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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3 月 27 日电(记者向定杰)焕然一新
的村委大院、绿意盎然的苗圃基地……春暖花开时节，走
进群山环绕中的贵州省石阡县国荣乡葛宋村，一幅美丽
乡村的图景呈现眼前。

然而一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穷山沟。“山高坡
陡路难走，娶个媳妇留不住”，一句顺口溜，反映了当地的
落后面貌。葛宋村所在的国荣乡，也是贵州省 2016 年 9
月确立的 20个极贫乡镇之一，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

村主任李正平告诉记者，靠着人均不到一亩的零
散土地，大家勉强能维持温饱。而当外面世界快速变化
时，身边辛勤的乡亲们却似乎陷入了越种越穷的怪圈。

62 岁的一组村民李仁昌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土
地承包到户，他家分得的田虽然看起来还比较多，但都
分散在深谷里、山脊上，收成全靠天长眼，一遇干旱就

绝收，想吃一顿大米饭都是奢侈愿望。等到了 90 年代，
随着到沿海务工潮的兴起，李仁昌也和村里大多数人
一样，加入了外出大军。

在探索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葛宋村走了很多
弯路，也交了不少“学费”。去年底，乡里招商引资的企
业综合考察后，决定在村里建苗圃基地，并发展多种绿
色产业。

但是，当前来帮扶的各级扶贫干部走进群众家沟
通土地流转时，不少人心存疑虑：“没地种稻谷了，以后
吃什么？”“一亩才这么点流转费？”“田坎毁掉，地界找
不到了怎么办？”……

“这个弯，转得是有点急！”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李正
平，完全知道村民的心思，毕竟土地对于农民，就是命
脉。不过走南闯北的他更知道，只有规模化经营，才是

脱贫致富的捷径。
经过一番曲折努力，终于全村赶在项目实施前凑

齐了 1200 亩连片土地。从县教育局下来帮扶的第一书
记梁耀朕高兴地说，近段时间每天都有上百名群众在
忙着建设，每月光工钱就要发出去五六十万元。

“三年流转费有三千多元，务工收入也领了三千多
元。”李仁昌一边给树苗培土一边说。在他心中，也有不
种地之后的担忧，但是他也觉得如果一直有事儿做，也
就不怕了。

站在几块规划展示牌前，国荣乡干部伍华林介绍，
未来要打造的是一个田园综合体，要实现群众在家门口
一直有活干、有钱赚。望着盛开的朵朵玉兰，伍华林认
为，这片“贫瘠”土地开出了希望之花。

“我们计划种植红豆杉、金丝楠木、七星茶花等树

种，3 月底要全面完成栽种。”基地负责人安清说，除
了务工费，农户土地流转到合作社，以后还可以领到
分红，可以说既有眼前收益又有长远盼头。

“半山腰还种的有 100 亩红心柚、150 亩花椒、
100 亩软籽石榴……”用手指着四周环绕的大山，李
正平笑呵呵地说，再也找不到一块多余的地了，不然
还想发展点别的产业。

葛宋村的变化，只是国荣乡进行土地流转，实现
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助推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在
海拔 1100 多米的荒坡上，辐射 6 个行政村的坪上山
地高效产业园区，整合各类土地 5000 余亩，发展茶
叶、果蔬、中药材等多种经营，覆盖了贫困人口 302
户 1228 人。从坪上向下望，斜坡上、山腰间一片翠
绿，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

贵州石阡：“贫瘠”土地开出希望之花

新华社成都 3 月 28 日电（记者叶含勇、董小红、许
茹）挥舞衣袖，载歌载舞，在行进中跳成一个圆圈———
作为藏族知名舞种，“巴塘弦子”融诗、琴、歌、舞一体，
是藏民喜爱的娱乐方式。

2012 年以来，成都市双流区在对口支援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过程中，从最困难最艰苦的点着力，
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探索构建社会大援建格局，将
该县贫困发生率从 21 . 77% 降至目前的 7 . 69%，同心
合力奏响精准脱贫的“巴塘弦子”。

高原贫困县建起游乐场

旋转木马、碰碰车、海盗船……这些内地常见的儿
童游乐设施，对高原上的孩子们来说，却是第一次零距
离体验。

巴塘位于甘孜州西部，与西藏芒康县仅隔一条金
沙江，平均海拔 3300 米，贫困面广、程度深。2012 年，
根据四川省安排，成都双流区启动对该县的对口支援，
瞄准市场打开了产业扶贫新思路。

春日阳光和煦，在巴塘县蛟龙港儿童游乐场，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稀奇”。

记者了解到，该游乐场自今年 1 月 13 日开业以
来，每天平均收入近万元，运行一个月赢利 28 万余元，
下一步还打算设立会员制度，吸引更多客源，每年盈利
将给游乐园所在的架炮顶村村民分红。

