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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26 日电(记者郭强、范帆)2 月 26
日，江西井冈山，新春的喜庆氛围仍未散去。

一年前的今天，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成为
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市。一年后，记者深入井冈山回访发现，脱贫后，井冈山
各贫困山村面貌仍在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精气神越来越足！

脱贫不返贫

这个正月，左秀发一直没闲着。
他所在的神山村曾是井冈山最偏远的山村之一。

这两年，通过脱贫攻坚，这个落后的小山村不仅面貌焕
然一新，还成为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

“大年初一开始，村里游客就没断过。”67 岁的左
秀发乐呵呵地说。在脱贫攻坚中，这个昔日的贫困户开
了一家农家乐。去年家里收入超过 5 万元。

“现在，我们不仅脱贫了，还开始奔小康啦！”他说。
在井冈山脱贫“摘帽”一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

井冈山各贫困山村，听到一个个脱贫后日子越过越好
的故事，看到一张张脱贫后的笑脸。

蜿蜒的栈道沿湖而建，清澈的溪水静静流淌，屋后
绿树成荫……在井冈山柏露乡长富桥村，一个集农事
体验、休闲养生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格外惹眼。

“以前这里到处是芦苇地、泥巴地，现在变成了‘风
景区’。”村民李小明将自家民房改造成民宿，自己又在
村里打零工，每月能赚 3000 多元。

他说，等以后游客多了，家里的收入还会更多！
井冈山市市长焦学军告诉记者，2017 年，井冈山

贫困发生率又由一年前的 1 . 6% 降至 0 . 42%，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606 元，增幅 12%。

摘帽不摘政策

脱贫后，井冈山长坪乡中烟村脱贫户康海明一度
有些担心。妻子因尿毒症去世，这两年在政府帮助下，
日子正慢慢好转。但脱贫了，帮扶是不是也没了？

然而，脱贫后不久，驻村第一书记陈平便来到他
家，告诉他脱贫后帮扶政策仍然延续，家里有困难可以
继续找他。刚开始康海明不太相信，但看着陈平还和过
去一样待在村里，并经常到他家嘘寒问暖，他心中的顾
虑打消了。

记者在井冈山回访发现，脱贫“摘帽”后，当地坚持
脱贫不脱帮扶、摘帽不摘政策原则，继续巩固提升脱贫
成效。井冈山市委农工部部长巫太明说，2017 年，当地
共整合 4 . 6 亿元资金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让贫困群众
的日子越过越好！

记者见到井冈山厦坪镇厦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谢冰
时，他正在村里为脱贫户处理医疗报销的事情。“我们现
在的工作状态还是和脱贫前差不多，乡亲们刚脱贫，我
们‘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确保他们能稳步脱贫！”谢冰说。

和脱贫前有所不同，脱贫后，由于贫困群众物质生
活有了明显改善，帮扶干部更注重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促进长效脱贫。

在井冈山茅坪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由干部和脱
贫户参与的点评会，通过民主评议指出各自成绩和不
足。“干部对脱贫户点评，脱贫户也对干部打分，相互促
进，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茅坪乡党委书记刘晓泉说。

返乡不离乡

今年春节，张春花再也不为抢票而发愁了！
她家所在的井冈山大陇镇案山村地处黄洋界山脚下，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产业不兴，村民大多以外出打工为
生。在脱贫攻坚中，随着基础设施和村庄环境的改善，一
位来自广东的客商在这里投资兴建了一个度假村。

看着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去年，在外漂泊的张春
花辞掉了深圳一家鞋厂的工作，回到村里成为一家
民宿的前台服务员，每月工资 2000 多元。

“以往过完年就得往外跑，现在在家和在外面挣
得差不多，还能就近照顾老人小孩，不打算再出去
啦！”谈起如今的生活，张春花开心得合不拢嘴。

记者在井冈山发现，随着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和
产业日渐兴旺，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人返乡创业就
业，昔日的贫困村因此焕发出生机。

今年春节，一直在外务工的井冈山柏露乡长富
桥村村民杨文冠决定不再出去打工，而是留在家里
利用自家农宅发展农家乐！

“过年回来，发现村庄变了样，都有些不认识
了！”杨文冠笑着说，村里好几个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年轻人，也打算留在家里创业。

井冈山市市委书记刘洪说：“脱贫‘摘帽’后，井冈
山贫困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精气神越来越足，充分
说明井冈山脱贫‘摘帽’是经得起检验的！”

