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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旭 李 放 勿日汗

老白名叫白祥，40多岁的

他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长在

乌兰察布，从小就和羊打交道，

养羊、贩羊干了半辈子。

6月的乌兰察布依然春天

般温暖，土地贫瘠的这里是内蒙

古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深度贫困

人口一度占内蒙古的46.2%。

凌晨3点，拂晓未至，位于

阴山脚下的乌兰察布市察哈尔

右翼中旗义发泉村开始“忙

活”起来。引擎声、犬吠声、羊

羔声……来自四面八方的“羊

贩子”正在挨家挨户收羊羔。

早上8点，一车车羊羔陆续

运往村里老白家。

“我们这儿买羊卖羊很

少直接交易，一般都有个中

间人。”老白说，他干这一行

时间长，大家知道他有办法、

有路子，也信任他，所以都来

找他。

老白家很大，前院的一角，

焊了三四个铁围栏，一车车羊

羔进院就卸在这些围栏里，买

卖双方各站一边，围栏里留着

歪戴棒球帽的老白和一群羊

羔，交易就准备开始了。

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

“袖口出价”。顶着呼呼的山

风，老白在买卖双方之间奔走，

一次次隐秘的握手，或是得意

或是不满的表情开始在买卖双

方的脸上流露。

46岁的王燕平曾是当地建

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在当地

政府大力帮扶下，他的羊养得

越来越好，生活逐渐走上正

轨。去年，老白又借给他4万元

买了一辆小货车用于收羊贩

羊，今早的第一车羊就是他给

老白送来的。

“他们出价太低。”王燕平

一脸丧气，逮着羊就往车上

扔，一只、两只……就在这时，

一只羊羔受了惊，“噌”的一下

蹿了出去，一头撞在铁围栏上，

抽搐着瘫倒在地，翻着白眼、吐

了舌头。

“这羊不行了”“撞得脑出

血 了 ”“ 赶 紧 放 血 还 能 吃

肉”……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

嚷嚷起来。

王燕平的脸一下就黑了。

众目睽睽，羊没卖出去，还伤了

一只，抹不开面子的王燕平几

次想把羊拽起来，都没成功，无

奈之下回车上拿了刀。

想要下刀，却又迟疑了，还

是舍不得，这一刀下去大几百

的钱就没了。正在左右为难的

时候，小羊羔把吐出来的舌头

收了回去，晃晃悠悠地又站了

起来。

“看到没，这就是奇迹！”

王燕平咧着大嘴笑了，炫耀般

扫视着周围的看客们，脸上的

褶子都拧在了一起。大家还在

议论着，老白的一只大手就已

拉住了王燕平。

老白出价了。一言不发的

他眯着小眼斜盯着王燕平，暗

中舞动着“手里乾坤”。

“成交！你的羊我收了！”

老白咧嘴笑了。

“义发泉村曾是有名的贫

困村，全村241户中有将近三分

之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义发

泉村驻村第一书记白晔星说，

“家家户户都养羊，但规模小又

分散，很难发展起来。多亏了

老白这样的带头人，帮着村民

收羊卖羊，大家都开玩笑地叫

他‘活羊经纪人’。”

一个“活羊经纪人”带活了

全村的羊生意。但很少人知

道，老白也有惨痛的经历。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老白收羊养羊半辈子，最担心

的就是销路。“以前都是把羊送

到一些小屠宰场，经常一两个

月要不上账。”

最多的一次，一家屠宰场欠

了老白70多万元。“那可不光是

我的钱，村里多少人都等着呢。”

