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8 年 2 月 6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梦妮

4 版

新华社南宁 2 月 5 日电(记者王念、向志强)开通
“复兴号”列车，更多“摩托骑手”改乘高铁、公铁接驳打
通“最后一公里”…… 2018 年春运启动，广西铁路运输
呈现出诸多新亮点。

春运之变是广西铁路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5 年
来，广西高铁运营里程实现从 0 到 1751 公里的跨越，
旅客发送量年均增长 30% 以上，首次实现客运、货运
“双过亿”。从改变出行条件到推动产业发展、培育内
生动力，铁路已成为广西脱贫攻坚的强力“引擎”。

高铁、“慢火车”、无轨站，千方百计

延伸铁路“触角”

自从南广、贵广高铁开通后，越来越多的“摩托骑
手”改乘高铁，铁路部门还连续几年开行务工人员免费
动车专列。据梧州交警部门统计，春运期间过境当地的
摩托车数量已由 2008 年的 30 万锐减至去年的 7 .5 万。

“摩托大军”规模减小，是广西铁路建设改变群众
出行的生动例证。

在大力发展高铁运输的同时，铁路部门还从便利
偏远地区群众出行的角度出发，坚持开行公益慢火车，
创建“高铁无轨站”模式等，不断优化运力安排。

每隔半个月，60 岁的宁明县农妇黎美潘都要挑着

自制的芋檬，从乡里的小站登上南宁至凭祥的慢火车
前往凭祥市区。芋檬一两天就卖完了。

在广西境内，这样的慢火车共有 11 对，其中往凭
祥边境地区 3 对、往百色贫困地区 3 对、桂西北贫困地
区 2 对、博白边远地区 2 对、河池贫困地区 1 对。这些
列车经过不少交通不便的乡镇村屯，成为当地群众赶
集、外出务工、走亲访友的重要依靠。

为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高铁红利，2016
年以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公司与广西地方政府合
作，在没有高铁线路经过的县城设置无轨站，通过开通
专线大巴与就近高铁站无缝对接，实现公路与铁路零
距离换乘。目前已建成 11 个高铁无轨站并实现联网运
营，累计开行接驳班车 5 . 6 万多班次，运送旅客 46 万
多人次。

从引入客流到外运货物，畅通贫困

地区经济动脉

三江侗族自治县拥有丰富的旅游、农业资源，但过
去只有两条等级较低的国道经过，贫困县的帽子长期
难以摘掉。2014 年底贵广高铁开通后，三江与粤港澳
间的快速通道打通，每天通过高铁进出三江的旅客超
过 2000 人次。

2016 年 5 月，铁路部门为三江量身定制开通至广
州的“三江号”旅游动车，让三江南站旅客到发量增长
了 80%。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县通过旅游扶贫带
动了上万名群众脱贫致富。

在引入客流推动旅游扶贫同时，铁路网络的畅通
还激活了不少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促进了特色农副
产品的外销。

自从 2013 年以来，田阳县那坡镇驮卢村的蕉农们
就不再为“过山车”式的价格而烦恼，他们在香蕉基地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植、砍收，按产量获取稳定收入。

改变源于 2013 年开通的百色至北京果蔬专列。经
过几年的发展，这趟名为“百色一号”的果蔬专列不仅
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提升了品质、打响了品牌，
让老区果农逐步尝到甜头。以百色桂七芒果为例，
2013 年收购价格为 5 元/公斤，2017 年最高涨至
11 . 47 元/公斤，增长了近 1 . 3 倍。

铁路部门还对广西贫困县企业给予运力和运输价
格倾斜。南宁局集团介绍，截至 2017 年 6 月，实施重点
运输项目共计 9 项，涉及石料、大理石、瓜果蔬菜等扶
贫县支柱产业产品，并对广西特色木材、食糖等重点货
源实施批量快运议价政策，有效降低扶贫县生产企业
物流成本，仅 2016 年一年货运累计优惠让利 20 多亿
元。

拓展扶贫深度，培育内生动力

金桔、茶叶、红薯粉……在广西一些高铁站，这
些包装精美的“高铁伴手礼”吸引了很多旅客的目
光。这是铁路部门联合地方政府打造的“扶贫产品”。

在通过改善交通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铁路
部门还不断拓展扶贫深度，持续开展定点扶贫，并依
托铁路联通全国的资源优势，整合资源助力贫困地
区产品、产业深度开发。每天傍晚，三江县程阳八寨
景区岩寨屯的村民吴爱仙干完农活，就换上侗族盛
装赶往寨门组织百家宴。当地旅游部门负责人介绍，
高铁开通后，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深度参与到旅游产
业中，比如在茶山景区，以前村民只知道种茶叶，后
来搞起了旅游、吃住、观光，收入大幅增长。

