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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讯

“抱团取暖”脱贫 内蒙古农牧区集体经济“遍地开花”

粤港澳大湾区将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民航局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

区民航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近日印

发，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

《实施意见》中明确了两

个阶段的发展目标。第一阶

段是筑基成长期。到2025年，

基本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世界

级机场群，大湾区民航整体规

模、综合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持

续保持国际领先。第二阶段

是全面提升期。到2035年，全

面建成安全、协同、绿色、智

慧、人文的世界级机场群，为

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

际一流湾区发挥战略性、基础

性作用。

根据《实施意见》，将构建

以香港、广州、深圳国际航空

枢纽多核驱动，澳门、珠海等

机场多点联动的区域协调发

展新格局，巩固提升香港国际

航空枢纽地位，着力提升广州

国际航空枢纽的规模和功能，

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服务

和航空货运保障能力，完善提

升澳门机场服务功能，提升珠

海机场保障能力。

《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加

强组织协调、加大政策支持、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鼓励社会

积极参与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齐中熙）

走 出 大 山 的 希 望 之 路
——广东联手四省区劳务协作扶贫故事

□ 肖文峰 肖思思

黄浩苑 李雄鹰

48岁的何公各，两年前鼓

起勇气走出四川大凉山，来到

广东佛山的一家企业，“靠打工

挣钱”，让她的家庭迅速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20岁的张江玲，从云南怒

江州来到珠海接受技工教育一

年后，誓言“要靠自己的努力过

上更好的生活”。

2016年以来，广东与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区通过劳

务协作，帮助深度贫困地区部

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到广东企业

打工，实现快速脱贫、稳定脱

贫。在这条“走出来”的扶贫路

上，幸福正在生根发芽。

“走出来”：去触摸
远方的幸福

盛夏，佛山市三水区广东

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车间

内，45岁的李力挖正在流水线

上给制冷橱柜安装压缩机。虽

然个子不高且身患残疾，但他

动作熟练，是车间里公认干活

最卖力的员工之一。在这个大

车间的另一边，李力挖的妻子、

48岁的何公各负责组装制冷橱

柜，她很爱笑，眼睛常常眯成月

牙形。

李力挖与何公各都没上过

学，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

源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种玉米

种土豆，养猪养家禽，是他们多

年来的谋生手段。两个儿子上

学的生活费，常常让这一家人

捉襟见肘、东拼西凑。

2018年，佛山市与四川凉

山州两地政府组织东西部就业

帮扶。穷怕了的何公各动了心

思，思前想后，最终鼓足勇气和

一批老乡一起，在政府的组织下

来到了珠三角。她告诉新华社

记者，自己当时心里就想着，“不

行我就再找政府把我送回去”。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次决

定。何公各很快学会了生产线

上的操作，没多久就把欠亲戚

朋友的债都还了。一个月后，

何公各又把丈夫带进了这家企

业，两口子一起打工，一年能有

8万元左右的收入，孩子的学习

生活费用再也不愁了，年底还

能有几万元存款。“不欠别人钱

了，很有安全感，要是早点出来

就好了。”何公各笑着说。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

户而言，务工就业往往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脱贫方式。2016年

以来，广东在东西部扶贫协作

中，充分发挥就业市场优势，将

就业扶贫作为助力西部决战脱

贫攻坚的重点。

从2017年到2020年6月，

广东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

共转移桂、川、黔、滇四省区贫困

劳动力到广东就业34.64万人。

2020年，四省区按协议应

