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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长制’为村里开了财路，两公婆开农家乐一年
赚七八万元纯利没问题，好过去外面打工。”贵州省石
阡县枫香乡鸳鸯湖村村民蔡庆文认为，石阡的“路长
制”改革改变了整个村庄的面貌和村民们的“钱途”。

鸳鸯湖村因辖区内的鸳鸯湖内栖息着数千对鸳鸯
而闻名，但曾经一度，交通不便导致鸳鸯湖很少有人问
津。蔡庆文和大多数村民一样只能依靠着“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自然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艰苦
度日。

从吃“农业饭”到试着吃“旅游饭”开始于 2012 年。
那年，一条通往鸳鸯湖的旅游公路从蔡庆文家门前穿
过，改变了原来公路上“雨天一摊泥，晴天一路灰”的状
况。“电视里都在说要搞乡村旅游，我当时就决定开一
家农家乐试试看，但连续几年生意并不好。”蔡庆文认
为问题还是出在路上。

“有的人把公路当成了垃圾场、晒谷场，坍塌了没

人修，结冰了无人管……没有路，没法发展；有了路，管
不好、用不好，同样没法发展。”蔡庆文回忆起数年前的
路况时说，很多游客都是来一次就不想再来第二次，公
路重建设、轻管护与旅游业发展大势相脱节，成为乡村
振兴发展的瓶颈。

石阡的“路长制”改革打通了这个瓶颈。去年 4 月
开始，石阡在全县推行“路长制”改革，县委书记、县长
担任全县总路长，县级公路、乡镇公路、村级公路、高速
公路全面设立以党政领导为主体的一级路长、二级路
长，由“路长”负责公路可视范围内的公路管护、绿化养
护、卫生保洁、安全巡视等。

记者在石阡县多处看到，城区干道、乡村道路边上
都树立一块牌匾，上面载明了该路段的一级路长、二级
路长的姓名和电话、起止位置、里程等。“二级路长负责
日常巡查、宣传，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向上报告，一级
路长负责对突出问题进行协调处理、组织考核等。”枫
香乡副乡长陶永福说。

蔡庆文作为二级路长，每天都要背上背篓拿着铁

钳，巡视门前这条路。“前几天低温，巡视时发现路面
结冰了，还有几处坍塌，我立即叫上村民摆放路障，
带上工具去修复塌方地带。”蔡庆文说。“公路维护好
了，旅游环境变美了，沿线农家乐的生意也越来越
旺，节假日期间我家要开十几桌，还得临时请帮手。”

因路致富的不仅仅只有农家乐，石阡围绕道路
布局的 80 余万亩茶叶、烤烟、蔬菜等经济作物已经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武器，乡村路成了名副其实的
产业路。“过去路难走，路边都是种植玉米、红薯这类
低效的传统农作物，现在围绕道路两旁种植了茶叶、
经果林、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把道路对产业的带动
效应充分发掘出来。”聚凤乡党委书记、一级路长黄
晋说。

石阡还在新修大量乡村公路。“过去修路，路边
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往往容易导致路修好了、生态
却破坏了。现在新修路，路长要严格要求施工队及时
清理垃圾，把弯道改缓、坡度降低、路面拓宽，确保道
路安全隐患降到最低。”石阡县交通局局长杨胜高

说。
记者在石阡的乡村道路两旁看到，多数道路的两

边都已经种上了香樟、桂花树等花木，干干净净的道
路上自驾游的车辆不时可见。

“我主要负责保洁、维护苗木，保护好公路及两旁
的生态环境。”路长制实施后，五德镇桃子园村贫困户
王初宗被聘为公路管护员，负责管理家门口的 4 公里
村级公路，一年能拿到 6000 元工资。石阡有 3000 余
名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被聘请为道路管护员，达到了
既保护好乡村环境，又推进脱贫的双重效果。

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维护、运营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
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铜仁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
记皮贵怀说：“农村公路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大力推
进‘路长制’改革，把农村公路建成安全路、生态路、产业
路、文化路、致富路，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
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贵州石阡：“路长制”带来新“钱途”

走进山东省平阴县绿泽画院，随处可见来自周边
农村生活贫困的残疾人，他们脸上大都洋溢着笑容，
眼神里透着自信。

“现在每年能挣 1 万多块钱。我能靠自己的劳动养
活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不用再什么都依赖父母
了。”在一间画室里，30 岁的脑瘫患者孙国栋停下手中
的画笔，笑嘻嘻地对记者说。