被逼急的老白在对方办公室一住

就是40天，带着锅在人家办公室

炒辣椒，呛得自己都坐不住。

老白一度不想再养羊了，

但这干了半辈子的差事是他发

家致富的指望，也寄托着全村

的希望。直到2017年，老白认

识了朱强强，一直悬着的心才

安稳下来。

朱强强是乌兰察布市东来

顺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的采购负

责人。2008年，北京市首旅集

团在京蒙帮扶提前布局，安排

所属北京东来顺集团在乌兰察

布建立肉类加工基地，2016年

又在当地投资建设占地100亩

的新厂区，4条现代化生产线集

肉类生产、屠宰、加工、冷藏、供

销于一体。

“我们保证钱款一周结

清，优先确保当地农牧民的权

益。”朱强强说，“和老白认识

以后，老白的羊基本上都送到

我们这儿了，有时候钱当天就

结清了。”

2019年，东来顺投入超过

1.8亿元，向周边农牧民购买活

羊16万只。

近年来，随着京蒙对口帮

扶的力度不断加大，在一批又

一批北京挂职干部的引荐下，

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来到乌兰

察布，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帮

助当地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摆脱

贫困、走上致富路。

“去年一年我自己的羊就

给他们送去了两千多只，挣得

不多，30多万块吧。”谈起挣钱，

老白黝黑的脸上满是得意。“别

人一斤多给20块我也不卖，就

给东来顺。”

“好东西不好卖，我们来就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挂

职干部、乌兰察布市副市长

郑晓博说，北京有庞大的消费

市场，而乌兰察布是优质的原材

料基地，通过产业扶贫、消费扶

贫等多种方式，京蒙两地能够长

久、可持续地协作发展下去。

据新华社消息，2019年，北

京市投入京蒙扶贫协作资金4.3

亿元，实施京蒙项目177个，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4.6

万人。

今年初，一场疫情让各地

不少农产品出现滞销，而老白

却在家“稳坐钓鱼台”。“羊圈里

还有 1100 多只羊，有东来顺

在，不愁卖。”

“现在高铁通了，两个小时

就能到北京。”老白说，他上次

去北京还是五年前。“下次一定

要去东来顺看看，咱也到北京

尝尝自己的羊肉。”

□ 杨 静

年少时的李小波，希望自

己不再饿肚子。成家后的他，

希望孩子不要像他被迫辍学。

搬迁后的他，希望能从五湖小

组走向五湖四海。

希望一直是有的，但改变却

在近年才发生。年仅37岁的

李小波近5年经历的，是他祖辈

都未曾想过的世界，生活条件、发

展观念等都发生了转变。而这源

于一个艰难的决定：易地搬迁。

李小波生活在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托

坪村，这是一个位于高黎贡山

上的怒族村落。山上的生活几

十年如一日，村民住在木板搭

建的房屋里，陡峭的山坡上仅

能种玉米、土豆、核桃等作物。

“能吃上玉米饭就不错

了。”李小波说，过去仅有的改

变，就是房顶的茅草变成了石

棉瓦，不用因缺被子，担心火塘

熄灭被冻醒。

山外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

山上生活不值得过。但村干部

2016年动员大家搬迁时，却遭

遇“当头棒”。“不愿搬、向我们吐

唾沫。”村委会主任王小波对做

搬迁工作的场景依然印象深刻。

虽然山上的住房、饮水安

全都存在问题，每日重复劳动

反倒让他们感到踏实。“收入

从哪来，山上的产业怎么办？”

