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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27 日电(记者孙杰、朱峰)脱贫
路上快马加鞭，高质发展日新月异。近年来，河北省新
河县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小县有大志气求大作为”
的气魄，形成后发赶超、跨越崛起的良好态势。

解放思想摆脱“精神贫困”

新河县位于冀中南平原传统农业区，县域面积仅
366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8 万人，地势低洼、盐碱沙
化、水资源匮乏，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小县、经济弱县，
2012 年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当时的贫困发生
率高达 49 . 78%。

“这里交通并不闭塞，却长期贫困，虽有种种客观
因素制约，但重要原因是干部群众存在封闭保守、自我
满足思想，消磨锐气，形成弱势心态。”县委书记李群江
说，“新河要脱贫发展，必须摆脱‘精神贫困’。”

为此，新河县连续在全县各级干部中开展“解放思
想、抢抓机遇、奋发作为、协同发展”大讨论，同强的比，
跟快的赛，向高的攀，县领导带队先后到山东禹城、浙
江桐庐等先进地区开展对标学习。县委还向全县党员
发出“争做里程碑式党员干部”的动员令，要求大家不
断从旧有的固步自封的目标和状态中突破出来，敢走
前任未走之路。

2017 年 5 月，新河县委、县政府锐意改革大胆探
索，突破以往的帮扶模式，将一度负债累累、门可罗雀
的县人民医院整体托管给邢台市人民医院，组建紧密
医联体，在不改变所有制归属的情况下，形成大型三甲
医院和贫困县医院的无缝隙结合，既发挥大医院的辐
射带动作用，又提高了贫困地区医院服务能力。

近年来，新河县政府先后完成了 125 项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改革，实现了“一次集中告知、部门并联审批”
等目标，并聘请第三方审查扶贫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
使用情况，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把专业要求
高、标准严的供水、污水处理等工作交给市场。解放思
想让改革创新活力极大提升。

造血式产业扶贫拔穷根

“产业是强县之本、致富之源、脱贫之基。扶产业就
是扶根本，扶长远。”新河县长李宏欣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河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出台
支持政策，强化要素支撑，培育龙头企业，畜牧、蔬菜、
果品等特色产业规模扩大、档次提升，光伏、电商等新
兴业态成效显现。

走进仁让里乡后沙洼村，上千亩的蔬菜大棚和苗
木基地蔚为壮观，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已初具规模。
村党支部书记牛洪奎介绍，村里成立了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为主体、“致富带头人+贫困户”
共同参股的模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园区内瓜果
蔬菜品种超过 20 种，亩均纯收入达到 1 万余元。

村民牛忠宝给记者算了笔账，在合作社入股 15
万元，折合大棚 30 亩，每年可收入 10 万元左右。他
和爱人在园区上班，一年打工收入 31200 元。

河北永盛达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新河
县城的一家红薯加工龙头企业，按照“公司+基地+
农户+市场”的运作模式，实行订单式收购，建立起种
植、储运、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以工业化红薯
加工推动农业产业化，去年发展了近 2 万亩红薯种
植，预计今年增加到 3 万亩，能直接帮助上万名农民
增收致富。

新河县扶贫办主任焦雨时告诉记者，新河农民
种植红薯有上百年历史，但传统种植模式很难让百
姓致富，通过永盛达企业带动，一些村把数百亩土地
集中流转到企业搞订单式种植，而且新品种不用翻
秧，简单省力，而且贫困户还有补贴，这样每亩能增
收 1000 多元。

党建引领激活全盘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新河县注重将扶贫开发与
基层党建相结合，形成“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扶贫”的工作格局，激活经济社会发展全盘。
白神首乡刘秋口村原来有 627 名贫困人口，约占

全村 980 人的 64%，目前除了享受低保的 31 人外，其
余都已脱贫。这一切全靠村党支部带领大家种植香菇
带来的效益。村党支部书记刘运才介绍，支部牵头组
建运鸿种植合作社，引导农户走上“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的合作发展之路，用扶贫资金让贫困户入股分
红，部分贫困户还有土地托管受益，上百名贫困人口
就地打工，有了稳定收入。

“脱贫主体是农民，扶贫主体是干部，贫困县脱贫要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作用，让每一个农村党组织都成
为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开路先锋。”新河县委副书记王建中说。

西流乡申家庄村曾是县里有名的乱摊子村。2010
年，在上级党委和村民邀请下，在外做生意的史凤水
回到村里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把全村 53 名党员组织
起来，一度涣散的党组织又步入了正规。申家庄村有 6
个生产小队，史凤水把党组织融入每个小队里，并带
头成立合作社种植葡萄，如今已有上千亩，村民人均
年收入达到 5000 多元。

