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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和：蜜柚成“扶贫常青树”

粮食亩产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左右的人
口未解决温饱……建省前的海南是我国最贫穷落后的
地区之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始终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 30 年砥砺奋进，实现了从
人民群众基本温饱尚未解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大跨
越。 5 年来，减少贫困人口 61 . 7 万，贫困发生率由
12 . 3% 降至 1 . 5% 。

聚焦短板化解民生痛点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进村，绿树掩映下，
48 栋黎族风格的“船型屋”楼房引人注目。八年前
的什进村还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槟榔木床茅草
房，三块石头支口锅”，是这个黎村的贫困写照。

为改善贫困群众的居住条件，海南历时 18 年彻
底消除茅草房，又于 2009 年启动农村危房改造，截
至去年共完成改造 26 . 3 万户，惠及百万农民。

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迅速推进，农村面貌发生深刻
变化。 195 米的大桥通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
村，农民劳作、孩子上学遇到大雨不再靠船出行；临
高县道德老村修起环村硬化道、建设雨污分流管网，
“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成为历史。

扶贫必扶智。山峦环抱的王下乡是海南最贫困的
乡镇之一。在过去，乡里孩子考上高中是件稀罕事。
2006 年，昌江黎族自治县将这个乡的初中生全部迁

至县城就读。教育扶贫移民学子韩如雪大学毕业后回
到王下乡政府工作。她说：“没有教育扶贫移民我不
可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是为了汲取知识，回归家乡
希望帮乡亲们尽快脱贫。”

昌江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海南教育扶贫移民工程
累计投入近 14 亿元，建设 24 所思源实校、 14 所教
育扶贫移民学校，为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了 5 . 5
万个学位。目前，海南已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贫困学子全程扶持体系。

针对因病致贫“硬骨头”，各地不断完善健康扶
贫体系。琼中构筑起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医疗补充商业保险救助、贫困户人口救助
专项资金组成的“六道防线”；五指山利用信息化手
段搭建“互联网+健康管理”远程平台，促进医疗资
源贯通。

夯实产业打通“造血动脉”

莽莽胶林中，鸡群自由栖息。在儋州市雅星镇飞
巴村，村民老符一早来到自家橡胶地喂鸡。“妻子长
年患病、三个孩子上学，过去一家人只能靠种点橡胶
维持生计。”老符 2016 年开始养鸡，当年就摘了贫
困帽。

为破解种养小散弱问题，海南着力提升产业扶贫
规模化组织化程度。 2017 年，海南投入农业产业扶

贫资金 12 . 42 亿元，同比增长 60% ，产业扶贫组织
化程度达 87% 。

长期以来，扶贫项目同质化制约着脱贫增收步
伐。对此，海南各市县立足本地资源力求特色化发
展。琼中森林资源丰富，花源植物多、花期长，养蜂
被打造成扶贫优势产业；渔业大县临高拥有亚洲最大
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贫困户与养殖企业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共享发展红利。

在推进产业扶贫的过程中，海南构建起政府、市
场、社会协同发力的大扶贫格局。 330 个省定点扶贫
单位定点帮扶 323 个贫困村，“百企帮百村”行动推
动 270 对村企结对帮扶。

在脱贫攻坚一线， 1200 多名驻村干部成为脱贫
“领头雁”。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党总支书
记黄丽萍等 11 名党员成立合作社，通过“党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引导贫困户抱团发展。通过发
展芒果等产业， 107 户贫困户一年内全部脱贫。

着眼长远促进“增绿”增收

森林覆盖率高达 62% 、空气优良率保持在 99%
以上，海南是生态“优等生”。然而，海南中部生态
核心区又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5 个国家级贫困
县中的五指山、保亭、白沙、琼中均坐落于此。

2014 年起，海南对上述 4 个市县全面取消 GDP

考核。不比 GDP 了，如何拼发展、促脱贫？琼中
县委书记孙喆说：“比 GDP 比的是发展速度，不
比 GDP 考的是发展思路。”

如今，海南贫困市县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海南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逐
年增加生态补偿资金规模，去年共安排生态补偿资
金 30 . 49 亿元。全省设立护林员岗位 6419 个，优
先安排贫困劳动力上岗。

林下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绿色引擎。五指山、
保亭、白沙、琼中等市县扶持贫困户在林下种植益
智、雪茄、秀珍菇，仅益智种植面积就达 3 万余
亩，带动 2 . 6 万人脱贫。

海南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已建成 406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到 2020
年，海南将建成 1000 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乡村示范村，打造全域旅游点、线、面格局的重要
载体。

2017 年，海南 5 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收入增
速位居前五位，五指山、白沙、保亭、琼中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首次破万元。海南省扶贫办主任孟励
说，海南将用改革发展的办法促进贫困地区全面发
展，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全域
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今年实现 5 个国家级贫困县
整体脱贫摘帽。