但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初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心，巴
塘县人口总共不过 5 万，何况整个甘孜州都还没有一
所游乐园，真的会有人来吗？

“巴塘地处川藏交界，流动人员多，离大城市远，游
乐园建成后不仅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还能帮助解决
长期以来孩子放假无人照看的困难。”双流区对口支援
工作指挥部指挥长谭永生说。

瞄准市场需求精准施策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脱贫机
遇。49 岁的架炮顶村村民曲扎是贫困户，老父亲常年
瘫痪在床。现在，曲扎不仅年底有分红，大儿子还在游
乐园找到了工作，日子逐渐有了起色。

电商助力农产品“下山”

消费者扫扫二维码，进入“巴塘县电商双创平台”，
就可以轻松购物，高原雪菊、巴塘核桃、青稞酒等特色
产品一应俱全。

藏区山大沟深，为了打破“有产品而无市场”的
尴尬，双流区以电商扶贫为抓手，依托援建力量孵化
建起了族迹农业公司，启动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
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五彩藏乡·丰美巴塘”品牌，
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成功进入京东、淘宝等电商平
台。

双流援藏干部、巴塘县农牧局副局长田爽说，自
2017 年 7 月电商平台建立以来，销售渠道逐渐打开，
许多特色产品受到内地消费者欢迎。“几百斤高原雪菊
几天就被抢购一空。”

族迹农业公司负责人宁伟说，去年“五彩藏乡·丰
美巴塘”系列特色农产品销售收入约 200 万元，带动巴
塘 226 户贫困户增收，平均每户增收 400 多元。

今年，“公司+合作社+农户”的高原特色农产品运
营模式将进一步提质扩面，吸引更多高原贫困家庭参
与。

众人拾柴同心脱贫

白菜、黄瓜……巴塘县夏邛镇夏桑卡村蔬菜大棚
基地里，10 多种蔬菜长势喜人。夏桑卡村村支书格桑

次仁告诉记者，去年底蔬菜基地已经给村民分红 60
多万元，人均分红 1 万多元。村民参与土地流转有租
金，在大棚里工作拿月薪，年底还有分红，大家的积
极性很高。

为了支持巴塘县产业脱贫，双流区主要领导带
头示范，在各类引资洽谈会上优先推介巴塘招商政
策和产业环境。

3 月 22 日，由双流援藏干部引进的山东寿光高
科温室工程高原生态农业项目与巴塘正式签约，有
望改变高原蔬菜供应难题。去年以来，双流已为巴塘
引进“318 零”高端矿泉水品牌等多个产业项目。

为实现对口援建成效最大化，双流区不唱政府
“独角戏”，而是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探索构建社
会大援建格局。

谭永生介绍，双流在四川省率先启动了“千企帮
千户”行动，目前已发动 540 家企业参与，筹集帮扶
资金 360 万元，收集企业帮扶意愿 220 个，将根据巴
塘县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目前，双流区社会各界已累计向巴塘捐助爱心
资金和物资 1700 多万元，帮助引进投资项目 3 个，
帮扶困难群众 2 万人次以上。

成都双流:奏响精准扶贫的“巴塘弦子”

正值春耕时节，新疆
喀什的田间地头满是忙碌
的身影。而在喀什市新投
六盘水磨鸽业公司的大院
内却更为热闹，不少村民
准备完春耕事宜后，便在
这里开起了交流会。

“以前这里的鸽子只
用来吃，现在我们养的‘白
羽鸽王’带来的却是‘富种
子’。”在喀什市英吾斯塘
乡，新投六盘水磨鸽业公
司总经理张文这样形容当
地的养鸽产业。

“一只乳鸽 18 元，1 颗
鸽蛋 2 元，公司会统一来
收。”正在给大伙算账的贫
困户帕提古丽·亚森从去
年 10 月底开始养鸽子，每
个月比原来多收入 200 至
300 元，“仅靠这一项今年
我也能脱贫了。”

新投六盘水磨鸽业公
司是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公司驻村工作队的扶贫项
目之一。早在 2016 年新投
集团便开始在英吾斯塘乡
探索养鸽产业脱贫模式，
并从去年开始推行“公司+
培训基地+农户”的产业发
展促脱贫新模式，目前已
培训 220 户贫困户，发放
种鸽 10560 羽，每户年均
可增加收入达 3000 元。

在英吾斯塘乡，养鸽
产业帮助许多贫困户在家
里找到了收入来源。“我家
的鸽子已经开始产蛋了！”

刚将鸽子接回家不久的麦
合木提·达吴提向周围的
朋友“炫耀”。作为第四期鸽
业培训班的学员之一，今
年 30 岁的他由于照顾生
病的父母无法离开家里打
工，只能守着家里的 10 亩
玉米和小麦。如今，他在家里养起了鸽子，活不重，
妻子也能帮忙照看，还能照顾生病的父母，“现在足
不出户就能赚钱，自己也比以前更有动力了。”