目前，新河县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7 . 72 万人下
降到 4346 人，贫困发生率由 49 . 78% 下降到 2 . 8%。
2014 年到 2016 年，新河县连续 3 年全部财政收入增
速居邢台市第一。

人口小县摆脱“精神贫困”后的大作为
河北省新河县以脱贫攻坚统揽发展全局透视

本报记者何天文、杨洪涛、蒋成

武陵山区，贵州梵净山下。一个边远而宁静的山谷
里，“80”后打工妹杨秀萍的创业扶贫故事在当地流传。

从当初为了吃口饱饭“逃离”深山出省打工，到携
资 2000 万元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脱贫增收，杨秀萍以
她的勤劳智慧和不懈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改变着
家乡人的生活，点燃了山里人的致富梦想。

“逃离”

从县城出发驶过一段高速公路，再驱车沿着一条
蜿蜒的乡村公路行进 10 来公里，就来到了杨秀萍的冷
水养殖基地。一栋不大的办公楼前，“贵州江口绿源水
产发展有限公司”的牌子十分醒目。

公司占地 70 亩，四面青山环绕。“在这里务工的有
50 多人，都是附近村里的贫困户和残疾人，他们每月
收入 2000 元到 3500 元不等。”杨秀萍领着记者边看边
说，贫困户特别是残疾人，他们几乎没什么技能，外出
打工很难找到活干。

实际上，杨秀萍对扶持贫困户“情有独钟”，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她从小经历了家庭贫困之苦。

今年 38 岁的杨秀萍老家在江口县闵孝镇沙坝村，
地处武陵山区深处，山高谷深，土地贫瘠，村民们土里
刨食生活贫困。受生活所迫，小学还没毕业，杨秀萍便
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一年夏天，县里来人招工，她
揣着母亲借来的 100 元钱南下广东，成为一名“打工
妹”。到工厂后，身材瘦小的她拼命干活，为的是能留下
来，每天能吃饱饭、能挣钱。

后来，杨秀萍又摆地摊卖杂货、到商场搞促销，换
了多份工作。1998 年，在朋友的支持下，杨秀萍筹资开
了一家床上用品专卖店，开始自主创业。随着生意越做
越好，杨秀萍逐步积累起 2000 万元资产，并在深圳结
婚、生子，完成了从“打工妹”到“老板”的华丽转身。

返乡

在外打拼的日子里，家人、家乡总是杨秀萍心中的
牵挂。

每年春节回家，她都会打听村里哪家孩子读书缺
钱，常常伸出援手。10 多年来，她资助过的贫困孩子超
过 20 人，有的已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公务员。“我
小时候没钱上学，不希望这样的事再发生在别的孩子
身上。”杨秀萍说。

除了资助学生，她还捐资修建家乡公路、改善村里
学校和幸福院设施，每次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2012 年，江口县启动“雁归工程”“春晖行动”，呼
唤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带动乡亲脱贫致富。杨秀萍
知道家乡的山好水好空气好，适宜发展水产养殖。于是
她毅然卖掉在深圳的“家当”，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
下，成立了贵州江口绿源水产有限公司。

冷水鱼养殖场建起来了，杨秀萍最先想到的是如
何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村民李胜飞让她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当时他
17 岁，很瘦小，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和一个脑瘫的哥哥，
我就把他留在公司，鼓励他学习养鱼技术。”杨秀萍说。

如今已是公司养殖场场长的李胜飞，每个月有
5000 元的工资收入，此外还有入股分红。“算下来，每

年能挣 10 来万元，一家人不再为吃穿发愁了。”
杨秀萍先后吸纳 52 名贫困村民到公司务工，其

中残疾人有 15 人，每年还临时用工和季节性用工
300 人左右。靠在她的养殖场务工，不少贫困户已逐
渐摆脱贫困。

扎根

看到杨秀萍养殖冷水鱼成功，当地一些村民也
想试一试。杨秀萍总是热心帮助，免费提供技术，并
通过回购成鱼免除养殖户的市场风险。

杨秀萍还带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村寨
170 多户村民发展泥鳅等水产养殖脱贫增收。

2017 年，杨秀萍的公司盈利 310 万元，她拿出
120 多万元给员工发工资，这还不包括员工、贫困户
的入股分红。

“杨秀萍是致富带头人的一个标杆，有这样的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我们脱贫攻坚更有信心。”江口县
闵孝镇党委书记潘诗文说。

“创业之星”“巾帼创业示范基地”……面对上级
给予的荣誉，杨秀萍认为这些都已成为过去，重要的
是如何带动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养殖规模，发展产品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带动就业，做出品牌，这是杨秀萍新的
追求与梦想。

五月的武陵山区满眼翠绿，生机勃勃。杨秀萍已
着手谋划在家乡新建两个大型冷水鱼养殖场，并在
当地政府指导下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开启新的奋斗
征程。

