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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都没想到俺老两口能吃上免费药，多亏扶
贫好政策，减轻我们这么大的压力！”河南淮阳县新
站镇刘楼村贫困户刘学中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现年 72 岁的刘学中和老伴王秀兰都患
有长期慢性病。过去，买药看病是他们日常开支重要
一项，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仅仅是淮阳县全面开展健康扶贫工程的一个
缩影。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淮阳县共有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37300 户 138116 人。淮阳县通过创新“两
免、两减、两补、一兜底”政策，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
程，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据了解，淮阳县先后成立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淮阳县医疗卫生脱贫方案》《淮阳县卫生计
生系统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做好部署、
督查和落实。

“过去，有病常常忍着，哪有那么多钱？现在政府
有了这方面的扶持，我们更愿意到医院看病了。”市
民王胜利说。淮阳县卫计委一负责同志介绍，2014
年 11 月 1 日零时，该县所有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
价销售，改革步伐比国家要求提前了近三年。

为推进健康扶贫工作顺利开展，淮阳县还积极
优化医疗服务模式，建立贫困人口就医“绿色通道”，
实行“先看病、后结算、住院无须交押金”的“一站式”
服务，在挂号、交费、检查、取药等方面给予优先服
务，降低群众看病门槛和经济负担。

家庭医生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是打通了老百姓看
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淮阳县曹河乡卫生院副院
长王伟，同时也是曹河南村片区的管理责任人。为确
保每位签约医疗服务对象及时询问病情，他的手机
一直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态。去年他先后 4 次来到村
民梁显明家，电话随访近十次，“身子骨一不舒服，就
向王医生咨询。王医生简直就像俺的私人医生。”梁
显明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

目前，淮阳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已全部
实现家庭医生签约覆盖。

“健康扶贫签约服务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通过
医改让全县 130 多万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医改红利，
彻底斩断因病致贫、返贫的‘穷根’，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筑牢坚实的健康保障。”淮阳县委书记马明
超说。 (豆文灵、刘玉涛)

河南淮阳健康扶贫

降低群众看病门槛

广袤的青藏高原，雪山亘古矗立，大河奔流向东。
千百年来，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与地理条件，当地藏
区普遍行路艰难、交通闭塞，显得遥远而神秘。

但人类的奋斗从未停止，在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
绝的努力下，昔日雪域高原上的道道“天险”被攻克，一
条条承载着藏区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被打通。
这些路，如同千万条吉祥的哈达，为雪域带去了脱贫奔
康的希望。

雪域不再遥远

据史料记载，1300 多年前，从长安启程的文成公
主，历时近 3 年才抵达拉萨。如今，从西安到拉萨，正常
情况下，驾驶汽车只需要 4 天。

家住青海湖东小泊湖的南加，祖祖辈辈是湖畔的
牧民，到了他这一辈，一条通村路连起了小泊湖和 109
国道。沿着这条路，他离开故土，走南闯北。“是公路连
起了我和外面的世界。”他说。

1954 年，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0 多年后，
“两路精神”不断传承，藏区高速公路正加快建设。

四川的雅康、汶马高速公路是内地通往藏区的重
要交通大动脉，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四川境内的主要
走廊之一。

汶马高速线路全长 172 公里，是截至目前全国桥

隧密度最高的高速公路，桥梁多达 121 座，隧道约为
32 座，整体预计在 2020 年完工。它的建成将实现从四
川省会成都到全省 20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全部连接高
速公路的目标。

打通脱贫奔小康最后一公里

夏日的甘南大草原，天空湛蓝无云。沿着 213 国道
前行，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城外尕海乡尕秀村的牧
家乐里，贡保加和妻子完玛吉正忙着招呼客人。

尕秀村过去是纯牧业村，2015 年以来，一条条宽
敞平坦的水泥路连通各家各户，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贡保加笑呵呵地告诉记者，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
的毛收入都在 3000 元左右，“相当于每天赚五六只
羊”。

