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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5 月 22 日电(记者吴光于)刚刚过去
不久的“五一”小长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再次迎
来络绎不绝的“川 A 大军”。假日期间，当地接待游客
逾 8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2 . 4 亿元。

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近年来，凉山州委
州政府把“五大发展理念”与当地的实践相结合，以自
治州全面同步小康为目标，以脱贫攻坚为主线，以转型
跨越打造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为宏观发展战略。

全域旅游成为首位产业

2015 年，凉山州在调整产业布局时做出一个重大
安排，把旅游产业由支柱产业调整为首位产业，提出了
全域旅游的产业发展方向。

着眼于全域旅游，地处“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
凉山旅游产业向乡村旅游延伸，向脱贫攻坚延伸，向川
滇大香格里拉大旅游格局提升。

2017 年 7 月，大凉山彝族传统火把节在海拔
3000 多米的昭觉县谷克德高原湿地揭幕，这是凉山彝
族火把节第一次在贫困县的景区举办。

当天，60 多万人次的游客涌进了谷克德高原湿
地，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绮丽的民族风情和享受
别样的高原风光。

地处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被人
们称为“悬崖村”。曾经，当地村民进出村要借助 17 段藤
梯。2017 年，这个偏僻彝族山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0多级的钢梯，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

2018 年 1 月，由川投集团等企业投资 6 . 3 亿元的
“‘悬崖村’——— 古里大峡谷景区”项目开工，“悬崖村”农
文旅产业扶贫进入实操阶段，兴奋的村民唱起了山歌。

新型农业鼓起贫困群众腰包

冕宁县拖乌乡鲁坝村海拔高度在 2100 米至 3500
米，山高路弯，气候恶劣，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62
户、272 人。

2016 年初，这个村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村里的
678 亩土地，引进成都的一家企业，建起了香菇种植基
地。基地采取政府指导、企业引导、银行担保、农民入股
的扶贫模式，村民通过村里的集体资金入股分红，土地

流转获得租金，进入基地打工挣取工资。
村民邓伍萨说，他白天在基地干活，80 元一天，晚

上守夜又有 50 元收入，再加上妻子也在这里上班，夫
妻俩一个月加起来可以挣到 6000 元。

泸沽湖边的盐源县以盛产苹果而闻名。今天，电商
销售已经成为这个县苹果等农特产品重要的销售模
式。2015 年全县有各类网店 500 个，发展到 2017 年，
全县仅淘宝店铺就达到 2200 余个，实现农产品网上销
售 2 亿多元。

传统产业升级加速转型跨越

凉山是我国著名的矿产资源富集区，以采选延压
为主的资源型经济曾是凉山工业经济的主要构成。如
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成为凉山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

驱车凉山，从河谷到高山，一个个风电群扑面而
来，仅 2017 年，凉山州就新开工风电 70 万千瓦。更为
庞大的是水电集群，包括溪洛渡、白鹤滩等在内的 9 座
巨型、大型水电站均布局在凉山。

2017 年，凉山向上海、江苏等地的输电量达
1115 亿千瓦时，这个电量相当于上海市年用电量的
70%。

当前，凉山已经成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
而在当地政府的规划蓝图中，要将凉山打造成我国
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采矿，选矿，卖矿……一直以来，凉山矿冶企业
大多数以此种方式在矿冶产业链的上游运行。如今，
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稀土永磁材料是现在已知的
综合性能最高的一种永磁材料，广泛运用于航空仪
器等行业。紧紧追踪稀土行业这个新兴的明星产业，
重点突破富铈稀土永磁材料的生产，4000 吨的富铈
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进入了国家攀西战略资源创新
开发的重大项目。

围绕钒钛、稀土、石墨烯等新材料产业的打造，
凉山传统的矿冶产业链正在向下游产品延伸。2017
年上半年，凉山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居四川省
前列，当年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超过 80 亿元。

行走在凉山广袤的土地上，脱贫攻坚、转型升
级，正如同两支彩笔描绘出凉山的美好明天。

四川凉山：产业“挑大梁” 脱贫“加速度”