“雁归武陵山”，打工妹返乡点燃乡亲致富梦

雨后初晴，高黎贡山
云雾缭绕，白色云雾宛如
细长的腰带环绕山间。一
大早，谢成成就和乡卫生
院的医务人员带着医疗器
械入村随诊。

虽然对独龙江还不是
特别熟悉，但“生态环境
好、晨雾特别好看”已让他
喜欢上这里。谢成成是广
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医
院儿科的主任医师，今年
4 月来到云南省怒江州独
龙江乡开展健康扶贫。

“我是第三批来独龙
江的帮扶医疗专家。”谢成
成说，为了补齐基层医疗
卫生短板，金湾区已选派
6 名医生到独龙江乡中心
卫生院，主要工作是完善
居民健康档案、65 岁以上
老人定期体检等。

独龙江乡乡长孔玉才
说 ，在 各 界 的 帮 助 下 ，
2009 年以来独龙江乡的
各类硬件条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一直没有
建立齐全的健康档案，村
民也不清楚自己的健康状
况。

在医疗帮扶队的帮助下，医生们遍访全乡 4000
多名群众，给每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档案。“如今，独
龙族群众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我们对全乡的健康
情况有了更直观的掌握。”孔玉才说。

说起独龙江乡的新事物，孔玉才感慨不已。时空
交错，1952 年，独龙族才有了现在的族名。上世纪
末，独龙族群众仍靠挖野菜、狩猎勉强度日。到 2009
年末，全乡人均纯收入不到 1000 元，人均生产粮食
仅为 201 公斤，大部分自然村不通电，群众饮水困
难，缺医少药现象突出，整乡整族都处于贫困状态。

“以前从迪政当村到乡政府需要 3 天，现在只需
要 1 小时。”孔玉才说，2010 年，“独龙江乡整乡推进
独龙族整族帮扶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云南省
32 个省级部门和上海市在安居温饱、基础设施、生
态保护等方面合力攻坚。

2014 年底，独龙江高黎贡山隧道正式通车，标
志着独龙族聚居区结束了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期的
历史。道路通了，基础通讯网络同步建成，通讯基本
靠喊、出行基本靠走的历史随之结束。

上海对口帮扶独龙族的发展项目，共实施 7 个
整村推进项目，为 323 户建成安居房，提升改造 5 所
村级卫生室。产业发展也取得成效，提高了独龙族群
众长期致富的能力。

木润英是独龙江乡孔当村的脱贫户。在评为建
档立卡户时，虽然已有安全住房，但她独自带着 3 个
上小学的孩子，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草果，也因泥石
流淹没了。

“我不懒，我想脱贫，但之前找不到门路。”木润
英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和记者交流。针对木润英家里
的情况，村里推荐她参加养蜂培训会。通过发展草果
种植、养蜂等产业，木润英家去年收入超过 2 万元。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群众收入，当地除了免费
发放草果苗外，还在招养独龙蜂、种植重楼等中药材
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去年，全乡草果产量达 742 吨，
销售价格为每斤 8 元至 10 元。

“去年，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达
到 4959 元。”孔玉才说，现在乡里大部分家庭都有面
包车，条件差一点的家庭也有了摩托车。

2016 年底，广东与云南签订对口帮扶协议，珠
海市对口帮扶怒江州，随后开展了包括医疗帮扶、劳
动力转移输出等工作。今年年初，独龙江乡就有 15
名群众到珠海务工。

收入提高后，村民也开始注重卫生条件了。为了提
高村里的卫生条件，有关部门给村民配发了洗衣机，还
教育大家养成爱卫生的习惯。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提
醒大家把屋子收拾干净，爱护村里的环境卫生。

基层设施改善 、收入水平提高 、生活习惯变
好……“很多老人说，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么好
的日子。”站在村口，孔玉才说，告别过往，每天都是
新的一天，每一步都是新的道路。

(记者杨静、赵珮然)据新华社昆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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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龙查看蜜蜂的生长情况（5 月 22 日摄）。吉林省汪清县东台村八旬贫困户刘在龙不等不靠，通过养蜂开启创业脱贫路，实现自主脱贫。刘在龙年轻时学过
土法养蜂，得知村里计划将蜜蜂养殖列入扶贫项目后，他主动找到驻村干部，表示愿意带头示范养蜂，给其他贫困村民做个榜样。目前，刘在龙的 10 箱蜜蜂经过繁衍、
分巢达到了 22 箱，年增收 3000 余元。加上村里的其他扶贫项目收益，刘在龙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八八 旬旬 老老 人人

不不 等等 不不 靠靠

““甜甜蜜蜜””脱脱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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