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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虹 杨丁香

“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在这里做工

的不少阿姨都是看着我长大的。让她们

能在家门口边务工赚钱边照顾孩子，让

农村少一些像我这样的留守儿童，就是

我最大的心愿。”10月15日，34岁回乡

创业的李文华说。

外出打工挖掘“第一桶金”

李文华是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

治县大路铺镇洞尾村人。20世纪90年

代初，李文华的父母到广东打工，家中留

下年迈的奶奶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9岁

开始，李文华除了上学，还要照顾弟弟、妹

妹。挑水、做饭、种菜……这些家务和农

活都压在他的肩头。吃苦受累都可以忍

受，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小文华变得自

卑、变得叛逆，那个时候每次到同学家，看

到别人父母双全围桌吃饭，自己都是羡慕

嫉妒，回到只有奶奶和弟妹的家时就觉得

凄然。这样的状态下，李文华完全没有

办法安心读书了。

那是那一代留守儿童的通病和宿命。

初中毕业后，李文华放弃了学业，

先是去汽车修配厂当学徒，脏活累活抢

着干，整天把自己搞的满身机油，回家

洗澡怎么都洗不干净。年仅16岁的李

文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再大的困

难只能咬紧牙关往前走。然而，造化弄

人，不到一个月，修车时不慎把机油溅到

眼睛里，导致眼睛受伤。第一个工作就此

终结。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李文华跟着父

母远赴广东打工。先是在服装厂，学习

裁剪、当过车工，服装厂的一系列流程

都了然于胸。做久了之后，李文华发现

了一个商机，服装厂用来做衣服花纹的

印花纸模板用过以后就丢弃了，作废纸

卖掉。这些模板与衣服上面的花纹一

模一样，非常漂亮，丢进废纸篓太浪费

了。如何再次利用这些印花纸呢？这

个问题困惑了李文华好多年。因为一

次偶然的机遇，李文华在广东揭阳市普

林的小华西村认识了一个做纸品的朋

友。临海的渔民都信奉水生娘娘，每到

家人出海捕鱼或者其他重大节假日，都

会到附近的娘娘庙供奉中药、谷物、衣物

（纸做的）等物品，祈求出海平安、丰衣足

食、国泰民安。这其中供奉的衣物是用

纸品做的，款式、花纹都跟真的衣物一

样。这就是商机啊！

随即，李文华跟朋友在广东开了一

家专门生产纸品衣服的工厂，先是从服

装厂以废纸的价格收购印花纸，用机器

开料，请人用剪刀按照衣服的模样做衣

领、开襟，再用浆糊粘好组成一件件成

品，然后卖给渔民用于祈福。流程简单

易学，原料便宜量足……很快，李文华挖

掘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返乡创业开办扶贫工厂

随着沿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的

人工成本成倍增加，自己的儿女也到了

上学的年龄。李文华萌生了回乡创业的

想法。自己就是一名留守儿童，知道其

中的酸甜苦辣，他不想自己的儿女又成

为新一代留守儿童。2017年年底，他选

择返乡创业，在自家小院里建起了纸制

品加工厂，机器放在院子里，客厅摆上几

块木板就成了车间，他和妻子、母亲带着

隔壁邻居、亲戚办起了家里的扶贫车

间。最开始，看热闹的人多，做事的人

少。后来，看着别人边聊天边做事，半天

工夫能挣二三十块钱，到了吃饭时间，孩

子回家就能看见母亲，有的甚至就在母

亲身边写起了作业，虽然简陋、但却安

心。看热闹的人待不住了，纷纷报名到

他的厂里做事。这正是他需要的。

接下来，因为一个亲戚的大胆想法，

李文华又有了开分厂的想法。

那年春节，从白芒营镇来家里做客

的姨娘跟着做了几天纸品衣服后，认为

这个简单易学，说：“我家里房子很宽，

左邻右舍很多家庭妇女没事做，可以叫

他们到我家做啊！”说干就干，李文华叫

妻子到姨娘家现场教那些妇女做了几天

后，把裁好的纸品原料运过去，做好后再

上门拉走统一销售。白芒营的分厂就算

建好了。

李文华自家居住的小楼就是他华源

纸制品厂总厂所在地。自2017年下半

年华源纸制品厂开业至今，已经开办了

大路铺大市场、香山营、沱江、涔天河等

10个扶贫工厂，236名村民在他的总厂

和分厂培训、工作，其中包括72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基本培训5天就可以带着原

料回家去做，我按照每件0.15元的标准

给她们发放报酬。”李文华说，每隔几天时

间，他开车将原材料送到各个分厂，村民

或在分厂或领原料回家在自家“作坊”里

折叠、剪裁好纸制品，李文华再统一收回

运往广东销售。通常情况下，村民每人每

天可以获得30元~80元的收入。

这种家厂结合的方式，把生产工序

化整为零，送车间到村、送岗位到户、送

技能到人，为贫困群众在家事、农事之余

提供了又一就业增收的渠道。

“让农村少一些留守老人和孩子”

