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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春雨绵绵。麦麦提·玉苏甫拿起电话，向远在新
疆的父母传达着好雨知时而降的喜悦，一年的实习务工
已让他渐渐熟悉这座城市，足够帮助全家脱贫的薪资，
也激励他在“放羊班”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打拼。

今年 18 岁的麦麦提，是新疆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
的一名学生。“放羊班”则是家人朋友对这所学校的戏
称，“上这学没出路，毕了业只能回家放羊。”麦麦提解
释，家门口的职业教育过去并不被乡亲们看好。

多年前，仅有几间教室和宿舍拼凑成的“放羊班”，
教学设施老旧，专业师资匮乏，教师孙玉回忆道：“寒心
的岂止家长，校园里听不到读书声，学生们走了来，来
了又走，老师们只能勉强看管住学生。”

洛浦县位于我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区——— 新疆

和田，当地人均耕地不足 1 亩，经济发展滞后，劳动力
缺乏技能成为当地脱贫难的最大障碍。

随着脱贫攻坚战深入开展，我国加快实施少数民
族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的综合扶贫工程。针对现状，洛
浦县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少数民族青年
的就业技能。

2014 年，在北京援疆指挥部帮扶修建新校区后，
洛浦县委托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对“放羊班”进行托
管，从机构设置、师资队伍、专业建设、合作办学、技能
培训、实习就业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3 年前，麦麦提入校就读会计专业，和“放羊班”大
多数学生一样，除了学习专业技能外，大家还要花更多
时间和精力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掌握了国家通用语

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就业便有更广阔的空间。”教
师木克代斯·阿不都热依木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在
校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普通话水平明显提升，为外出
就业奠定了基础。

新疆去年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先后与
全国上百家企业签订学生实习就业协议。

麦麦提便是受益者之一，去年在学校老师的带
领下，他和 180 多名毕业班学生到南昌一家手机工
厂里实习，“羊追着草走，我们远离家乡追着梦想
走。”麦麦提说，现在我一个月挣的工资比过去全家
挣得都多，我很庆幸能用学校学到的技能，帮助家里
摆脱贫困。

记者采访期间，来自北京、重庆、乌鲁木齐等地的
职业技术院校领导和企业家正在和洛浦县洽谈，帮助
学校建设美容美发、民政服务等热门专业，为企业“订
单式”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

洛浦县副县长车勇介绍，短短几年，该校学生由不
足百人增加到 2000 多人，教职工 123 人，合作的企业多
达 150 家，754 名三年级学生实现 100% 预就业，月基
本工资最高达到 4900 元，实现了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
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就业，带动家庭脱贫。“未来县里将
继续配合学校，进村入户宣传职业教育，扩招生源；赴内
地省份招聘，补充专业师资力量；匹配区域经济发展，增
设更多相关专业。”车勇说。

(记者孙少雄、曹志恒)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带动贫困家庭脱贫，“放羊班”迎来春天

近来，新疆和田的风沙已收敛了不少，天也显得透
亮了。一大早，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陈军下乡，开始新一轮的驻村工作。

从和田市区出发往西，沿着 315 国道驱车 30 多分
钟，就到了全疆第二大人口县、也是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 墨玉县的县城，过了县城，车子穿行在乡间公路
上，一排排安居富民房刷着统一的土黄色，不时闪过印
有以天坛为元素的北京援疆标识。20 分钟后，陈军到
了驻村点——— 吐外特乡吐外特村，1 组 21 号吾哈丽妮
萨罕·吉卜然家是陈军的结对认亲户。

今年 70 岁的吾哈丽妮萨罕一人独居，丈夫早年去
世，靠每个月 1000 元的下岗补助生活。今年年初，陈军
和她结对认亲后，隔三岔五就去村里看看。

到了吾哈丽妮萨罕家，热情的老太太给陈军倒上
茶，喝完茶，陈军先把院子打扫一下，给院里的鸽子扔
上几把玉米，这些活干起来轻车熟路。忙活完，陈军脱
下鞋在门口的坐炕上盘下腿，和老太太唠起了家常。

除了吾哈丽妮萨罕家，陈军在吐外特村还有另外
六家维吾尔族结对认亲户，他们都是去年年底开始陆
续和陈军结的“亲戚”。按照当地党委工作部署，干部要
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冬天冷，陈军自己动手生炉子。当地的维吾尔族
老乡院子有牛圈、羊圈，养殖区和生活区还没完全分
开，跳蚤特别多。刚开始驻村，陈军经常被跳蚤叮得
满身红包，痒得难受挠破了就出血水。“现在习惯了，
产生免疫力了。”陈军撩起裤腿，小腿上一片片跳蚤
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

驻村时，陈军的主要工作是走访入户，随身带
的一个大本子，七个结对认亲户家有几口人、养了
几只羊、家庭收入多少……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闲
下来，帮老乡干干农活，谁家庭院改造，他也会搭把
手。