▲杨胜强在给放养的山羊补充盐水（5 月 17 日摄）。

家住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三会溪村的杨胜强，10 岁时因意外左臂截肢。2008 年以来，他通过当地市、县残联扶持的安置残疾人就业基金和
自筹资金，建起沿河中寨强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天然牧草放养生态山羊。十年来，杨胜强凭借坚强的毅力将生态山羊养殖做大做强。2017 年，他的合作社
纯收入达 18 万元。在杨胜强带动下，临近的村子也逐步有了养殖大户。他们一起发展养殖产业，共同致富。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独独臂臂羊羊倌倌””自自强强创创业业
据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22 日电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在黑龙
江省绥滨县忠仁镇长发村的木耳大
棚里，菌棒已长出木耳，刘启新开始
采摘第一茬。从大学毕业生，到回乡
创业的“新农民”，在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帮扶下，一片片小木耳，点燃了
刘启新的创业梦。

刘启新的父亲因多年患有严重
的类风湿痛风，丧失劳动力，家里的
重任落在他母亲金莲英身上。2017
年底，贫困户动态调整时他家被认
定为贫困户。

去年，刘启新从河南大学毕业，
在哈尔滨找了份工作。由于父亲的
重病让刘启新放心不下，2018 年
初，他决定回到家乡创业。长发村是
贫困村，但刘启新回村后发现，驻村
扶贫工作队给村子带来了新变化：
村南新建起光伏发电，村西新建养
殖场，村东正盖木耳大棚，道路被重
新改造，路边正在绿化，村民观念一
点点更新……这些变化让刘启新看
到了脱贫致富的新希望。

木耳大棚的脱贫致富项目对外
发包时，皮肤黝黑的长发村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黑龙江省农业开发
办综合处副处长朱庆民动员贫困户
承包木耳大棚，多次挨家做动员工
作。由于缺资金，很多人在观望不敢
做。

刘启新的母亲当过村里的女干
部，朱庆民找到了她。“当时我妈要
照顾我爸，没时间弄木耳，工作队又
发动我，让我承包木耳大棚。”刘启
新对种植木耳充满兴趣，希望通过
自己的劳动改变贫困，“人穷志不
穷，正因为穷，更要拼搏。”

“当时就告诉我妈，现在的扶贫
政策这么好，有政府做咱们后盾，怕
啥。”在刘启新的劝说下，母亲同意
他创业，并且一口气承包了 6 栋木
耳大棚，成为全村承包栋数最多的
一户。

木耳大棚承包后，刘启新首先
遇到的是资金难题。据悉，每栋木耳
大棚承包费 4000 元，每个棚能放
1 . 8 万袋菌棒，每袋菌棒 1 . 8 元。除每袋菌棒工作队补
助 1 元之外，算下来仍需要投资 10 多万元。这对刘启
新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努力下，
由长发村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侯金豹担保，为刘启新
申请扶贫小额贷款。侯金豹又主动借他 1 万元，凑够了
资金。“驻村扶贫工作队让我创业有了底气。”刘启新
说。

驻村扶贫工作队出资聘请了技术员。经过两个多
月的认真学习，刘启新就掌握了木耳种植技术。“根据
气温，给菌棒浇水；大棚温度不能超过 25 摄氏度，否则
就要打开卷帘门，木耳娇贵得很。”刘启新把每个阶段
木耳种植技术要点都记在本子上。

在刘启新的细心管理下，他家的 6 栋大棚，成为全
村管理最好的。刘启新说，木耳销售扶贫工作队帮着联
系，预计今年纯收入 10 万元左右。“下一步我还要打造
绿色有机品牌，继续学习，争取做个木耳种植技术员，
帮助更多村民致富，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时下，秦巴山区云阳县鲜花绽放，记者近日来到红
狮镇保丰村村民周玉珍家里，看到她正一只手撑着木
板凳，一只手握着扫帚，挪动着身体在房间打扫卫生。
刚建好的房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周玉珍自幼双腿残疾，走路只能靠双手，由于家庭
缺少收入，她曾经是村里的深度贫困户，但去年，在政
府的帮助下她成功脱贫。“政府政策这么好，只要自己
好好干，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周玉珍说，政府补助她家
建了新房，又支持她搞起了家禽养殖，她现在每天都过
得很充实。“丈夫下田干活，孩子们外出务工，我在家料
理家务，一家人越来越有奔头了。”

在外郎乡大花村，双目失明的 63 岁村民丁宗林也
正在忙着劈柴。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从不闲着，劈柴、

洗碗、淘红薯，样样家务都做得得心应手。“脱贫先立
志，致富靠自己，这是我们的家训，就挂在门口的墙
上。”丁宗林说，“等靠要”的思想不但害自己，还会害
了后代子孙，千万要不得。