生活越来越好，精气神越来越足！
井冈山脱贫周年考

新华社武汉 2 月 26 日电(记者李伟)减少村级填
表，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数据外，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
填报扶贫数据。同时，减少检查考评，减少会议文
件，精简会议活动，减少发文数量，严禁朝令夕改。

这是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最新提出的减轻基
层工作负担的要求。按照要求，湖北扶贫数据主要通

过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上报，不得要求县以下单位通过
其他渠道提供，不得增加规定以外的表册资料和填报
频次。要推进扶贫信息部门共享、互联互通，保持部
门之间数据一致性，精准扶贫大数据不得各自为政。

湖北还明确提出，不准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搞
“文山会海”。不得召开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会议，下
发没有政策含金量的文件，用开会、发文件等代替工

作落实。
此外，湖北要求不得频繁检查、多头督办，省市

两级对县及县以下的考核每年原则上不得超过 2 次，
市级及以下未经省里批准不得开展第三方评估。不得
为迎接各项检查制作展板、画册、标语、横幅等，不
得到基层搞无明确目的、无实质性内容、重复或轮番
调研，分散基层精力，加重基层负担。

湖北：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准搞“文山会海”

新华社成都 2 月 25 日电（记者陈地）“核桃树喜
温、喜光，对水分要求较高，尤其是新梢生长期和果实
发育期，更需要充足的水分供应……”近日，在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中梁村“农民夜校”课堂里，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组、农技员及村干部、贫困户等 52
人，跟随德昌县林业局专家杨胜军来到田间地头，学习
核桃种植、施肥及日常管理技术。

“可核桃挂果要三四年，进入盛果期更久，挂果前
我们咋挣钱呢？”一位贫困户问道。杨胜军颇有底气地
说：“我们计划让大家在核桃树下栽种万寿菊，增收效
果也会非常明显，大家就放心吧！”话毕，众人开心地笑
了起来。

据了解，从 2016 年 8 月开始，四川根据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依托村级活动阵地开办“农民
夜校”，组织农民群众学政策、学法律、学技术、学文化，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已开办“农民夜校”45832 所，实现
了所有行政村全覆盖。

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为坚持精准施教，
四川全省制定了“农民夜校”课程指导目录，细分时事
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技能、文明新风、文化科普 5 类
117 项指导课程，深化感恩奋进、艰苦创业、脱贫争先 3

大主题教育。去年 12 月，全省 4 万多所“农民夜校”便
同步收看了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民夜校网络直播示范
课。

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元宝村，听到报告的村民
谢胜银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们承包的土地到期后真的
再延长 30 年？”

一旁的镇党委书记刘迎春来到谢胜银身边，指着
十九大报告给他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
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这下心里有底了，可
以安安心心搞生产。”看到原原本本的报告，谢胜银乐
开了花。

据了解，除了在课程上精心设置外，在师资选择
上，为了让农民更易接受，四川还坚持多元化选配师
资，重点从基层干部、驻村干部、“土专家”、“田秀才”、
致富能人、学校教师、医务人员中择优选聘，授课教师
达 17 . 1 万名，确保每所夜校专兼职教师达到 6 名以
上。

此外，为了将知识送上门、点亮山里的“脱贫灯”，
四川各地“农民夜校”把村庄当教室、大地当课堂，目前

已累计在居住分散的村开展分片分组教学 626 . 2 万
人次，为行动不便的农民群众开展上门送学 356 . 8 万
人次，在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推行了“田间辅
导”“帐篷学校”“马背课堂”，方便群众就近就地学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胡光伟说，同贫困山区比
起来，发达地区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生活水平都远具
优越性，而公共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像一条巨大
的鸿沟，横亘在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之间。在全省
所有行政村开办“农民夜校”很好地弥补了“文化扶贫”
的短板，它的课程设置贴近扶贫实际，授课对象是山区
群众、讲课人是技术专家，这一个个具有生机与活力的
“农民夜校”，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和素质，更犹如大
山深处的明灯，照亮了脱贫奔小康的致富之路。

“五月的索玛花盛开，党的关怀到小山来，办夜校，
谋发展，牵手走进小康路……”在凉山州喜德县小山村
“农民夜校”里，这首旋律优美、歌词朴实的《小山农民
夜校之歌》成为学员们课间的必唱曲目。

合唱队伍中，村民阿尔伍各的声音尤其洪亮。从
2016 年夜校开班至今，夜校的课阿尔伍各一堂都没落
下。“只要把党的政策学好，把新技术学好，脱贫致富不
是问题！”阿尔伍各信心满满。

四川：“农民夜校”点亮大山“脱贫灯”