转移贫困劳动力13,145人，但

截至今年5月底，尽管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已转移的就业

人数依然高达53,518人，数倍

于协议人数。

“留得住”：用真心
陪伴与温暖同行

许多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

户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

“到千里之外务工”，并非一个

容易做出的决定。

“2016年 11月底，第一批

来到珠海就业的务工人员一共

155人，有的人一下车就哭着要

回去，两个月后只剩20多人。”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派驻珠

海的稳岗干部杨世强说，气候

不适、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

工作难上手等，都是这些务工

人员要面对的问题。

既要来得了，更要稳得

住。为了解决回流的问题，珠

海专门设立了“怒江员工之

家”，为来到珠海的怒江州贫困

劳动力免费提供吃、住、培训、

求职等服务，对工作岗位不适

应的还可回到这里重新择业。

为让怒江州贫困劳动力在

千里之外也有说家乡话的“娘

家人”，和他们一起来到广东的

还有当地干部。杨世强就是其

中一位，他在珠海已连续工作4

年，工人开工资卡会找他，想换

工作换岗位也会找他，过节返

乡负责安排的也有他。

有了员工之家，有了稳岗

干部，有了通过努力脱贫的身

边典型，怒江州的贫困劳动力

在珠海越来越稳定、安心。今

年怒江州通过劳务协作来珠海

的贫困务工人员有3000多人，

到目前为止，只有70多人因为

各种原因返回了家乡。

关心这些贫困户的，还有

那些接收企业。佛山市顺德区

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人

事部经理徐庆、珠海鹏辉能源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吴世红

等许多企业负责人，这两三年

里已经分别前往凉山州、怒江

州十多次，与当地群众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

“做得慢、做错了没有关

系，我们要给机会，有耐心让他

们学习。一般做到3个月后，他

们就和其他工人做得一样好了，

有些甚至会更好。”吴世红说。

有人铺路架桥，还有贴心

政策温暖。

为了把贫困劳动力留下来，

广东省各级政府给出了大力度

的支持政策：贫困务工人员在广

东务工达到一定条件，直接发放

务工补贴；企业每招聘一名贫困

务工人员并稳定就业6个月以

上，对企业实施补贴；实行岗位

余缺调剂制度，确保贫困务工

人员始终有岗位选择……

“走得远”：心中装
满梦想脚步充满力量

留在大山，眼前就是世界；

走出大山，世界就在眼前。

凉山州金阳县的沙马纠土

夫妇2018年来到佛山顺德区

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夫妻两人如今一年能挣近

10万元。沙马纠土说，刚开始

到佛山来务工，多少有点奔着

拿补贴的念头，但他很快改变

了自己的想法，对工作和生活

也有了新的认识。

“贫困不是我们的资本，不

能靠政府扶持一辈子。”沙马纠

土说，这次出来后真正认识到

读书有多重要，他一定会让自

己的孩子好好读书，改变命运。

为了让帮扶地区的贫困

人口在追求小康的路上“走得

更远”，广东还通过技能教育

培养年轻一代的职业能力，努

力斩断“穷根”，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

2016年底开始，珠海市技

师学院开始实施对怒江州的

技工教育帮扶，对怒江州有意

愿接受技工教育的初中、高中

毕业生实行百分之百接收入

读、百分之百推荐就业。珠海

市技师学院院长高小霞说，学

院对“怒江班”贫困家庭的学

生免除所有费用，还给予每年

6000元生活补助和其他各类

补助。

2017 年高中毕业的怒江

州学生张池，家庭经济困难，

一直忧心未来升学和就业问

题。在人生关键阶段，她被免

费接收入读珠海市技师学院

“怒江机电高级技工班”。如

今，张池所在的“怒江班”学生

已于 2019 年 7月开始在珠海

优质企业顶岗实习，她与另一

位同学还被企业作为技术骨

干送到德国培养。

“我已经决定跟公司签订

正式就业合同，转正后每个月

工资有5000元。”张池说，他们

班50多名学生除极少数选择回

家乡发展，大部分都留在珠海，

他们将在这里勇敢追逐自己的

人生梦想。

“走出来”，改变的是生活；

“走下去”，改变的是命运。抱

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

多贫困户以无比的勇气与决

心，走出大山，敲开通往幸福生

活的大门。

□ 本报特约记者 乌娅娜

张 玮 奥 蓝

艳阳高照的夏日清晨，

秦海全在大棚里修剪着葡萄

藤，巴特尔拿着刚挤出来的马

奶等待检验，刘凤义在种植园

里检查结了果的梨树，刘建东

询问着镇里中药种植户的销

路如何……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脱贫

记录册”里，因地制宜发展壮

大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是其中

重要的章节，无数“报团取暖”