（记者罗江、陈碧琪）新华社海口 4 月 23 日电

最大特区迈向全面小康
海南脱贫攻坚扫描

新华社南昌 4 月 23 日电
(记者余贤红、朱昊晨)日前，
江西上饶县望仙中学迎来 3 名
特殊的“新生”。他们过去因
厌学而辍学，如今，经过老师
上门劝学全部返回课堂，捧起
书本。这是当地“控辍保学”
的最新成绩。

望仙乡地处上饶县最北
端，在望仙乡中心小学有一间
“教育扶贫工作”办公室。望
仙乡中心小学校长吴爱萍介
绍，全乡 716 户贫困户 3 岁至
20 岁学生的学籍档案都存在
这里。

“不仅仅是贫困户，全乡
5511 名少年儿童的学习情况
都摸排了。”吴爱萍说，通过
学籍信息和户籍信息比对筛
查，教师和乡村干部入户核
实， 2017 年以来已经让 35 名
辍学中小学生返回教室。

上饶县教育体育局局长马
焕斌介绍，全县 24 个乡镇经
过全面摸排，建立了辍学少年
儿童信息档案，随后组织老师
和乡村干部反复上门，逐一动
员返校就读。

老师多次电话劝说后，已
在深圳一家超市当收银员的胡
帆新学期返回应家中学就读，
正全力准备中考。“初中没毕
业，可选择的工种不多，应该
继续学习。”胡帆说。

为了动员辍学的少年儿童
返校，望仙乡党委书记林上蒲
好几个月都没有完整的双休
日。“我们乡村干部和教师逐
一上门做工作，力争不落下一
名学生。”林上蒲说，看到这
么多孩子返回学校就读，大家
都觉得辛苦付出是值得的。

据上饶县教育体育局统
计， 2017 年以来教师和乡村
干部共劝返辍学学生 586 人。

江西上饶县是国定贫困
县，全县 2 . 5 万户贫困户
中，户主小学以下文化者占比
达 7 4 % ，高中以上的不到
2% 。

“贫困人口学历分析表
明，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有效手段。”上饶县委书记
熊孙魁说，多次上门劝学仍拒
不返校的，由乡镇政府依法起诉其法定监护人，
通过起诉已促成 116 人返校。起诉一个，教育一
片，以此增强全社会遵守义务教育法意识，切实
降低辍学率。

辍学返校青少年中，有的年龄较大，有的辍
学时间很长，普遍学习成绩较差。“重返校园的
学生如何管理，如何防止‘二次辍学’？”马焕
斌说，各学校各尽所能，让辍学返校学生留得
住、学得好、能进步。

上饶县上泸镇是千年古镇，民间高跷表演历
史悠久。得知辍学返校的 8 年级学生沈晨易擅长
高跷技艺，上泸中学让他加入高跷兴趣小组。

“经常在大型活动中表演高跷技艺让沈晨易
找到自信，他觉得高跷能学好，学习成绩也能跟
上。”上泸中学校长姚杰说，沈晨易学习成绩稳
步上升，保持下去有望考取重点高中。

针对辍学多年、学习进度难以跟上同龄人的
孩子，各学校开设专门的强化班。上饶县教育体
育局组织人员为强化班编了讲义，内容涵盖怎么
写领条、借条，生活礼仪、法律常识等，测试合
格后发结业证书。

此外，对全县 241 名因重残而辍学的孩子，
上饶县设“一人课堂”，由帮扶老师“送教上
门”，每学年不少于 80 课时。

熊孙魁说，“控辍保学”是为了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推动建立脱贫长效机制。

目前，上饶全县小学、初中辍学率分别降至
0 . 01% 和 0 . 43% ，提前达到国家确定的 2020 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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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梅永存、刘旸)摆脱贫困后，
如何继续挖掘比较优势、扬长补短，让脱贫致富之树常
青？近年来，福建省平和县通过实施“减量、谋变、立新”
三大变革，做优、做强蜜柚产业，有效探索和破解这一
难题。

目前，平和全县 61 . 3 万人中有 40 多万人从事蜜
柚相关产业，农民 80% 的收入来自于此。

以减求增

四月平和，柚花烂漫。蜜柚园里，果农们正攀爬上
树，修剪柚花，当地人称之为“疏花”。“疏花”减少挂果，
但可以让挂果均衡，个果长得硕大饱满。

“以减求增”的朴素农事道理，正深刻影响平和蜜
柚业发展。据平和县农业局副局长林立武介绍，2015
年，平和提出科学制定蜜柚种植规划，明确限制的区域
范围，引导群众合理开发、科学管理。目前在全县范围
内严禁开山毁林种柚，建设生态柚园，同时安排专项资
金对退果还林给予经济补偿。

上世纪 80 年代初，平和干部带头上山种柚，全县
掀起“蜜柚热”，让一方百姓告别贫困。目前平和蜜柚种
植规模达 70 万亩，2017 年产量达 120 万吨，产值 50
亿元，涉柚产值超百亿元。