交通环境的改善、铁路部门的助力使得不少贫困地
区群众的理念得到转变，激发了农村创业致富的热情。

在凌云县，自从高铁无轨站开通后，投身创业、
参与合作社的农民越来越多。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县登记注册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有
243 家，辐射带动农户 1 . 92 万户。2017 年 1 — 11
月，当地电子商务创业人员达 1500 余人，通过电子
商务销售额达 7203 万元，同比增长 65 . 4%。

减小“摩托大军”规模、畅通贫困地区经济动脉、培育内生动力……

广西铁路成脱贫攻坚强力“引擎”

“作为户主，我代表全
家人庄严承诺，早日实现
脱贫奔康的目标……”

四川凉山彜族自治州
昭觉县特布洛乡谷莫村，
在村民洛比尔且的老屋墙
上，记者意外发现贴着一
张《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攻坚承诺书》。

洛比尔且的老房子是
17 年前建的低矮土墙房，
虽已破旧不堪，但签字日
期为“2016 年 3 月 8 日”
的承诺书上，写着“听党
话，感党恩”。

“移风易俗，自觉抵制
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陈
规陋习”“自力更生，不等
不靠，脱贫摘帽，争创四好
家庭”等，每一句话都充满
了脱贫的信心和力量。

两百多米外，在几十
栋充满民族风情的漂亮新
房里，记者找到了 63 岁的
洛比尔且，他正在自家新
房里赶制纯木新床。一问
才知道，三间卧室要打三
张床，全家人已忙了两天，
再过两天新床就会安装
好，然后去县城购买床上
用品和家电。

“我再不努力干、加油
干，上对不起党和政府，中
对不起帮扶干部，下还对
不起自家的新房呢！”记者
能感受到，他把“脱贫承
诺”变成了自觉行动。

和洛比尔且一样，谷
莫村户户签有承诺书，如
今不仅都建了新房，而且
户户粮满仓、肉满梁，特别
是里里外外都整理得干净
卫生，十分漂亮。

记者在山坡上随便走进一栋三室一厅的新房，但
见客厅装修得跟城里一样。吊顶、沙发、大彩电、电烤火
器，显得很现代。茶几上有水果，果盘、烟缸、茶杯也一
应俱全。

这户人家有 4 间储藏室，其中一间里胀鼓鼓的麻
袋垒上了屋顶，数一数，有 60 多袋。女主人说：“这是自
家种的苦荞，每袋 130 多斤，总共有六七千斤。苦荞精
粉人吃，其余的喂猪喂牛。”男主人神扎古机告诉记者：
“算上去年出售的马、山羊、绵羊、鸡，加上务工，全家总
收入 10 多万元。”

看来，神扎古机已把“脱贫承诺”变成了现实。
而另一户洛比拉坡，不仅住新房、粮满仓，而且准

备筹办“农家乐”发展旅游增收。目前他已成功创建为
“全省乡村民宿旅游服务质量达标户”。

三年前，村第一书记罗雅宏和驻村工作队一起，驻
村帮扶，村里每天都在发生“千年巨变”。但仍有部分群
众在“等、靠、要”，甚至“争穷”“比穷”。没有享受到帮扶
政策的非贫困户，怨言很大。

怎样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罗雅宏告诉记者：“我
们想了很多办法。”他说，一是帮助群众拟定脱贫攻坚
责任清单，动员他们签承诺书，变“要我脱贫”为“我要
脱贫”。二是通过以奖代补，从行动上帮助他们脱贫。从
打扫卫生到发展生产，几乎大多数帮扶事项，都要奖勤
罚懒，激发贫困户“要我干”到“我要干”的内生动力。三
是把捐款扶持变为“以购代捐”，帮助他们打通市场关，
解决销售难，保护群众的内生动力。比如通过支部、协
会、爱心企业，最近把群众养的 233 头生态土猪、种的
10 万斤土豆，一次性就卖到广东。

地处大凉山深处的谷莫村平均海拔 2300 米，同不
少深度贫困村一样，是脱贫攻坚“硬骨头”中的“硬骨
头”。特布洛乡党委书记马比小龙告诉记者：“全乡 11
个村就有 9 个是贫困村。我们就要从所有的细节抓起，
核心是转变观念，解决思想脱贫的问题。”

2018 年，在全县脱贫攻坚“春季攻势”战役中，罗
雅宏再次承诺：“以建设幸福美丽新村为奋斗目标，上
下联动，确保年底高标准摘帽退出。”

(记者蒋作平、刘海、陈地)
新华社成都 2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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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我结婚，请你来喝我的喜酒。”湖南安
化县东坪镇木子村，大雪覆盖村庄、山冈，路阻难行。1
月 28 日，石笑没想到这种恶劣天气下，扶贫工作队队
长罗伟民会上门走访，赶忙递上喜糖。