的成功例子让当地百姓脱贫

富起来。

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聚

宝庄村，村集体围绕蔬菜、畜

禽、瓜果三大主导产业形成产

业链，建设瓜菜蔬菜大棚152

座，总计230亩。

59 岁的秦海全是一名残

疾人，之前想找一份工作维持

生计都很难，自从村集体经济

发展起来之后，他在葡萄大棚

里打上了工。“我们老两口一年

能挣7万元多，春夏秋冬都有

稳定的收入，生活质量明显提

高了。”

4年间，秦海全从“吃了上

顿没下顿”到不忙时休闲钓鱼，

如今更是立下了明年赚20万元

的目标。

聚宝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万

斌介绍，贫困户一方面可以通

过种植托养分红，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除

此之外，还可通过进棚务工获

得劳务报酬。

在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的锡

林郭勒，“抱团发展”早已成为

共识。最初牧民自发组织建立

合作社，如今草原上更是随处

可见“企业+合作社+牧户”的生

产经营方式，牧户提供生产资

料，企业通过现代化手段将其

变成商品，销往各地。

在锡林郭勒阿巴嘎旗策格

（蒙古语，马奶）协会合作社内，

检验员有条不紊地对马奶进行

检验，送马奶的牧民排起了长

长的队伍。

牧民巴特尔说：“家里每天

马奶产量在150斤左右，企业收

购价格很高。”

“现在合作牧户达 57家。

我们通过合作社转型升级，让

牧民实现了增收，牧户的积极

性也随之提高了。”阿巴嘎旗

一家经贸公司总经理赵建军

说，他们已经建成集生产、加

工、销售、仓储为一体的马奶

基地。

据当地一家乳制品生产加

工企业负责人张明明介绍，以

前企业只想着自己挣钱，不太

会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现

在，你要让一群人抱团、一起去

挣钱，这样才能越做越大。”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

中，一名优秀的产业带头人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起“冰梨大王”刘凤义，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诺敏镇

可谓家喻户晓。

20年前，刘凤义一家人揣

着22元钱来到诺敏镇烟囱石村

投奔亲戚，最苦的时候连一顿

饱饭都吃不上。2005年，刘凤

义利用当地野生的山梨树嫁接

出了“秋香水”和“金香水”两个

品种，取名“北极冰梨”。现在，

果树种植已经成为烟囱石村产

业扶贫和发家致富的一条新

路，“北极冰梨”品牌在全旗逐

步叫响，供不应求。

“刘凤义不仅靠种植果树

脱贫，还成为全村有名的致富

带头人。下一步，烟囱石村将

发展庭院经济，每家每户种植

梨树，不仅美化乡村，还能增加

村民收入。”烟囱石村第一书记

张作发介绍道。

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

镇下水地村，一块块农田整齐

排列，这里种植的是中药材。

村民张志东种了10亩中药材，

有沙参、桔梗和牛膝，2019年的

累计收入达4万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中药材

价格上涨明显。全镇预计增加

中药材种植面积5000亩左右，

镇内种植大户到周边旗县发展

中药材1万亩，带动各地中药材

种植5万亩。”该镇副镇长刘建东

表示。

好水土孕育好项目，好项

目发展好产业，各地助力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的好政策，成为

重要支撑。

2017年 5月，内蒙古财政

厅出台《内蒙古自治区扶持嘎

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实施方

案》，以2020年末50%以上的

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万

元为任务目标，从实现形式、方

法步骤、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出

了细致部署。

各基层政府也通过发展地

方特色产业、点对点帮扶贫困

户、创新帮扶手段、完善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拨付专项资金等

方式，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嘎查

村集体经济，让广大农牧民更

加富裕。

据内蒙古政府数据显示，

2019年内蒙古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8096个，全区有115.2 万人

次贫困人口进入产业链条，较

上年增长32.2%。

四川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本报讯 四川将实施成渝

中线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邓长金表示，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加强整体谋

