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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大伟

“几乎每天都会来村委会，大家聚在一起看报，了解
我们的国家大事、国际形势和党的政策。我们也时常会
进行讨论。一天不来，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见到文化
扶贫回访的工作人员，西尾村村民谈起了他们的感受。

走进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西尾村村委会，
报刊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

《南方日报》和《半月谈》等报纸杂志，不时有村民进来
翻阅。

从今年 1月 1日起，由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发动多家
爱心企业参与的“主流报刊送基层”文化公益扶贫活动
全面实施，向粤东西北地区的 16449 个行政村赠送书报
杂志，丰富欠发达地区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及时
传达党的政策、声音，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
广东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广东省扶贫基金会综合部部长何日火介绍，这

项活动从 2017 年就已经开展，去年的书报赠阅对象
是广东省定 2277 条贫困村，今年更是扩大到了一万
六千多条村。“这个工作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做下去，
让更多基层群众受益。”

西尾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罗思明是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干部，2016 年 5 月，他成
为西尾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他说，
“从去年开始，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赠阅的《新华每日
电讯》，今年还增加了《半月谈》。平时我们也会组织
一些党员和村民座谈交流。包括学习党的文件，学习
十九大的精神。这些权威、主流的报刊对我们的帮助
很大。”

承兴国际集团积极参与了该项文化扶贫活动，
不仅捐赠了价值近 60 万元的报刊，这次回访还特意
带来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等大量书籍。该集团工作
人员黄小华说：“习总书记提到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
‘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作为一个企业，我们非

常高兴能以文化扶贫的方式，参与到广东的扶贫工作
中来。”

为了让文化公益扶贫活动落到实处，动员更多的
企业参与其中，去年以来，广东省扶贫办、广东省扶贫
基金会领导带队主动登门拜访重点企业，向企业广泛
宣传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战略思想，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与文化精准扶贫事业。

作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平台，广
东省扶贫基金会成立 23 年来，始终坚持“扶贫济困，服
务社会”的宗旨，致力于全省扶贫济困工作，不断创新
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

“下一步我们要从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
入手，着重提高困难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把扶贫
和扶志、扶智有机结合，进一步激发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广东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赵松峰
说。

广东：文化公益扶贫走进小山村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胡璐、董峻)脱贫攻
坚战正如火如荼展开。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前线指挥
员”，县委书记承担着重要责任。他们有哪些好的经验
与做法？下一步将怎样继续精准发力补短板？

1 月 9 日，来自河南省滑县、四川省布拖县、陕西
省柞水县的三位县委书记作为代表，亮相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共话脱贫攻坚。

滑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是全国 28 个率先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之一。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介绍，坚持把
“精准”贯穿脱贫攻坚始终，精准滴灌，对症施策是这个
县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做法。

他分享当地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办法，即在调研中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里有没有读书郎、四看收入稳

不稳、五看劳力强不强、六看群众认不认。“有了精准识
别才有精准施策和精准帮扶等。”董良鸿说。

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
民生工程来做，使四川省布拖县发生了显著变化，近年
来累计脱贫 18188 人。布拖县是一个彝族聚居的高寒
山区半农半牧县，也是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
这个县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没有通高速，教
育、卫生欠账多等共性难题非常突出。

布拖县委书记沙文说，这个县实施了 107 个村
的安全住房建设，全面推进通乡油路、通村硬化路和
连接路建设，并把健康扶贫作为根本保障，把社会保
障兜底作为基本防线。在这一过程中，彝族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脱贫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
产业扶贫仍是地方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陕西省柞水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土石山区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和
省政府确定的限制开发区。在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和
保护环境的关系的前提下，柞水县科学选择脱贫产
业，积极扶持产业发展。比如，针对土地资源稀缺的现
状，发展吊袋木耳，并不断发展壮大。同时，立足森林
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好的实际，发展林下中药材和乡
村旅游。

柞水县委书记陈璇分享了两个做法：一是动员有
产业发展愿望、能力的贫困户，通过政府以奖代补、贷
款贴息的形式，直接参与主导产业发展，二是将贫困群

众的房屋、土地、林山等资源变成资产折价入股到企
业或集体经济组织，让他们从中获得股份和效益分
红。“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把全县绝大多数贫困户都
纳入到产业链上，木耳产业带动了近 50% 的贫困
户，乡村旅游带动近 3 0% ，林下中药材带动近
20%。”他说。