与李文华同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沈君体年轻时卖猪肉为生，日子还过得

去。前几年，两口子都患上慢性疾病，

看病吃药让年近七十的老两口入不敷

出。李文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找到

沈君体：“伯伯，我这个纸品衣服简单易

学，我教你们两口子做，每天给你们送开好

料的材料过来，你们在家里有空就做一下，

做好我再来收，计件付钱。”两口子对他连

声道谢。如今，两口子每天多则上百元，少

则几十元，几乎每天都有进账，除了正常开

销，还能存一些钱。

2020年因为疫情，企业受到一定的

影响。但李文华的斗志却丝毫没有减

弱，厂子也没有缩减生产。他认为，今年

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工人，保证工人的收

入不减。厂里不求赚钱，能够保证开支

就可以，主要为明年为以后的发展积蓄

力量！

谈起未来，李文华充满希望，他计划

今后在镇里甚至在县城买一块生产基地，

一方面不想让机器叨扰左邻右舍；另一方

面让工人在做工的同时，能在集镇方便买

菜接送上学的孩子，真正让更多的乡亲在

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让农村多

一些父母，少一些留守老人和孩子，让孩

子们享受家庭的温暖，感受到快乐的童

年，才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 杨忠平 石晨华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在甘

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中铺镇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小康家园小区。走

进小康家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整

齐排列的楼房，宽阔的水泥路面干净

整洁，小超市、餐馆、快递驿站、幼儿

园、养老院……一应俱全，处处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近年来，临洮县坚持把实施易

地搬迁工程作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治本之策，按照“政府引导、群众

自愿”的原则，采取“插花安置、集中

安置、购房安置”的方式，因地制宜，

统筹兼顾，稳步推进易地搬迁工程，

加大后续产业扶持，坚持扶贫扶智、

“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既“输

血”又“造血”，促进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增收、能致富。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临洮县累

计搬迁群众1950户8036人，其中贫

困群众1261户5386人，建设集中安

置点共24个，真正让搬迁群众实现了

“安居梦”。

乡里盖了“楼房”
圆了群众安居梦

临洮县中铺镇田家沟村位于七

道梁山区，海拔2800米，地方地理

和气候条件恶劣，山大沟深、交通阻

碍，群众居住分散，生产生活非常艰

苦，基础设施难以配置，扶贫成本巨

大，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在山上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

进村子的路还不是水泥路，买了东西

还要走很远的路背回去，村里用水也

不方便。”中铺镇田家沟村贫困群众

陈远景感慨地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住房，老房子常年失修，屋顶多处破

损，墙体有裂痕，很危险，日子也过得

很紧张。后来我们积极响应政策，对

旧房子进行了复垦，自己才花了1万

元左右就住进了新房子，特别感谢党

的好政策。

2014年以来，临洮县中铺镇抢

抓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有利契

机，全面动员、精心实施，先后组织田

家沟、崔家山等14个山区村的贫困

群众进行搬迁，累计投资13,189万

元，建设安置楼21栋，建筑面积8.78

万平方米，搬迁贫困群众698户2195

人。2016年，他们作为易地搬迁户

顺利入住小康家园，也彻底圆了他们

的安居梦。

来到陈远景家，门口火红的对

联，就像他们家的日子一样红红火

火，房间内布局简简单单，又收拾地

干净整洁。“现在很方便，小区里有

学校，看病有卫生院，打工都在家门

口。”陈远景的女儿陈慧珍高兴地

说，“小康家园里的人都是从各个村

搬迁下来的，大家除了每天给小孩

做饭、做家务、接送孩子上下学，还

会和邻居们聚在一起跳广场舞，锻

炼身体，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

子过得井然有序，搬进小康家园，生

活上确实有了质的变化。”

