销售

冠军。”帕尔哈提·阿卜拉江对未

来有着更高的追求。

脱 贫 路 上 最 美 的 笑 脸
——新疆南疆青年脱贫者群像扫描

本报讯 随着黑龙江

省青冈县、吉林省大安市、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

前旗等一批旗县市退出贫

困县序列，大兴安岭南麓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全

部“摘帽”，东北脱贫攻坚迎

来决战决胜曙光。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是全

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包括黑龙江省、吉林

省、内蒙古自治区 22 个旗

县市区，片区总面积14.5万

平方公里，以低山丘陵和平

原为主，2010年贫困发生率

为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省

区落实《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 年)》，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下苦功，贫困

人口吃穿、饮水、教育、医

疗、住房等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三省区推行“菜单式”

“托管式”“资产收益式”等产

业扶贫模式，依托特色产业

和龙头企业，激发贫困人口

“造血”功能，闯出了一条精

准脱贫新路。

今年2月，黑龙江省政

府批准5个贫困县“摘帽”，

其中包括大兴安岭南麓片

区拜泉县、林甸县和青冈

县，全省贫困县至此全部清

零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07%；3月，内蒙古发布31

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消

息，其中包括大兴安岭南麓

片区兴安盟突泉县、科尔沁

右翼前旗等，全区贫困发生

率降至0.11%；4月，吉林省

发布公告，全省 15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其中包括大

兴安岭南麓片区大安市和

通榆县等，全省贫困发生率

降至0.07%。至此，大兴安

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县全部“摘帽”。

“摘帽”后，三省区将继

续推动剩余贫困人口脱贫，

做到“摘帽”不摘责任、不摘

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并对已脱贫人口开展“回头

看”，监测脱贫质量和返贫

风险。

(邹大鹏 程子龙）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

已开通“一键报贫”贫困农户

在线申报系统和扶贫服务热

线电话，全面受理福建省贫

困农户申报监测对象。

据介绍，家庭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或因病、因残、因学、因

灾、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

引发收入骤减、支出骤增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或农户，存

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均可

申报监测对象。申报方式有

手机闽政通 App、福建省农

业农村厅网站、扶贫服务热

线电话等3种。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黄华康介绍，福建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虽已全部脱贫，

但其中仍有部分贫困户脱贫

基础不够牢固，可能因病因

灾返贫。为此福建省日前出

台了《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办法》，

“一键报贫”是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

根据福建省《关于建立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

施办法》，除“一键报贫”外，福

建省还将通过每月组织乡村

干部走访排查、相关部门专项

筛查等方式，及时发现易返贫

农户，将其列为监测对象，加

强动态监测。并通过实行单

列管理、强化重点帮扶、实行

兜底保障等方式，千方百计做

到“一个不少、一户不落”，确

保福建省全面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林 超）

本报讯 据湖南省扶

贫办消息，十八洞村苗汉子

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66家

企业近日被认定为湖南省第

一批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

扶或股份合作等模式，这些

企业每家帮扶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都在 1000 人以上，

人均年增收不少于500元，

合同持续帮扶年限不少于5

年。这些企业或者与50名

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

订3年以上劳务帮扶合同，

或者每年临时聘用 100 名

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作

为季节性用工，全年支付这

些贫困人口工资总额不低

于50万元。

为充分发挥扶贫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湖南省此

前出台文件，提出要认定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 400 家以

上，通过这些企业精准帮扶

带动 400 个以上贫困村发

展、40万名以上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申请企业必须是

在湖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

注册，具有明显带贫减贫成

效的各类农业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其他新型市场

经营主体等，企业注册时间

在 2 年以上，注册资金在

300万元以上，经营状况良

好，无不良信用和违法犯罪

等记录。

湖南省扶贫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要成为省级扶

贫龙头企业，需要经过企业

申请、县级初审、市（州）复

核、省级审定、公示无异议

等程序。从今年开始，湖南

的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

工作每年开展一次，有效期

为 3 年。湖南省扶贫办将

建立管理台账，对这些企业

的带贫减贫工作不定期开

展监测和评估。据了解，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可优先享

受 相 关 扶 持 政 策 ，各 市

（州）、县（市区）可结合实

际情况，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给予相应扶持。

(周 楠）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资

委组织开展中央企业消费扶

贫专项行动，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助力解决贫

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力

争推动央企消费扶贫金额比

上年增加50%以上。

据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

会责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中央企业消费扶贫专项行动

在线下组织中央企业与定点

扶贫县对接，形成了涵盖178

个县1800多种农产品的清

单，集中采购金额达5.22亿

元，其中从湖北地区采购农

产品1.45亿元。截至目前，

中央企业购买和帮助销售贫

困地区农产品总额已达9.27

亿元。

电商平台是消费扶贫的

重要渠道。国资委委托国网

电商公司搭建央企消费扶贫

电商平台，整合央企电商资

源，形成统一品牌，探索为贫

困县农产品提供稳定持续、

辐射面广的电商销售渠

道。央企消费扶贫电商平

台5月12日正式上线，目前

平台上已开设央企扶贫馆

92家，上架贫困县农特产品

1500多种。

下一步，国资委还将依

托央企消费扶贫电商平台，

开展“百县百品央字号”融媒

体传播行动，通过投放公益

广告、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助力消费扶贫。

据了解，中央企业努力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

营的不利影响，截至今年4

月底，已向246个定点扶贫

县投入帮扶资金 23.33 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73%。

(王 希）

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贫困县全部“摘帽”