过去一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石笑家可谓“多喜临
门”：原来住的老旧木屋拆掉后盖起两层小楼；在广东
打工的石笑返乡，开了家早餐店，生意不错。更重要的
是，全家脱贫了。

石笑对记者说，国家扶贫政策好，建房子享受危房
改造补助，开早餐店用的是 5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今
后，一家人齐心协力，生活会越过越好。

木子村是安化县人大联系帮扶的一个贫困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17 户。2017 年，和石笑家一样脱贫
的达到 60 户。

雨雪冰冻天气来袭，安化县人大驻村工作队扶贫
干部和东坪镇驻村干部周末仍然坚守木子村，和村干

部一起组织村民应对寒冬，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木子村村民谌定君今年 65 岁，她身患残疾，独
居在家，是政策兜底的贫困户。28 日，工作队给她
送去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同行的东坪镇驻
村女干部张利枚，还贴心地给老人身上涂抹止疼药
膏。

“要在细节上关心贫困户，而不只是给钱给物。”

工作队副队长李旭说。李旭是谌定君的帮扶联系人，
他每个月多次去看望老人，有时买些点心和药，陪她
聊聊天。老人家一个人孤单，李旭特意送了一台收音
机，“有电台的声音，至少家里热闹些”。

曾有 25 年乡镇工作经历的罗伟民说，与以往过
年过节慰问困难群众的做法相比，现在针对贫困户
的实际情况“精准慰问”，而且更注重常态化帮扶。

据了解，扶贫工作队每个月驻村时间在 20 天以
上，吃住在村部，双休日经常加班加点。罗伟民住的

房间是办公室兼卧室，书桌上放着几本日志，满满当
当记录着驻村以来的工作。

工作队来了后，木子村面貌变化不小。原来没有
硬化的几条村组公路修好了，村级便民服务中心修
葺一新，干群关系也更加融洽。工作队引导支持村民
组建文艺队，原来种田的农民学会了舞龙、玩乐器，
扶贫的同时“扶了精气神”。

罗伟民的工作日志中，“产业发展”是一个关键
词。一个多月前，在工作队的对接下，木子村全体贫
困户与当地一家有机蔬菜合作社签约。今年，贫困户
们将开始种植沙参、辣椒，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肥
料和技术，并以保底价格回购。

罗伟民说，产业项目要让贫困户参与劳动，参加
技能培训，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和持续发展的
“造血”能力，这样才能真正留下一支“永不撤退的工
作队”。 (记者白田田)新华社长沙电

“工作队长，请你来喝我的喜酒！”

“今天我们真高兴”
▲近日，留坝县玉皇庙镇关房子村的刘玉德（前右）在分红大会上说：“今天我们真高兴，我入社 1 股

1000 元分红了 500 元，60 多岁了，我第一次成股东分红。”当日，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玉皇庙镇关房子村
扶贫互助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对全村加入合作社的 60 户会员 77 股进行分红。

自 2016 年 8 月以来，秦岭腹地的留坝县试点成立扶贫互助合作社，并在汉中市推广经验。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汉中市拥有留坝模式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 500 余个。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第三方评估”确保扶贫“有的放矢”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志龙、杨静、孙晓辉)沂蒙

革命老区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联城镇王家洼子村贫困
户王玉基至今仍然记得，镇村干部到他家“打破砂锅问
到底”的劲头：两个干部拿着个本子，记得很仔细，“喂
了几只羊、养了几头猪，家里有啥都问问。”

“脱贫致富，成败在精准。”临沂市委副书记张宏伟
表示，临沂下辖区县多，扶贫开发情况复杂。扶贫工作
开展之初，有 8 . 6 万名干部做到村村到、户户到，就是
要按照中央要求，扎扎实实做好调查研究。

当前，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一些地区在
扶贫工作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扶贫措施
“有的放矢”。山东淄博临淄区在 2016 年就引入“第
三方评估”，评估由第三方独立组织开展。第三方由
公开招标确定，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档案资料、走
访贫困户等方式进行，重点评估建档立卡贫困户精
准度、到村到户施策的精准度、脱贫成效精准度和群
众满意度。

“整个过程全程采集影像，除当事人外，村干部、

包村干部等其他人员全部回避，保证了实地调查的
独立性、客观性。”临淄区扶贫办主任王安东说。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建议，要发挥好“第三方评
估”以评促改、科学支撑的作用，提高脱贫攻坚的精
准度、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管是评估机制，还是在扶贫中加强调研，都
是为了更真实地倾听和反映我们贫困户的心声和诉
求，让好的政策落到‘实处’，让贫困户更有获得感。”
山东聊城茌平县胡屯镇陶集村贫困户杨长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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