来绿泽画院学习油画之前，孙国栋每天都住在平
阴县孔村镇北毛峪村的家里。为了照顾他，父母没法下
地干活，更不能到城里打工赚钱。“自己摔倒了都站不
起来。现在通过绘画锻炼，手抬得比以前更高了。画院
还有宿舍住，有人照顾，父母可以放心地出门干活挣钱
了。”孙国栋说。

像孙国栋一样，由于存在身心障碍、劳动能力有限
等原因，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成为脱贫难度大、返贫率
高的特殊困难群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 2013 年 5 月开始，绿泽画

院在平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招募附近的残疾人
到画院学习油画创作临摹和石材雕刻。

这些残疾人不仅可以免费学习、食宿，在油画创
作学习期间，画院还每月给 500 元到 1000 元不等的
薪酬。他们学习合格后，画院与他们签劳动合同，享
受“五险”待遇。根据作品创作数量、质量，每月有
1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工资。

“有了绘画基础后，还可以学石头雕刻，那个挣
钱更多。”肢体四级残疾的东阿镇苏桥村村民陈泽忠
说，“原来哪能想到残疾人还能有这么体面的工作，
还能这样生活。”

一开始，“零基础”的残疾人究竟能不能学会油
画和石雕，画院心里也没底。绿泽画院工作人员徐佳
艺说：“画院老师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和身体状况，
为其设计培训内容，效果还不错。”截至目前，画院已
经培训安置残疾人就业近百人，工作生活在这里的
残疾人全部实现脱贫。

不仅物质上有了收入，这些残疾人的心态也有
了很大的变化。“刚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大都黯淡
无光，也不爱与人交流。如今，他们爱说话了，还经常
跟我们开玩笑。”徐佳艺边走边说。

这几年，绿泽画院还成立了平阴县残疾人励志
教育大讲堂，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用身边事激励
身边人。曾多次参加演讲的孙国栋说，没想到自己的
经历还能鼓励那么多人。

绿泽画院每年为他们举办义卖活动，组织外出
参观，让他们开阔眼界，增强信心。如今，这些残疾人
创作的油画和石雕已经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欧洲、
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国内 20 多个省份。

因为身体残疾，一些曾经多年的老单身，现在也
开始谈恋爱了。“已经成了好几对了，我们打算为他
们办一场集体婚礼呢。”徐佳艺说。

(记者邵琨)
新华社济南 1 月 24 日电

给残疾人插上艺术的翅膀
山东平阴残疾人口脱贫见闻

▲拼版照片左图：谈起在镇上的新生活，已能生活自理的镇巴县兴隆镇村民李耀松（右）和老伴殷光蓉
脸上露出笑容（1 月 17 日摄）；右图：李耀松夫妇医疗费用报销登记表（1 月 17 日摄）。

陕西省汉中市位于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现有 8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贫困县。过去因交通不便，
医卫条件落后，山区曾流行“小病忍，大病扛，重病愁断肠”的说法。

为了赶走扶贫工作中“贫困交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三只“拦路虎”，2017 年以来，汉中市开出精准
识别、精准救治、健康管理三剂药方，组织“流动医院”上门体检筛查、建大病患者“保障ＩＣＵ”、打造健康
管理联合体，走出了一条有效健康的扶贫之路。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摄

陕西汉中：

健康扶贫的三剂“良方”

新华社兰州 1 月 24 日电(记者张睿)在甘肃省庄
浪县马铃薯种薯脱毒繁育中心的一间大棚里，有一大
片罗列整齐的细小喷头，曾经种在地里只能与泥土为
伴的土豆幼苗，现在则可以在这间现代感十足的“大浴
室”里享受洗“营养澡”的待遇。

“专业人员调配制作好营养液后，通过这些喷头直
接将营养液雾化喷洒在土豆幼苗的根系上，这样可以
达到最大化吸收的目的，这就是土豆幼苗培育的‘雾培
法’技术。”种薯繁育中心主任吴永斌说。这个大棚是甘
肃省第一个马铃薯幼苗“雾培”基地。

吴永斌表示，最初农户在进行马铃薯培育时，是将
市场中的商品薯进行切块，将带有根芽的部分直接埋
种在地里，“这样的种植方式没有经过任何脱毒处理，
带有病毒的根芽生长很容易导致马铃薯品种退化，品
质与产量都会下降，比较落后。”吴永斌说。

在土豆幼苗培育方面，繁育中心经过了多次探
索与创新，吴永斌介绍：“我们之前使用的方法是蛭
石培育法，将幼苗栽种在蛭石里，蛭石是一种由矿物
质煅烧形成的粉末状物质，它本身没有什么营养，对
土豆幼苗大多是起到固定的作用，蛭石法的人工成
本很高，也比较费时。”