脱贫攻坚进入关键之年，越到最后剩下的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当被问起下一步脱贫攻坚打算时，陈
璇动情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脱贫攻坚
就是我们的长征路。我们将聚焦深度贫困，下足绣花
功夫，攻克坚中之坚，确保如期高质量地实现‘人脱
贫、村出列、县摘帽’的目标。”这也是广大县委书记
和脱贫攻坚工作者的心声！

听听三位脱贫攻坚“前线指挥员”的脱贫策
三位县委书记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交流脱贫攻坚经验

新华社成都 1 月 9 日电(记者蒋作平、黄毅、刘
坤)冬日的阳光透过树梢，打在新植的茶苗上，59 岁
的郭汝奎一大早就来到茶园边，清理沟渠。“穷了一辈
子，没想到如今我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郭汝奎满面
笑容。

郭汝奎是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四川省通江县兴隆乡
渔池村人，妻子早年去世，他独自一人拉扯 4 个孩子长
大，日子过得穷苦，是村里的贫困户。

“薛宇返乡创业，我就在他的基地里打杂工，每天
工钱 100 元。”“我几乎天天在基地打工，没时间走亲
戚，亲戚们都埋怨我，我告诉他们，不是我不想走亲戚，
而是党的扶贫政策好，我要趁着还有力气多干活，彻底
拔掉穷根。”

郭汝奎乐呵呵地算起了他独自一人在家的收入
账：在基地打工，一年收入 3 万多元；4 亩多耕地流转
给薛宇种茶，一年收入 1600 多元；精准扶贫小额贷款
加上子女务工收入合计 4 . 8 万元入股薛宇创办的种
植养殖合作社，一年分红 1 万多元……

郭汝奎口中的薛宇也是渔池村人，20 多年来在外
搞建筑工程积累下财富，前年春节回家后在乡党委政
府的劝说和鼓励下返乡创业，发展种植养殖和森林康
养产业，同时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薛宇已投入 4000 多万元，流转乡亲们
的耕地 800 多亩种茶，流转 140 多亩塘库搞水产养殖，
森林康养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景点打造也正在推进
中。

渔池村是个贫困村，共有贫困户 62 户 223 人。薛
宇在山上创业，另一名返乡创业人员赵志刚则在山下
的溪谷里创业，他流转乡亲们的土地，依托山水竹木

掩映的良好生态环境，计划投资 4 亿元打造回乡创业
示范园，发展现代农业、文化产业和森林康养产业。

渔池村党支部书记郭汝红告诉记者，除了村民自种
的菜地，两名返乡创业人员把全村 1300 多亩耕地全部
流转了，村民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长年在家的劳动力
每天在基地都有活干。以前背井离乡在外务工的村民中
已有四五十人回到村里，并在基地务工，既有了务工收
入，还能赡养老人、抚育幼子，家庭生活其乐融融。“今年
春节，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来后，看到村里的大变化，会
有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就地务工。”郭汝红盘算着。

薛宇、赵志刚返乡创业，打算把渔池村变成“有山
有水有文化、有产有业有景点”的新农村，同时通过产
业发展，助力全村脱贫攻坚，让贫困户有着长久而稳定
的收入。目前，渔池村和邻近村子贫困户中有 70 多户
在两人的产业基地固定务工，每天收入 80 元至 100 多
元不等，36 户贫困户还把精准扶贫小额贷款、扶贫周
转金等入股两人建立的合作社、企业，每年参与分红。

赵志刚告诉记者，贫困户入股他创办的企业，每入股
1 万元每年固定分红 1800 元。

位于大巴山腹地的贫困县通江县，61 万农业人
口中有 22 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如今，通江人返乡创
业助力脱贫攻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已蔚然成风：永
安镇华家坪，过去杂草丛生，贾晓波返乡创业种下 1
万亩富硒有机茶，荒凉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在三溪
镇，李明带着学到的技术回来，带领乡亲们在稻田里
养殖小龙虾，大获成功。