陈军的另一个结对认亲户海妮萨罕老人今年
74 岁，和孙子阿布都凯尤木一家三口靠低保生活。
阿布都凯尤木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技能，不敢外出打
工，家里很困难。陈军每次去都鼓励他走出村子挣
钱。不久前，陈军辗转联系到当地一家保安公司，帮
他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月收入 2000 元左右，准备
近期正式签约。

“前些天我开始动员北京的朋友，捐些孩子穿不
上的衣服、用不上的图书文具，给我这几户‘亲戚’家
的孩子寄过来。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基本都是比较新

的。”陈军说。
吐外特村村民主要是维吾尔族。陈军来得多了，

许多乡亲们都认识他，知道“陈法官”是北京来的干
部，会法律、懂政策，见到他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简
单地问上一句“你好”。

在和田，北京援疆法官共有 4 人。来和田前，陈
军是北京市房山法院窦店法庭庭长，院里的业务骨
干。驻村期间，陈军不时会给乡亲们普法。“比如说邻
里纠纷，不能上来就讲民法通则、物权法，我拿办过
的案子讲，刚开始虽然听不懂，多讲几遍，乡亲们慢
慢也明白一些。”

工作之余，陈军最大的爱好是“爬格子”，到和田
工作才一年多，已经写下了近 10 万字的文章。记录
援疆的点点滴滴和思考感悟，和北京的同事亲朋分
享，成为陈军的一大乐事，他打算等援疆结束，把文
章整理出本书。

“援疆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一笔宝贵的精神富
矿。大漠戈壁就像一个大熔炉，让我有机会和维吾尔
族乡亲们在一起，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对法律
的理解，还收获了友情。”陈军这样写道。

(记者涂铭)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下认了七门亲
北京援疆法官驻村记

精准扶贫 产业先行
▲白水乡文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先和(前)在万翔运动用品制造公司扶贫车间上班。

近年来，江西万载县聚焦产业发展，在提升“造血”功能上发力，有效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全县 180 个村按
照“村集体经济+建档立卡贫困户身份股”的方式，成立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全县 10038 户贫困户做到产业全
覆盖。据悉，2017 年全县脱贫 2611 户 8870 人。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从年薪近百万到月薪 2000 元；从村里人眼中的大
城市“公司小领导”到整天在村里忙活的村支书…… 4
年里，不到 30 岁的郭海燕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
迹，而且为江西赣州市赣县区湖江镇石伍村带来了一
股“青流”：年轻人纷纷回村当起了村干部，共同为村里
发展出力。如今，气象变了、村庄美了、村民也富了。

当记者见到郭海燕时，他正在村里召开低保听证
会。那日，大雨。雨天本是村民的闲日，郭海燕却十分忙
碌。他把村民集中起来，谈村里的低保政策。

“谁可以享受低保政策，群众说了算。低保听证会
的召开，不仅确保了公平公正，也给村民上了一堂村务
管理课。”说起眼前的工作，郭海燕话里透着自信。

2014 年年底，从上海返乡的郭海燕担任石伍村的
村支书。两个月，他走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很快就理
出了村里的发展思路。村“两委”班子的战斗力薄弱是
制约石伍村脱贫的原因之一，郭海燕就从强化“两委”

班子做起：走访村里在外创业成功的人士后，年轻的
吴新发回来了，不到 30 岁的龙小红也回来了……如
今，石伍村 5 名村干部全是返乡的“80 后”。

在抓好村“两委”班子建设的同时，郭海燕思考
着村里的发展。这个有着“石头为伍”之称的小村，三
面环赣江，境内有着丰富的山水资源。可在上海工作
多年的郭海燕明白，正是因为濒临赣江，更要把山水
保护好。于是，郭海燕挨家挨户动员生猪养殖户关停
猪栏，另寻出路。

“关停猪栏，我们全家人怎么生活？”生猪养殖户
钟瑞晶当时情绪很大。可经过郭海燕的反复开导，钟
瑞晶同意了，两人当场还敲定了种植脐橙、优质稻的
发展路子。“去年光优质稻这一项，我的收入就达到
了 4 万多元。”钟瑞晶说。

村里的生态环境日渐好转。郭海燕抓的另外两
件事也有了起色。一方面，他专门从江苏引进品种，

种植的 60 亩优质葡萄喜获丰收，先后带动了 20 多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另一方面，郭海燕
通过反复争取，在村里实施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新建学校、修桥修路、建保障房，短短数年投入了
2000 多万的资金，村里的贫困发生率降到了 2% 以
下。”郭海燕说。