现如今，陈远景带着女婿在小

康家园搞装修，不仅离家近，而且收

入还很可观，他们家也于2018年顺

利实现了脱贫。在小康家园，像

陈远景家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在

党委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他们都

通过自身的勤劳奋斗，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

陈远景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

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

想真正过上小康生活，不仅要党的

好政策支持，更要有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吃苦精神，只要勤劳打拼，我们

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与此同时，临洮县中铺镇紧扣

易地搬迁后续发展目标，以稳就业、

稳就学、稳就医为抓手，重点推进产

业发展、劳务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

实事，坚持将易地搬迁与新农村建

设相结合，通过完善幼儿园、村部、

便民服务中心、卫生室等公共服务

设施，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新的生

活环境。

中铺镇强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后续扶持，以中铺工业园区为

就业基地，联系动员搬迁群众到园

区及周边企业从事劳务、运输、第三

产业等，先后引导900多人到园区务

工，人均年收入3万元左右。同时，

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契机，积极协

调衔接，在小康家园小区建成蔬菜

气调库1座、百合气调库9座，已连

续3年向44户建档立卡搬迁农户进

行分红，有效解决农户增收难题。

产业鼓了“腰包”
浇筑群众幸福田

临洮县红旗乡出卜啦沟村位于

县城以北67公里处，平均海拔2700

多米，大多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常年

干旱少雨。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多

年来一直无法接通提水灌溉，沟内

的群众一直是“靠天吃饭”，主要经

济收入是种、养殖和外出务工。

“我们村为什么叫‘出卜啦沟

村’，就是因为沟深，生活条件差，尤

其路不好走，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严重制约了全村的发展。通过党和

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们搬到这

里来，生活方便了许多，也对生活也

充满了信心。”出卜啦沟村三社村民

马香梅说。

自2015年以来，临洮县红旗乡

采取“异地安置和集中安置”的方式，

先后将出卜啦沟村73户214人搬迁

至中铺下石家村易地搬迁安置点；争

取实施了出卜啦沟村村三社整体易

地搬迁项目，建成仿江南徽派建筑风

格住宅51套，同时完善了相应的配

套设施。项目累计搬迁群众228户

812人，彻底解决了群众住房难、行路

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娶妻难

等“六大难”问题。

为了“稳得住、有事做、能致

富”，红旗乡充分利用出卜啦沟村光

热资源充足以及沙地土壤的特性，

坚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后续产业，

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积极争取

“一”字型钢架大棚、上水工程、产业

路和气调库等后续产业项目，引导

搬迁群众发展大棚西瓜、地膜西瓜

以及种植辣椒，每亩稳定增收3000

元左右。

出卜啦沟村三社村民马文军说，

“现在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

羊260余只，收入大概5万元左右。

今年，还在大棚里种植了葡萄树1.2

亩，估计能够收入6000多元。”

红旗乡在加大集中安置群众产

业扶持力度的同时，对于异地搬迁

到中铺镇下石家村安置点的群众，

通过对原有耕地进行退耕还林，种

植以核桃和花椒为主的经济林果

630多亩，不仅有效解决了搬迁群众

两头跑、土地撂荒的问题，而且在经

济林果成型后，积极鼓励养殖散养

鸡，通过提供良好的散养平台，为搬

迁群众的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红旗乡紧紧围绕易地搬迁“后

半篇”文章，结合农村“三变改革”，

探索建立了“龙头企业+集体经济+

搬迁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积极与甘

肃广林建筑集团对接，成立了种植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运营带动群众

致富，建成双膜钢架大棚16座，全部

种植大棚西瓜，持续增加农村收入。

“今年通过引进高产大棚葡萄，

探索‘葡萄+西瓜’混种模式，在10

座大棚里进行混种，有效解决了产

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的问

题。”临洮鑫泰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称，同时还制定了收益分

红制度，对收益盈余进行再分配，参

与的群众每户能够分红800元，这

样既能提高了群众种植的积极性，

又能拓宽增收渠道。

□ 唐元龙 蒋良明

自2014年开展脱贫攻坚以来，

四川省成都简阳市紧紧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针对性地开展扶贫，

2017年，简阳市贫困人口发生率由

2014年的7.93%下降为零，实现了高

质量脱贫。在脱贫奔康的路上，简阳

市以“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实现教

育、健康扶贫全覆盖，如今的简阳，城

乡处处欣欣向荣。

立足长效持续稳增收

“在脱贫奔康中，简阳市特别注重

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壮大集体经济。

通过开展集体资产清理、股份量化，设

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联合社、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专

业合作社及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四合一’改革，实现了农村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金、村民变股民的转变。”