福建开通“一键报贫”
申报方式包括手机App、网站、热线电话等

湖南认定166家企业
为第一批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线上线下齐发力
央企消费扶贫显成效

□ 王 丁 双 瑞 孙清清

春光正好，位于大别山腹地

的河南省新县周河乡西河村，

近30名工人挥动铁锹和锄头，

在一片已荒废了几十年的农田

里忙碌。预计半个月内，这里

将平整完毕并栽上300亩阳荷

姜种苗。

“去年我们卖了70万瓶阳

荷姜盐渍菜，很受游客欢迎。”

返乡3年来，37岁的匡建新陆

续开发了“大别山阳荷姜”“贰

两毛尖”等多款特色农产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越来

越多沉睡的资源被唤醒，这个

一度只剩下39人的“空心村”正

变成“网红”旅游地，并吸引400

多名村民回乡。

高起点规划
古村换新颜

“山青水碧的自然环境，古

色古香的人文底蕴，还有现代化

的休闲配套设施，成就了西河村

30 万人次的年游客接待量和

‘网红村’地位。”周河乡党委书

记易新生说。

2014年春天，国家启动美

丽乡村建设不久，作为试点项

目，西河村着手编制规划。这

个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当

时被荒草和垃圾包围，一座

座传统民居残破倒塌，低矮

脏乱的牛棚散布街边，一派凋

敝之象。

西河村地处大别山革命老

区，这里也是全国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村子四面环

山，闭塞落后，不少村民举家外

迁。到2013年，原有数百人的村

庄仅剩下39名老人，因为难舍故

土，他们只能在贫穷中挨日子。

“我们邀请清华大学、中央

美院的专家对古民居修复、基础

设施和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设计，

从起点保证了高质量。”从西河

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到西

河古村落景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变迁中，张一谋见证了小村的脱

胎换骨。

很快，古民居恢复了青砖黛

瓦，河里的淤泥、杂草清理了，地

下管网铺上了，遍布牛粪的主街

道变成整洁的石板路，古村老宅

尽显豫南灵秀之气。

人才回流
助力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48

岁的致富带头人张思恩是最早

返乡的青壮年，今年是他回到西

河村的第七年。

“以前回老家探亲，路边疯

长的灌木丛把车漆划得不成样

子，街上臭气熏天，我就想什么

时候能变个样？”张思恩十几岁

外出务工，在北京打拼多年，名

下拥有2家公司。当家乡动员

能人返乡时，他几乎没犹豫就答

应了。

2014年初，他成立西河农

耕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依托大别山区的自然资源禀

赋，带领村民发展油茶、板栗等

原生态精品农业，还建设了湿

地公园、竹海等多处旅游景点

以及星空帐篷酒店等配套服务

设施。

在张思恩带动下，陆续有

400多名村民返乡。按照“合作

社带动、运营公司管理、贫困户

参与”模式，昔日的“空心村”发

展成诗意田园与创意时尚融合

的乡村“慢生活”度假区，27家

民宿可同时接待 400名游客。

去年，西河村年旅游收入达

3000多万元。

目前，全村人全部加入了

合作社。依靠劳务工资、合作

社分红和自主经营，每个家庭

的年收入从10万元到30万元

不等，彻底摘下了贫困帽子。

文化创意
开掘乡村资源

据新华社消息，随着新县

退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蝶变”后的西河村仍在寻求

突破。凭借文化创意，看似

寻常的乡村资源不断被开掘

和盘活，让早已熟悉西河村

之美的人们时时有耳目一新

的感觉。

“因为现场演示古法榨

油，不少游客成了我的忠实顾

客，离开以后还会在网上买。”

疫情期间，48岁的西河油茶博

物馆馆长张泽成也没闲着，通

过网络销售了价值3万多元的

茶油。

大别山区盛产油茶。西河

村专门建了博物馆，并以低价

租给从事油茶种植、加工的邻

村村民张泽成，通过现场演示

古法榨油普及油茶文化。在丰

富游客旅游体验的同时，也给

张泽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

获。2019年7月入驻西河村至

今，他共卖掉12000斤茶油，销

售额逾百万元。

活力充盈的西河村也吸引

着外来创业者。他们以新鲜、前

沿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从当地

司空见惯的乡村资源中发掘出

更多价值。

2016年底，在深圳从事IT

行业 10年的匡建新来到西河

村，从山间遍植却无人问津的野

茶入手，成功打造出小众化的

“贰两毛尖”茶叶品牌。之后，他

又瞄准大别山区常见的植物阳

荷姜，创制了线上线下都受追捧

的下饭菜。

“来西河村发展的人越来越

多，不能都去做餐饮民宿，还是

要用创意挖掘本地特色。”匡建新

说，为确保阳荷姜原料充足，今

年计划自己搞种植，村里弃耕多

年的300亩农田由此有了用武

之地。像他这样的外来创业者，

西河湾已有20多人。

“村里很多人跟我一样，当

年拼命逃离，现在身心俱归。”

张思恩说，这些年来，他眼看着

西河村一点点变成理想中乡村

的模样。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尾

声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这

种改变，还正在更广袤的中国大

地上发生。

“ 网 红 ”小 村 故 事 多
——大别山区乡村脱贫振兴样板观察

河北河北：：有有序复工保生产序复工保生产
复工复产以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积极落实各项惠企稳企政策，加大企业帮扶支持力度，

及时解决企业资金、用工等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开足马力保生产，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图为5月14

日，邢台经济开发区一家科技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