高速路、柏油路、通村路、村组路……如今的甘南
州路网纵横。放眼四省藏区，农村公路建设无不成为脱
贫攻坚的“先行官”。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当洛乡查雀贡麻村
地处偏远，长期以来，牧民贡扎一家“靠天吃饭”，游牧
业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最近几年，柏油路铺到了乡镇所在地，2016 年硬
化路也修到了村口。过去，从最远的夏季牧场到乡里，

骑马需要近 2 个小时，从乡里到县城又需要大半天
时间。通路后，从村里到玛沁县只需 3 个多小时。牧
闲时，贡扎可以随时去县城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
最少能挣 100 元。

当洛乡党委书记扎西才旦说，近两年，随着全乡
道路贯通，当地群众转移就业、创业致富的热情高
涨。2016 年该乡 66 个牧户成功脱贫，去年又脱贫 83
人。今年起，所剩不多的贫困户也将逐步告别贫困。

“基础条件的改善，增强了藏区群众的获得感。”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副市长松萍说。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当地群众在产业发展上
也有了信心。为了让贫困群众有增收致富的产业，驻
村队员、包村干部请专家实地考察并征求贫困群众
意见后，为他们制定种植养殖计划。同时，当地还积
极发展集体经济，现已覆盖 56 个行政村，每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5 万元以上，“这就解决了以往组织
化程度不高、行政村没钱办事的问题。”松萍说。

哈达献给绿水青山

在四川藏区，雅康、汶马高速公路因建设与运营
管理难度之大，被誉为业界的“珠穆朗玛峰”。建设初
期，交通运输部专家委员会四川藏区高速公路建设
专家组先后三次召开专题会议，解决重难点问题。目

前，已经在高海拔艰险山区特长隧道快速与综合勘察
技术、复杂地质环境下山岭隧道综合超前地质预报、
山区特长深埋隧道的综合勘察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解决了山区大桥、长隧建设及后期运营的部分技术性
难题。

在藏区，每一条公路的建设都考验着脆弱的生态。
“在公伯峡库区修路，难度不亚于港珠澳大桥。”中

交第三公路工程局工作人员张旭说。在青海循隆高速
修建期间，为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决定以
隧代桥，实在无法替代的，就在水上搭建工作平台，在
库区边修建临时码头，用船把料运进去，用钢索吊装
物资修建桥墩，坚决不在山上开挖一条便道。2017 年
10 月，在基本未对库区生态造成破坏的基础上，提前
8 个月完成建设项目全线通车。

穿越三江源保护区的花久高速更是将绿色环保
的理念做到了极致。作为交通运输部确定的青海首条
“绿色循环低碳示范路”，建设者们通过创新集成应用
路面温拌沥青混凝土技术、隧道节能通风设备、施工
中的机械控制等 30 余项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将
绿色节能理念贯穿于施工的各个环节。同时，累计投
入资金 1 . 88 亿元，采用草皮移植养护、三维网植草、
挂网喷播、骨架护坡等新工艺工法，努力打造生态环
保绿色通道。(记者吴光于、胡旭、李亚光、张钦、杨静)

新华社成都 5 月 29 日电

道道“天险”被攻克，条条承载着藏区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被打通

四省藏区交通提速，万千哈达献雪域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刘诗平)全国气象助力精
准脱贫现场会日前在内蒙古突泉县举行。记者进农村
走访企业农户，入会场听气象人员交流商讨，贫困地区
气象“避害”作用正在凸显、“趋利”作用正在增强。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强调，各级气象部门要推
动气象技术、项目、资源、人才逐步向贫困地区倾斜，推
动建立有利于气象助力精准脱贫的体制机制，逐步解
决贫困地区气象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给打
赢脱贫攻坚战插上气象科技的翅膀。

气象“天兵”助力贫困地区“避害”“趋利”

走进突泉县聚美恒果四季采摘园的八栋油桃园，
墙上的气象监测仪和反光幕吸引了记者目光。监测仪
上，棚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实时显示。