走在石伍村的道路上，别致的小康楼、崭新的保
障房以及独具特色的亭台楼阁相辉映，葡萄、甜叶
菊、优质稻等长势喜人。“村里现在基础设施越来越
完善，富民产业越来越多，脱贫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建档立卡贫困户钟庆辉说。年近七旬的他到葡萄园
务工，去年收入达 3 万多元，已实现脱贫。

说起未来的规划，郭海燕说：“石伍村是一个省
级贫困村，可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我们先把产业基
础打好，就能吸引更多村民回来一起搞大发展。”

(记者邬慧颖)据新华社南昌电

“海燕”归来后，村庄美了村民富了
一位赣南返乡村干部的扶贫故事

碾盘沟人做梦也没想到，家
门口那寸草不生的石头山竟然给
他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这个辽
西贫困县里的小村庄，因为沟域
内的岩壁陡峭、石质坚硬，逐渐成
为攀岩、攀冰等山地户外运动爱
好者聚集地。人流带来了人气，带
来了希望。

这个周末，正在辽宁省义县
瓦子峪镇碾盘沟村举行的义县第
三届医巫闾山攀岩节吸引了全国
多地的攀岩高手。百余米高的岩
壁陡峭光滑，普通人望壁兴叹，而
攀岩高手则像蜘蛛侠一样上下翻
飞，用不了多少工夫就攀到了顶
峰。

“碾盘沟的岩壁陡峭、坚硬，
是北方开展攀岩活动的最佳场
所。”一位经常来碾盘沟攀岩的专
业选手对这块岩壁赞不绝口。

几年前，土生土长的碾盘沟
人可看不出这石头山的妙处。作
为辽宁省省级贫困县、义县下辖
的一个小山村，他们原来只想到
开山卖石头还能赚点钱，不让卖
石头后就啥用没有了。在这里生
活了大半辈子的兰志尧说：“改变
发生在三四年前，几个沈阳人来
村里商量能不能在山上钉钉子。
他们说要搞攀岩，我说年轻人真
不靠谱。”

从那以后，“不靠谱”的外地
人越来越多。他们或者独自开车
来，或者三五成群结伴而来，在专
业人士的带领下，反复和石头山
较劲。

兰志尧说：“每个周末都有人
来，从春天到秋天攀岩，冬天攀
冰。每年都能有几千人。”

碾盘沟人不懂什么叫攀岩，
但发现攀岩给他们带来了挣钱的
机会。攀岩的人一爬就是一天，他
们会在头一天傍晚赶到碾盘沟，
哪家有条件不错的空房，周周爆满；在山上折腾一天
后，他们就喜欢吃一桌香喷喷的农家饭。兰志尧说：“短
短两年，挂牌营业的农家院就有四五家了。笨猪肉、笨
鸡供不应求。”

原来这里村民的主要生计靠种水果。各种梨味道
甜、水分足，但卖给上门收购的水果贩子总是价格一
般。这两年，碾盘沟人气足了，村民们坐在家门口卖梨，
价格上来了，不上化肥的南国梨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瓦
子峪镇镇长吴军说：“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
力下，碾盘沟这个贫困村已经销号了。这里面也有攀岩
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着碾盘沟岩壁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专业攀岩组
织的指导下，碾盘沟不仅开发了 30 多条专业攀岩线
路，还开发了大众攀岩体验项目。今年攀岩节期间，义
县还组织了炫彩跑、攀树、溜索等特色项目。

义县县长苏贵宏说，义县正积极开发医巫闾山这
座生态、文化和历史的宝库，依托绝佳的自然岩壁资源
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充分挖掘攀岩、攀冰、登山、民
俗体验等产业发展潜力，深化“旅游+体育”产业发展模
式，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李铮)新华社沈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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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刘姝君)近日，在福州举行的
福建省“千企帮千村”工作会议上，福建省统战部部长
雷春美表示，希望各部门和企业家以“千企帮千村”精
准扶贫行动为载体，突出精准对接，调动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和基层群众积极性，形成合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

自 2016 年 2 月，福建省“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
动开展以来，全省已有 646 家企业、商会挂钩帮扶 650
个村，帮扶贫困群众 2 . 49 万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 . 04 亿元。

今年，在“百企帮百村”行动基础上，福建省将新增
500 家以上企业(商会)帮扶省内 500 个以上建档立卡
贫困村或有贫困人口的村，使参与扶贫企业(商会)、帮
扶村数量分别达到 1000 家以上。

“扶贫要突出精准，帮到点上，落到人上，做到一户
一策，对症下药。”福建省副省长李德金说，“千企帮千
村”行动更要注重产业扶贫，通过产业发展解决就业，
增加收入。

会后，58 家企业、商会作为代表与全省 57 个贫困
村现场签约，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帮扶企业与商会将
灵活运用产业扶贫、商贸扶贫、就业扶贫、捐赠扶贫、智
力扶贫等帮扶方式，加快贫困村脱贫致富进程。

福建“千企帮千村”

合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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