但自从繁育中心在 2016 年引进土豆幼苗“雾培
法”技术后，之前幼苗繁育周期长、用苗量大、效率
低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喷雾技术真正实现了土豆
从幼苗到结薯过程的“无土栽培”，之前传统基质栽
培一亩约需 12 万株幼苗，现在每亩仅需 1 万株且
平均单株结薯 40 粒左右，是之前的 20-30 倍，现代
科技手段实现了土豆生产的自动化、规模化和标准
化。

繁育中心研究员贺晓霞说：“‘雾培法’目前在国

内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它可以摆脱马铃薯幼苗生
长的温度限制，以前使用蛭石法一年只能长 1 茬，使
用雾培法后从幼苗到结薯最快仅需要 40 至 50 天，
一年可以收获 2-3 茬。”

庄浪县的关山地区土层深厚，日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病虫害少，为马铃薯种薯繁育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

庄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甘肃
省确定的深度贫困县之一，马铃薯产业是当地脱贫
增收的特色产业。如今，科技手段的升级创新推动了
马铃薯商品薯生产向脱毒种薯繁育转型升级，农户
种植种薯比种植商品薯每亩可增收 700 元。按照庄
浪县整体布局，马铃薯产业可带动关山林缘区域 51
个村、3848 户、总计 1 . 85 万贫困人口持续增收，加
快脱贫攻坚步伐。

甘肃庄浪：土豆苗爱洗“营养澡”

“公路，就是咱山里人的
希望路、幸福路。”湖北省崇
阳县铜钟乡大岭村五组贫困
户黄天兵算了算去年的收
入，心里乐了。

家门口 7 米宽的通村沥
青路修好后，大岭村游客接
待量从不足三千人次增到去
年的 12 万多人次。黄天兵在
村里卖起了豆浆、茶叶蛋、豆
腐等小食品，去年收入 5 万
多元，一下摘掉了贫困帽。

五年来，杭瑞高速公路
和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相继
修通，12 大交通重点项目和
14 个农村扶贫公路项目加
紧建设，激活了乡村旅游资
源，引来了一个个投资项目。

隆冬时节，幕阜山生态
旅游公路旁的白霓镇浪口温
泉景区人来人往。2018 年元
旦 3 天游客人数逾万人，收
入达 100 万元。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浪
口村原来交通闭塞，靠渡船出
行，到县城要 2 个小时，现在
只需 15 分钟。景区员工大部
分为本地村民，不少村民依托
景区做起了小生意，村里的贫
困人口纷纷脱贫摘帽，浪口村
从一个贫困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度假村、富裕村。

路通了，人气旺了，投资项目接踵而至。从金塘镇
畈上村走出去的沈亚明、沈亚君兄弟得知幕阜山旅游
公路从家门口通过，毅然回乡创业。他们投资 1 . 5 亿
元兴建的尚禾柃蜜小镇正在进行收尾工作，即将开门
迎客……

“以前去一趟县城要一个半小时，没人愿意来。路修
通了，客商和游客纷至沓来。”铜钟乡党委书记杜兵说，
五年来，14 家工业企业落户，2 个大景区先后开发，万
亩茶园、有机水果、药材基地等农业项目如雨后春笋，全
乡协议投资额达 20 亿元，带动了一批贫困户脱贫致富。

崇阳县委书记杭莺说，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乡
村旅游发展，有效撬动了脱贫攻坚工作。2017 年，全县
接待游客 4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实现旅游总收入
22 亿元，同比增长 16 . 5%；11857 人完成脱贫摘帽。

(记者王贤)新华社武汉 1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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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 月 24 日电(记者孙正好)记者 23 日
从陕西省政府部门获悉，2018 年陕西将建 9 万套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房，同时计划改造农村危房 6 万户。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陕西省 2016 年、
2017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已入住安置人员 42 . 75 万
人。根据陕西省国土厅最新发布的数据，2018 年陕西
将通过紧盯竣工率、配套率、入住率，全力加快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全年将建设 9 万套涉及 30 万人的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房，特别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安置与
分散安置的完善提升，项目、资金和政策的保障供给以
及后续发展的扶持问题等，全力确保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顺利脱贫。

针对农村危房改造，陕西省住建厅也于近日印发
了《陕西省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春季攻势方案》。方案
明确，2018 年陕西省计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6 万户，
优先保障 20 个摘帽县、3248 个退出村、99 万脱贫人
口需求，加大对 11 个深度贫困县区支持力度，切实改
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其中重点解决全省建档立卡贫
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
庭等四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实现贫困群众“住房
安全有保障”。

陕西今年将建 9 万套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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