这是群众问得最多的问题，

扶贫干部用老师不愿来、外

村姑娘不愿嫁等案例来做群

众思想工作，还带他们去周

边安置点考察，让大家知道

生活的方向。

“动员过程不容易，但大家

还是同意搬迁。”驻村扶贫第一

书记和锐说，搬迁项目建设启

动后，村里的小孩回家路过建

设点都会停下来看看，还问家

长何时搬下来。

去年初，位于托坪村委会五

湖村民小组的搬迁点正式建成

启用，这个与乡政府仅一江之隔

的搬迁点是村里最好的地段。

来自托坪村、普洛村、架究村、果

科村的163户群众至此告别木

板房，搬入整洁明亮的新家。

一排排黄色外墙的楼房成

为峡谷里显著的标识。搬家当

天，李小波的儿子李欧凯非常

开心。在山上拍球总担心皮球

滚下山，有时捡球比拍球的时

间还长。现在搬迁点有他想要

的篮球场，晚上都可以打球了。

“弟弟妹妹已经不愿回山

上了。”10岁的李欧凯说，自己

有时候还和爸爸上山干活，但

新家有独立的卫生间，离学校

也更近，还能骑自行车，还是山

下更舒服。

为了让大家尽快融入五

湖，当地通过开设扶贫车间，

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对外劳务

输出等方式，让大家有活干、

能赚钱。

下山后的李小波身份多了

起来，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

用。作为生态护林员，他要负

责巡山护林。最近他在扶贫车

间学习竹编，逐渐学会竹编

“福”字和竹编玫瑰。而妻子学

会了用草果杆编织工艺品，还

成了扶贫车间管理员。

“收入上来了，山上的产业

也不能丢。”李小波说，扶贫干

部为他们配置了草果、花椒、茶

叶等产业，去年草果收入超过

1万元。

72岁的四玛张是李小波的

母亲。四玛张说，有了好政策，

才吃上了大米，好时代比火塘

还温暖。

到去年底，托坪村有119户

贫困户实现脱贫，全村贫困发

生率从65.24%降至0.59%。

王小波认为，贫困发生率

下降的背后，其实是中间一代

人迈出接触学习新事物、适应

新环境的艰难一步。

如今，托坪村群众已告别

封闭、融入五湖，并随着奔涌的

怒江，去到更远的五湖四海。

搬迁后，村里已有4户娶了媳

妇。在此之前，村里有5年都没

办喜事了。

“五湖就是我们的家。”李

小波说，希望未来能有一条上

山的机耕路，让我们的产业也

能顺畅地通向五湖四海，把自

家发展好，把家园建设好。

本报讯 青海省卫健委发

布消息，为进一步减轻农牧区

患者负担，青海省将农牧区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增至

35种。

为推进贫困人口大病救治

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全面收官，

日前，青海省卫健委联合青海

省民政厅、青海省扶贫开发局、

青海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

做好2020年农村牧区贫困人

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

在去年30个病种基础上，新增

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重性精

神疾病及风湿性心脏病5个病

种，农牧区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达到35种。

青海省卫健委医政医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青海继续

全面落实降低建档立卡贫困

户大病医疗保险住院起付线

等政策，严格落实“先住院后

结算”制度，落实落细医疗救

助政策，确保农村牧区贫困人

口住院费用实际报付比例达

到90%。

截至目前，青海省35种大

病患病人数为21,146人，已救

治21,118人。其中，此次新增

的 5 个病种共有患病人数

2330人，已救治2330人。

（央秀达珍）

□ 何晨阳 杨 静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

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总书记

这一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发出了各民

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

康的号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既是要

求，也是承诺。没有民族地区

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

面小康。全国各族人民携起手

来，团结前行，共同迈进全面小

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全

面奔小康，必须持续发力，攻下

深度贫困“堡垒”。中央确定的

深度贫困“三区三州”都在民族

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摆脱

贫困还有不少难题。唯有提振

迎难而上、一鼓作气的精神，鼓

足尽锐出战、攻坚克难的勇气，

拿出对症下药、精准扶贫的实

招，才能啃下贫中之贫的“硬骨

头”，为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

打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

战，要对标“两不愁三保障”，

补短板、强弱项，瞄准教育、医

疗、就业、住房、饮水等薄弱环

节持续发力。要在创新工作

方式上做文章，破除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过程

中可能阻碍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的顽症痼疾。同时，还要建

立防贫监测预警机制和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防止脱贫人口

返贫，确保小康路上一户不

落、一人不少。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有党和政府

的关心，有各族群众的不懈奋