▲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滚贝侗族乡三团村，石秋香（右三）向村民讲解收购红薯的要求（2017 年 10 月 24 日摄）。

石秋香是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水东村小洞屯的一名 85 后姑娘。2013 年她从深圳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野生灵芝等当地特产，之后还成立品牌“秋
野家山珍”。一次偶然的机会，石秋香吃到已经少有人种植的传统高山红薯，那一口乡味让她念念不忘。于是她开始尝试高山红薯的种植和销售，结果生意特别红火。

去年，在当地乡政府的支持下，石秋香把高山红薯种植推广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当地高寒山乡 1000 多户贫困户种植高山红薯 2000 多亩，年产 3000 多吨。高山红
薯从各村寨汇集到石秋香所在的小洞屯，“华丽转身”成鲜薯、红薯粉条和红薯干等多种产品，成为了电商平台上热卖的宝贝，远销各大城市甚至海外。

谈及未来，石秋香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龙涛摄）

““薯薯来来宝宝””为为乡乡亲亲谋谋脱脱贫贫

“要定期清理路面、整理
侧沟，保障道路整洁通畅。”

38 岁的李雷，时常穿着橘红
色的护路服，带着锄头、铲子
等工具，开着公路养护专用
车，沿着乡村公路忙碌。

李雷是云南省昌宁县温
泉镇松山村村民，他还有一
个特别的身份：松山村公路
养护专业合作社专职护路
员。李雷管护的这条路宽约
4 . 5 米，全长约 22 公里，连
接着温泉镇松山村、联席村
和新河村。

温泉镇距县城 20 公里，
境内山高坡陡，是典型的温
凉山区农业乡镇。生在大山，
也困于大山，当地群众一直
盼望着有一条畅通的公路。

68 岁的村民于维忠，是
当地“路之变迁”的见证者
和亲历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于
维忠负责把村里的茶叶转运
到镇上。“那时把茶叶等农产
品运出去不容易。”于维忠早
上赶着 4 匹马，沿着泥巴山
路，盘旋曲折，到镇上供销社
时已夜幕降临。

上世纪九十年代，松山
村开始修建砂石路，交通逐
渐改善。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
对农村公路的建设投入力
度，松山村建起了水泥路，村
民出行便利，山货也很容易
外运出售。交通便捷，村里建
起许多小型茶叶加工厂。

2013 年，村里修通了水
泥路，几乎家家户户都用拖
拉机、摩托车运茶。伴着阵阵
马达声，茶叶沿着路很快就
运出去了。

“村里变化太大了！马帮
成了回忆。”于维忠感叹。

怎样养护好群众的“致富
路”？2013 年底，村里组建了公
路养护专业合作社，村党总支
部书记任理事长、村委会主任
为副理事长，村党总支下辖的
五个支部书记任理事。合作社利用相关渠道解决经费
保障，筹资购买公路养护专用车辆及用具，安排 2 名
专职护路员，每年核定 1.6 万元专项管护经费。

有了“好路”，村民发展产业热情高，日子越来
越红火。李雷家里种着 40 余亩茶，收入很稳定。一
名护路员每年补贴仅 8000 元，考核还很严格，为
何要干这份“苦差事”？

“补助是不多，但能为村里发展做点贡献还是
很值得。”李雷说。

合作社还将松山村 24 个村民小组的村组道路
纳入管护范围，由各村民小组在本小组内指定 1 名
专人，在合作社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道路管护。“乡村
道路专业合作社管、村组道路专人管的农村公路管
理格局逐步形成。”松山村党总支部书记王子江说。

合作社定期对 2 名专职护路员和 24 名村民小
组公路养护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把养护人
员工作完成情况与工资报酬兑现挂钩，奖勤罚懒。

“不考核哪能行？”看着自己参与养护的公路
逐渐实现“畅、洁、绿、美”，李雷觉得这些年的汗水
没白流。

昌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晋妤说，公路养护
专业合作社模式，使农村公路由无人管护变为专人
管护，由零散管护变为定期管护，由简单维护变为
规范管理，做到路面整洁、道路通畅、管护有力。

目前，昌宁县 13 个乡镇以不同形式成立了
16 个农村公路养护专业合作社，以行政村为片
区，将沿线农村公路划段承包到村民小组，责任包
干到户，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见成效。

“如今，修路、管路、护路大家都积极参与。”71
岁的村民于信廷说，过去大家去趟镇上都不容易。
“现在到县城逛街买东西、看演出都很方便。”

“为了大家的路，我仍会尽心干下去。”李雷一
脸自豪地说。 (记者王长山、林碧锋)

新华社昆明 2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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