正值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的通江县，把返乡
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返乡创业人员及企业，
开辟“绿色通道”，全程提供项目信息、创业指导、技
术培训、政策法律、土地流转等支持，“量身”开展菜
单式服务。2016 年以来，全县累计回引返乡创业
2700 多人(其中农民工 2200 多人)，回引创办投资规
模 100 万元以上企业和经济实体 400 多家，共带动
就业 2 . 16 万多人，其中带动贫困户就业 7800 多人。

“穷了一辈子，没想到如今越过越红火！”
大巴山腹地通江县返乡创业蔚然成风，正在助推脱贫攻坚

▲近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上梅乡纪检干部在上
梅蔬菜基地向贫困户了解扶贫资金发放情况。

年终岁首，福建省南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
绕脱贫攻坚目标不松劲不减力，深入一线开展精准
监督，对胆敢向扶贫项目、扶贫资金“动奶酪”的腐败
问题及弄虚作假、数字脱贫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风问题动真碰硬，严查快办，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邱汝泉摄）

武夷山精准扶贫监督“不松劲”

朝阳刚刚摸上六盘
山，辛宝同已摇起轮椅来
到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开
始一天的工作。5 个月前，
他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
79 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一起，住进了“闽隆福馨
托创园”这个新家。

“托创园由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隆德县和对口
帮扶的福建省闽侯县共同
出资，于 2017 年 8 月建
成，将托养、康复、就业创
业融为一体，既帮助残疾
人安身，也帮助他们立
业。”托创园负责人吕锦鹏
说。

走进 6000 平方米的
托创园，评估室、电教室、
理疗室依次排开，崭新的
无障碍设施映入眼帘。“踏
进门全部免费！包吃包住
包康复训练。”隆德县残联
工作人员李树典边说边带
记者走进“一户多残”家庭
的宿舍。

掀起门帘，辛宝同正
陪着轮椅上的父亲晒太
阳。今年 30 岁的辛宝同 4
年前因病致瘫，2 年前父
亲又因伤致残。“那时真是
雪上加霜，父母都是农民，
家里欠了几十万元外债，
我每天就坐在院子里发
呆。”辛宝同说，直到全家
住进托创园，日子才算有
了奔头。

李佳是辛宝同的病友
兼同事，在托创园电商平
台，李佳正在为隆德工业
园区一家食品企业做网络
海报。曾经同样闭门不出
的他，如今在这里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事业。

而在电商平台对面的
手工室里，24 岁的听障姑
娘孙亮亮正在一针一线地
刺绣，身旁的听障小伙子
任皓则在一笔一画地练书
法，五米见方的木桌上摆
满了他们的作品。工作人
员王娜告诉记者，电商平台也成了他们的“货架”，至
今销售的作品已逾百件。

据隆德县副县长樊学双介绍，作为宁夏第一家
县级残疾人托创园，依托当地工业园区建立的电商
平台，已解决 25 名残疾人就业创业，每人每月收入
2000 元左右，既有助于残疾人脱贫，更有助于他们
心理重建和自立自强。

“妈妈吃的是西瓜，娃娃吃的是苹果。”在托创园
的另一端，为脑瘫儿童开设的“星星班”和“果果班”
正在上课，五彩斑斓的教室里，孩子们坐成一圈，由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家长轮流辅导。

宁夏残联理事长娄晓萍说，宁夏现有 46 . 2 万
残疾人，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有 4 . 27 万，为帮助这一群体精准脱贫，正
在全区推广“隆德经验”。 (记者王腾、靳赫、刘飞)

据新华社银川 1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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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
区山塘镇西尾村村委会主任欧国
权(右二)带领村民阅读中央主流
报刊。 本报记者刘大伟摄

“从去年开始，我们

每天都会收到赠阅的

《新华每日电讯》，今年

还增加了《半月谈》。平

时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党员和村民座谈交流。

包括学习党的文件，学

习十九大的精神。这些

权威、主流的报刊对我

们的帮助很大”

2016 年以来，全县累计回引返乡创业
2700 多人，带动贫困户就业 7800 多人

把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返
乡创业人员及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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