然而，近年来蜜柚市场价格走低，柚农增产不增
收。小溪镇西林村蜜柚种植大户李亚信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一斤柚能卖两三元，如今走俏的红柚也不过
两元多，白柚只能卖 1 元多。

平和县蜜柚产业联合会会长林启明分析道，品种
单一、过度种植、供过于求，不当使用化肥农药造成柚
果质量和土地肥力下降，深加工不足、附加值不高，品
牌保护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了蜜柚价格。“为柚果觅
出路、谋未来，就必须在减中求增，在变中求生。”

以变求生

游香平有一手家传古法制作蜜柚膏的好技艺，从
前她只在自家厨房熬制，如今投资几百万元，购买设
备，租下 3000 多平方米厂房，大批量生产蜜柚膏，旺季
里一个小时可生产 2000 瓶。

“2018 年春节前后 1 个月间，就卖出 20 多万瓶，
订单一波接一波，供不应求。”游香平兴奋地说。

提高蜜柚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做足深加工文
章是必经之路。林立武告诉记者，除蜜柚膏外，果脯、果
汁、果茶、果酒、柚皮苷、蜜柚香油、香精、香皂、沐浴露等
产品也正研发推广，一年全县可深加工蜜柚 5 .7 万吨。

与此同时，平和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减量技术，用补
贴的方式引导果农施用有机肥，建立废果回收机制，既
保护市场，也保护水土。

李亚信说，“虽然有补贴，但是人工费也跟着涨。”
为此，农业部门正在对生物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试

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减少施肥、打药、除草、环割、翻土
等种植管理流程中的人工劳作。

以新求兴

记者在平和云柚工场众创空间还看到，20 多个蜜
柚种植基地做到视频监测覆盖，监测点可采集温度、湿
度、光照、降雨量等数据。今年计划在每个村都设置监
测点，每个监测点覆盖 50 亩果园。

据平和县慧眼食珍网络科技公司总经理周何亮介
绍，正在建设中的蜜柚大数据运营平台，在种植管理、
农资购销、快递物流、客户对接等方面都会提供解决方
案，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品控溯源系统，让每个柚果都有
自己的“身份证”，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品牌价值。

站在霞寨镇高寨村的观景平台上，5000 多亩果园
尽收眼底，果树遍山坡，柚海泛碧波；漫步在果林中的
栈道索桥，花香沉谷，莺飞虫鸣。

霞寨镇党委书记赖进杰告诉记者，镇里计划打造
一个集吃、住、游为一体，面向亲子娱乐的“柚惑园”景
区，一期投资 2 . 93 亿元，用于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
施建设。

“互联网等新技术为蜜柚产业插上二次腾飞的翅
膀，蜜柚旅游也刚刚起步，我们要用好各种创新手段，
把握新商机，擦亮蜜柚旧名片，形成致富新品牌。”赖进
杰说。

工人在融水苗族自治县
杆洞乡花孖村维修公路（ 3 月
27 日摄）。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
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全县总面
积 4638 平方公里，其中约 85%
为山地。复杂的地理环境严重
制约该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影响大苗山群众脱贫致富。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以
脱贫攻坚为抓手，积极推进农
村公路建设维护：全县 1215
公里建制村道路 100% 硬化；村
村通水泥路目标已经实现，近
七成屯铺通水泥路。2017 年，
该县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称号。目前，
当地正落实“2020 年乡乡通二
级路”的目标，计划建设道路
197 公里，惠及 11 个乡镇的
26 万多百姓。不断完善的交通
网络，似条条动脉，推动全县脱
贫进程。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打通苗山

脱贫动脉

一场春雨后，生活在新疆伊犁河谷的肉孜买买
提·特里瓦里地和众多护林员一起，趁着好时节种下
2000 亩经济林。除了种树，他们还要护林。

今年以来，新疆落实新一轮国家生态公益林扶持
政策，8000 名贫困人口“变身”成为生态护林员。肉孜
买买提·特里瓦里地也成了 2750 亩林地的“新主人”，
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去巡查，防范盗伐、开荒。

过去，肉孜买买提·特里瓦里地一家 6 口依靠 70

亩旱田和打零工维持生活，父母亲陆续生病让本就拮
据的家庭陷入困境。

“从前还能干建筑小工，可这短短几年，家家户
户都盖了新房，享受了补贴政策，盖新房的越来越少
了。”为了增加收入，肉孜买买提·特里瓦里地将农
田转租，自己四处打工。

为推进脱贫攻坚，新疆不少贫困县市将生态建设
与促进贫困户就业相结合，探索“生态+扶贫”模

式，取得了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地已从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招录 40 名村民作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
可获得 1 万元的补助金。上岗前，生态护林员统一接
受林业技能培训；农闲时节，他们则有组织地参与防
护林建设、“村村绿化”工程、生态林管护等工作。

(记者关俏俏、胡虎虎)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23 日电

新疆伊犁河谷：8000 贫困人口护“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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