张文介绍，笼养的“白羽鸽王”种鸽每对可年产 7
至 8 窝乳鸽，鸽业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协议，饲料村民
可用自家丰收的玉米到公司进行兑换，所有达标的
乳鸽按市场价收购，家里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饲养。

村里为此还专门成立由鸽业公司专家、养鸽能手、乡
畜牧所高级畜牧师组成的养鸽服务队，为养鸽贫困
户提供跟踪指导、日常技术服务、防疫治疗等。

“一周前新的一批贫困户又开始培训了，一个
月后他们也就走上脱贫的道路了。”眼看着不少村
民养鸽已有成效，张文告诉记者今年还将进一步
扩大养鸽规模，为贫困户增加更多收入。

再过一个多月，新生的乳鸽将伴着咕咕咕咕的
叫声，走进贫困户家中，留下一颗颗脱贫的“富种子”。
(记者顾煜、关俏俏)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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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3 月 28 日电(记者马莎)贫困户马由
苏夫家中去年“落户”了两头有“正规档案”的母牛，这
让他放弃了十多年在外打工奔波的生活，回到家乡重
新经营养殖。

“我家牛有份牛‘档案’，年龄、性别、身高、体重，都
记录在册，有了这个档案，牛长得肥美，我们日子也有
盼头了。”马由苏夫打开基础母牛管理资料袋，拿出档
案，“看，还有牛的‘证件照’哩。”

33 岁的马由苏夫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
城关镇十里墩村村民，家中四口人，只有他一名劳力，多
年来全家靠他打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家里有两亩
地，种过玉米，但一直卖不上好价钱。”马由苏夫说，“也试
过养牛，但养得不好，没挣上钱，饲料花费倒赔了不少。”

本打算彻底放弃养殖的马由苏夫在去年村上发放
基础母牛时动了心。“政府补助 6000 元，帮我们选种、

培训、建立养殖档案，我觉得靠谱。”马由苏夫坦言，档
案设计面面俱到，一旦发现问题，就可联系专人享受上
门服务。此外，政府还承担了两头母牛的日常监测和防
疫工作，档案中也会相应记录注意事项和下次监测及
防疫的时间。“一年多了，两头母牛都很健康，其中一头
已经产犊，还是头小母牛。”

马由苏夫表示，有了这个档案，母牛各项生长指标
一目了然，他重新拾起了养殖的信心。“都说‘养牛三年
五个头’，以前总觉得是句空话，现在努力的话，我觉得
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广河县农牧局局长马进福介绍，养殖档案一式三
份，村委会、服务人员、养殖户各持一份。“建立档案的
目的是让养殖专业化、正规化，从而达到规模化，通过
这样的方式，将帮扶养殖的工作责任到人，给群众带来
安全感，激发他们的养殖兴趣，提高养殖效率。”

令马由苏夫欣慰的是，近两年来，县上大力推广“粮
改饲”，他把家里两亩地的玉米都打成了青贮玉米饲料，
“两亩地收的饲料够两头牛吃一年，省了一大笔钱。”种、
养问题都解决了，马由苏夫觉得日子有了新希望。

马进福表示，“粮改饲”成果帮助农户大大降低了
养殖成本，这种农牧互补的方式为群众脱贫致富增添
了新动力。

据介绍，去年广河县在 17 个重点贫困村 3850 户
共投入资金 4597 . 5 万元，补助发放基础母牛 3850 头，
贫困户 2383 户，每户补助 6000 元，非贫困户 1467 户，
每户补助 5000 元。截至目前，发放的基础母牛已产犊
1158 头。今年，全县计划发放基础母牛 5000 头，实现
贫困村投放全覆盖。

“这份档案不仅记录了我家牛的生长状况，同时也
将记录我的脱贫过程。”马由苏夫说。

甘肃临夏：牛“档案”记录贫困户脱贫事

羊肠小道变最美赛道

助山屯乡亲脱贫致富

▲在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中，参赛选手经过弄拉路段(资料照片)。

从昔日深山的羊肠小道变身今天网友盛赞的“最美赛道”，广西马山县古零镇古零村弄拉屯一条不到 4 公里
长的公路，成为带动当地旅游发展、乡村振兴、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金纽带”。弄拉屯位于大山之中，曾经交通不
便。“要致富，先修路。”从 1989 年起，弄拉屯开始修建公路。此后，这条公路不断被改造扩建，通过公路前来弄拉
屯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个月前，这条全长 3 . 5 公里、宽 8 米的沥青路还迎来了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
巡回赛。据统计，2007 年，弄拉屯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00 多元。到 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 19260 元。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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