近日，在简阳市采访，云龙镇龙潭村书

记贺绍辉介绍说。

自2016年以来，简阳市积极探

索“3+N”多渠道发展集体经济路径，

用好用活现有产业扶持基金，促进

群众稳增收。利用现有土地资源、

集体经营性资产、产业发展基金建

立3条稳定增收渠道，2019年，全市

105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

482 万元，集体经济人均收入达

32.07元。2017年，105个贫困村产

业扶持基金总额为5250万元，基金

使用率达73.42%。其中，用于发展

集体经济总额为3578.56万元，贫困

户周转金276万元。2018年、2019

年连续两年基金使用率保持在80%

以上，实现了外生扶持向内生致富

的转变，切实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

带来持续性“造血”动力。

龙潭村2社曾经的贫困户、63

岁的邓伍丁感慨地说，在把两亩土

地出租给村合作社种植金秋砂糖橘

后，夫妻俩一直在村上务工，加上承

包金、分红和养殖羊、鸭的收入，一

年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目前，老邓

低矮破旧的平房也变成了楼房。

在为群众增收的渠道上，简阳

市还多面出击，以科技扶贫为支撑

点，不断壮大新型经营主体。2015

年至今，简阳市累计培训新型职业

农民2438人，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农

户种养技能，确保农户脱贫不返贫，

找准稳定增收发展路。截至2020年

8月底，简阳市贫困村累计新增注册

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525个，促农增收的龙头带动和

示范引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累计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5058户实现增

收致富。

健康扶贫群众有“医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

康。”简阳市把健康扶贫作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围绕贫困群众

“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等关

键环节，杜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简阳市原有省定贫困村116个

（含高新区11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5,336户76,813人（含高新区3784

户11,650人）。2017年1月至今，共

救治贫困患者135万余人次，解决医

疗费用4.7亿元，助推全部贫困人口提

前脱贫，全部贫困村提前摘帽。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县域内门诊、住院医疗

费用自付比例均控制在10%以内。

“要不是党和政府对我伸出援

助之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云龙镇爱民社区 1 组村民都帮秀

激动地说。2019年6月10日，都帮秀

被查出右侧乳房浸润性癌症后，一

共花费了14万元，两个女儿一个读

高一，一个读大学，生活十分拮据。

2019年7月，该镇民政办帮她申请

了低保，加上当地党委、政府的鼎力

帮助，都帮秀没有因病返贫。

该镇新乐村5组村民周军也深

有感触。“没有健康扶贫，就没有我

的今天。”2018年7月，他家女儿在

自家阳台玩耍，不慎坠楼，摔成重

伤。在政府的关爱下，不仅治好了

女儿的摔伤，还积极拓宽致富门路，

勇敢地踏上小康之路。

简阳市把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

脱贫的重要举措，有效防止了“病

根”变“穷根”。

夯实教育未来有希望

在简阳市，“教育强市”的称号

名不虚传。20所城乡公办幼儿园现

已开工15所，标化学校建设项目已

完工50所。目前，该市全面实行农

村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惠及全市

86所学校6.2万余名学生。

云龙镇云龙小学三年级学生王佳欣

奶奶晋炳香介绍说，她们是贫困户，这

几年国家政策好，小学这3年一直享

受“三免一补”，减轻了她们的负担。

从云龙旧小学搬到新小学，教学环境、

硬件实施越变越好。过硬的师资力

量，让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扬，“上学期

孙女考试全班第一！”晋炳香笑得合

不拢嘴。该镇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

黄峻伟的爷爷黄克龙也是贫困户，由

于家庭原因，黄峻伟从小就一直跟他

长大，经历十分坎坷。“现在国家政策

好，娃娃读书享受优惠政策，学费、书

本费、辅教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全免，

减轻了生活的压力。特别是学校新建

的运动场，不仅让娃娃热爱上了体育，

2020年中考，还顺利考上了四川空分

集团技工学校。”

据了解，2017年，简阳市民生工

程全面完成。减免家庭经济困难在

园幼儿保教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

杂费、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外的中

职学生学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学费共计约1278万元。发放义

教阶段在校住宿贫困生生活补助、普

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

金、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等合计约1863万元。资助2016

年及以后新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本专科学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

学生合计520人，约146万元。

简阳市扎实提升教育脱贫成

效，以“大走访”“回头看”为措施，主

动对接乡镇，全面抓好义务教育学

段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控辍保学、特

殊群体入学学习、教育资助全覆盖

等，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长效机

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家厂结合式“扶贫车间”让村民增收
李文华返乡创业，想让乡亲们都留在家里打工，

让留守儿童都能有妈妈陪伴

挪穷窝 换穷业“搬”出幸福新生活

教 育 健 康 同 开“ 小 康 花 ”
四川简阳市以“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推动教育、

健康扶贫全覆盖，实现高质量脱贫

“十三五”期间，甘肃临洮县累计搬迁群众1950户8036人，其中贫困群众
1261户5386人，建设集中安置点共24个

油菜籽油菜籽走俏走俏 贫困户增收贫困户增收
油茶是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理想树种，江西省龙南市积极引导种养大户

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油茶产业，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共赢。图为龙南市佳宝生态农场的工人正在晾晒捡选从

种植基地采收的油茶籽。 叶伟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