记者留意到，很多村民的门口都挂着醒目的家
训牌，这些家训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传递着乐观向上
的精神。在外郎乡大花村村委会，记者还看到了一面
脱贫致富荣誉墙。墙上，不但有村民的照片，还有脱
贫致富的故事，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几乎每个
村口的醒目处，都张贴一组漫画，漫画宣扬的主题主
要为“文明卫生、理性消费、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图
文并茂，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重庆市云阳县委宣传部长丁笙洺说，云阳以扶

志向、增智慧、正风气为抓手，针对农村群众贫困的
根源，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闻乐见引导，消
除群众精神“穷根”。

没技术也是农民长期无法脱贫的重要原因。对
此，云阳县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分类实施家庭服务业、
农村电子商务、农村实用技术、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
提升等培训项目，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本实
现了有条件的贫困户“一户一人一技能”全覆盖。

“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形成了同频共振，大大激
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介绍
说，去年云阳实现了 25 个贫困村整村销号、1 . 9 万
人顺利脱贫，三年累计实现 162 个贫困村、12 . 5 万
人稳定脱贫。 (记者韩振)据新华社重庆电

“只要自己好好干，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秦巴山区扶贫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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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合肥 5 月 22 日电(记者姜刚)记者从安
徽寿县扶贫办获悉，该县近日出台帮扶政策，对以未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低保户、残疾户、重病户、危房户、
无劳力户和独居老人户“六类人群”为重点的边缘农户
给予关注关心，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突出
困难。

寿县扶贫办统计显示，该县目前共有边缘农户
3240 户 8105 人。“边缘农户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
出。”寿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邬平川说，寿县将建立走访
联系机制，并在危房改造、饮用水安全、独居老人救助、
残疾人救助、产业帮扶和就业扶持等方面，采取针对性
帮扶措施。以教育资助为例，边缘农户家庭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纳入教育资助范围，享受
有关教育资助政策。

安徽寿县：

关爱“阳光”照进“边缘农户”

“脱了贫的都是关系户吗？”“晒着日头也能拿扶贫
款？”“赔了钱谁能帮着还？”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两户见面会”
上，脱贫户现身说法，鲜活的例子摆在眼前，贫困户拜
师求教，从“要我富”逐渐转变为“我要富”。

关家川乡白家沟村的白春玉 2014 年被认定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7 年 6 月，在看望杓家村生病的姐姐
时，外甥告诉他，有个叫朱自社的人靠养牛挣了钱，而
且在村里的大会上传授经验。

白春玉外甥说的“大会”就是积石山县推广的“两
户见面会”。“两户见面会”将贫困户和脱贫户聚在一
起，通过当面交流，打消了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
想，也调动起了群众的脱贫积极性。

关家川乡党委书记董国胜说，过去干部们去老
百姓家里讲脱贫，很多群众内心的疑虑很多，但“两
户见面会”上脱贫户算着自己的收入账，其他人就开
始动心。“如果认为耳听为虚，大家可以互留联系方
式，会后去对方家里眼见为实。”

连着上门三次请教，观察了一年，看到朱自社的
牛从 3 头变成 6 头，白春玉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借
着村里建养殖场的机遇，白春玉发动身边的贫困户，
共同养了 17 头牛。“没有朱自社的经验，我自己也不
会下定决心养牛。”白春玉说，“尽管现在养牛事业刚
刚起步，但我对生活又有了盼头。”

积石山县委书记马正业说，老百姓先要在“精气
神”上脱贫，2016 年推广的“村民知情大会”，让干部

清白、群众明白，然后干部群众一起商量干什么、怎么
干。在此基础上，2017 年开展的“两户见面会”又解决
了群众脱贫的顾虑，激发了群众自身的内生动力。

心里敞亮了，干劲鼓起来了，脱贫攻坚也就会有
实实在在的效果。2017 年积石山县脱贫 3535 户共
16911 人，年底时全县贫困面从年初的 19 . 34% 下降
到了 12 . 2%。

现在，“两户见面会”又升级为干部说政策、法官
说法律，群众说问题、诉怨气；同时抓“控辍保学”、抓
政策落实、抓群众急难需怨问题的“三说三抓”活动。
“要让干部群众一起为脱贫努力，也要让农村综合治
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马正业说。

(记者刘能静、黄文新)据新华社兰州电

脱贫户现身说法 贫困户拜师求教
甘肃临夏举行“两户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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