划、注重统筹实施，将战略部

署转化为具体规划、具体政

策、具体工作、具体项目，抓住

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日前召开的中共

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明确

指出，要规划实施一批基础性、

支撑性、引领性重大项目。这其

中，铁路大通道建设发挥着重要

的先导性作用。目前四川省在

建铁路里程超过1650公里，铁

路运营里程突破5200公里，进

出川铁路通道达到11条。

邓长金说，下一步四川将

聚焦“内联”，打造轨道上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力争今年

开工建设成渝中线高铁，完成

成渝高铁提质改造，实现成渝

两市1小时通达；加快建设川

南城际铁路内自泸段，积极推

进绵遂内、雅眉乐自铁路前期

工作，实现成渝两市至区域内

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加快推

进成都外环铁路前期工作，优

化完善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和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实现成都

都市圈1小时通勤。

在聚焦“外畅”方面，四川

将着力构建“四向八廊”战略

性综合运输通道格局，加快建

设成自宜高铁、成兰铁路、西

成铁路、叙毕铁路、成昆铁路

扩能改造，开工建设成达万高

铁，做好川藏铁路雅林段开工

建设综合协调和服务保障工

作，积极推进渝西高铁、隆黄

铁路隆叙段扩能改造前期工

作，启动广巴、达万铁路扩能

改造前期工作。同时，四川还

要加快推进一批高速公路、能

源水利、新型基础设施以及产

业等重大项目建设。

（王 鹏）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瞄准“五大经济”
本报讯 横跨沪苏浙的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近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

委会表示，两省一市共同研究起

草了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和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

准，实现跨省级行政区“一个目

录明导向、一个标准定准入”。

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

刘平表示，去年启动编制工作

以来，两省一市借鉴雄安新区

以及日内瓦、松山湖等国内外

知名湖区的建设经验，提出在

示范区发展以“五大经济”为

主导的产业。

所谓“五大经济”，包括功

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

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

创新经济和生态型湖区经

济。其中，功能型总部经济的

重点是放大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溢出效应，引进和培育一批

跨国企业、民营企业和央企国

企总部，如正在推进建设的青

浦华为研发中心等。

特色型服务经济重点发

展现代商贸物流、绿色金融、

科技服务等特色鲜明的高端

服务业，如依托进博会发展国

际化、精品化的会展业。

融合型数字经济重点发

挥三地的数字经济和智能制

造优势，发展“AI+”“5G+”“北

斗+”“大数据+”等新产业、新

业态和新模式。

前沿型创新经济重点发

展生命健康、新能源等新兴产

业，支持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如江苏吴江推进建设国家

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等。

生态型湖区经济是按照

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展体现时

代风、江南韵和国际范的湖区

水乡文体旅游、绿色农业等滨

湖产业。 （何欣荣）

西安即日起全面恢复跨省旅游
本报讯 “千年古都西安

的跨省旅游即日起全面恢复。”

陕西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庆华7月19日表示，8月1日

开始，大唐芙蓉园等多个景区免

费开放，西安全市80%以上各级

各类国有博物馆、行业博物馆、

非国有博物馆面向公众免费开

放。同时，推动景区更大力度降

价，持续发放文旅“大礼包”。

近日，西安官方举办加快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新闻

发布会。西安市570余家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开始恢复

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135家电影

院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王庆华表示，跨省游恢复

开放是文旅行业的“强心针”

“加速器”。西安将以“美妙西

安等你来”为主题，推进夏秋

旅游，设计推出历史研学游、

丝路寻踪游、红色记忆游等产

品线路。同时，将推出形式多

样的文旅惠民活动。

王庆华表示，西安将坚持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待

游客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

量的50%，为游客打造安全舒

心的旅游环境。

（阿琳娜）

一个贫困一个贫困村的村的““逆袭逆袭””奥秘奥秘
走进绿水青山环绕的广东清远市连樟村，只见干净整洁的村道旁一栋栋美丽的民房拔地而

起；扶贫车间内，工人正忙碌有序地生产；村道旁的农产品售卖区，各种土特产品琳琅满目……

这个曾经的贫困村实现了向村美、人富、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的蝶变。图为连樟村村民在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温室大棚内劳作。 王 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