斗，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奔

小康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全国

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好更

幸福。

本报讯 江西鹰潭贵溪

市河潭镇丰田村的帮扶干部

再也不用为了打印流水清单

而往返于贫困户家和银行之

间了。

省级贫困村丰田村是贵

溪市正向全市推广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一户一码”试点村

之一。村里43户贫困户家中

新添了一张二维码，取代了过

去张贴的扶贫宣传单。

73岁的五保户李金龙家

中的二维码还有个名字——

“脱贫了”。用手机一扫，老李

家的贫困类型、致贫原因、帮

扶责任人、已经享受的帮扶政

策一目了然。

小小二维码，信息容量大，

数据涉及14个行业部门62项

扶贫政策。其中，贫困户的基

本信息直接从全国扶贫开发信

息系统导入，行业部门的补助

发放情况则由乡镇对口行业部

门的工作人员实名录入后台。

“以前上户的一大工作就

是更新贫困户登记证上的信

息，了解扶贫资金到账情况。

每季度各部门的补贴发放时

间不固定，帮扶干部需要拿着

贫困户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

查流水。”丰田村驻村第一书

记何国华说，白跑一趟的情况

时有发生，要么贫困户不在

家，要么银行没到账。

贵溪市扶贫办主任朱加太

说，推行“一户一码”也为地方脱

贫攻坚自查工作提供了便利。

（袁慧晶）

本报讯 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推进新疆22个深度贫

困县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工作，新疆近日发行2020年新

增一般债券70亿元，全部用于

农村道路、农村饮水安全、乡

镇寄宿制学校、乡镇卫生院等

172个脱贫攻坚项目建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新增

一般债券专项用于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资金列入年度计划

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具体分

为四部分：第一部分14亿元用

于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和田县、墨玉县等34条县

乡、乡村、村村道路建设；第二

部分17.8亿元用于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饮水安全项目建

设，支持伽师县、英吉沙县等

35个垃圾清运、输水配水等项

目建设，直接受益18万户；第

三部分28.8亿元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支持喀什市、乌什县、

皮山县等34个乡村小规模学

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乡镇卫

生院等项目建设；第四部分9.4

亿元推进水利、节水项目建

设，支持阿克陶县、于田县等

24个防渗渠、排碱渠、自压喷

灌系统等项目建设，直接受益

3万余户。 （李志浩）

“ 活 羊 经 纪 人 ”老 白

白祥在打电话联系生意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 五 湖 就 是 我 们 的 家 ”
——云南怒江怒族村落李小波易地搬迁记

确保少数民族
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

青海：增加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病种

江西贵溪：一码在手扶贫信息全有

新疆：70亿元新增债券助力脱贫

本报讯 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日前在全省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

来云南各级法院依法保护适

龄儿童受教育权，妥善审理

“控辍保学”案件，仅 2019 年

就帮助1046名辍学儿童重返

校园。

2018年11月，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13 岁的

张某某在就读六年级期间离开

学校，没有再返校继续学习。

当地镇政府于2019年10月30

日向张某某之母王某某下达了

《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

育通知书》，责令其在当年11

月5日前送张某某返校接受义

务教育。后王某某仍未将

张某某送返学校，镇政府于是

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庭主

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王某某于2019年 11月13

日送张某某返校继续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李雪

松表示，“控辍保学”对于脱贫

攻坚、阻断贫困代际相传具有

重要意义。早在 2017 年 11

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和某某等5

名家长（法定监护人）没有履

行好监护人法定义务，致子女

中途辍学的案件。这是云南

法院审理的首例当地基层组

织作为教育公益诉讼原告的

“控辍保学”案件。以此为契

机，全省法院发挥审判机关优

势，大力开展以案释法，如昭

通市鲁甸县法院集中巡回审

理 11 件“控辍保学”案，有

1700 余人旁听庭审，引导群

众主动配合政府完成九年义

务教育。

（王 研）

云南法院：助 1046 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

北京东来顺集团在乌兰察布建立肉类加工基地，通过多种多样的
方式帮助当地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