“大棚内属于局地小气候，和气象关系非常大。增
产减损离不开气象，防范大风、低温、暴雪等灾害更需
要气象帮忙。”聚美恒果公司负责人刘淑辉说。

至于反光幕，刘淑辉说，不知什么原因，有段时间
靠北墙的一排果树花开少、果不多。后来，县气象局请
来的专家说是光照不足，建议采用气象调控技术。

“安了反光幕后，棚内温度有提高，同时通过反光，
果树受光均匀了，果的着色也均匀了。结的果多了，外
观好看了，口感好，价钱自然也高了。”刘淑辉说，县气
象局还推荐了防寒技术，在棚前加防寒裙、埋保温板。

记者随后来到与聚美恒果公司相距不远的突泉县
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 绿丰泉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肉
牛养殖繁育场，公司副董事长李洪武告诉记者，在养殖
及饲料种植基地建设方面，气象部门给予了资金支持
和项目实施指导，提供了“气象服务套餐”。

李洪武说的“气象服务套餐”，包括气象部门及时

提供寒潮、大风、暴雪预报预警服务，为企业提前应
对气象灾害赢得主动；经过气候分析预测，科学调整
人工配种时间段，提高牛犊成活率；在牧草生产环节
提供发育期的预报、未来天气变化对牧草生长发育
的影响预报及相应生产建议等。

采摘园和养殖场里的气象科技，是“智慧气象”
助力贫困地区“避害”和“趋利”的缩影。

刘雅鸣说，近年来，贫困地区气象“避害”作用更
加凸显。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自动气象观测站乡镇
覆盖率达 91 . 0%，气象信息服务站覆盖 90% 的乡
镇，气象协理员覆盖 98 . 2% 的乡镇，气象信息员覆
盖 99 . 5% 的行政村，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得到提
高。

同时，贫困地区气象“趋利”作用更加有效。为贫
困地区近 14 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直通式”
气象服务；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直接服务于贫困
地区苹果、枸杞、烟叶、茶叶、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开展“中国天然氧吧”、国家气候标志等创建
工作，助力贫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发展。

释放气象“红利”：深挖气象扶贫

独特作用

气候环境恶劣是导致发生贫困众多因素中最难
治理的贫困根源之一。中国气象局统计显示，全国有
330 个贫困县(占 40%)年干旱发生频率在 40% 以
上，即“十年四旱”；有 451 个贫困县(占 54%)雨涝频
繁；全国贫困县大部地区年冰雹日数在 3 天以上。

同时，不少贫困县有着独特气候资源禀赋，627
个贫困县(占 75%)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北方贫困县
风能资源普遍丰富，524 个贫困县(占 63%)水热条

件良好宜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刘雅鸣表示，针对贫困地区气象灾害频发、气象

公共服务设施薄弱的痛点，继续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
灾“避害”作用，确保气象灾害测得细、报得准、发得出、
收得到、用得上，助力解决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现象，
护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深挖气象“趋利”增效功能，通过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乡村旅游、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等工作，多角度拓展脱贫渠道，释放更
多气象“红利”。

聚焦精准：打造贫困地区气象名片

记者了解到，气象部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兼具“减
灾”“增效”作用，但贫困地区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对气
象服务需求精细化、个性化要求更高，同时贫困地区
基层气象部门能力普遍较弱，对提供更有效、精准的
气象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尚有不小差距。

刘雅鸣表示，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要聚
焦精准，实现监测、预报和风险防控精准到乡村，预
警精准到农户；强化政策、项目、科技、人才和技术支
撑；完善工作推进、对口帮扶、融合发展、扶贫项目储
备、示范推广和考核评估等制度。同时，打造贫困地
区气象名片：塑造“气候养生之乡”“中国凉都”“国家
气象公园”“国家气候标志”等系列品牌，提升贫困地
区知名度和生态旅游内涵；继续联合农业农村部门
创建全国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逐步发展形成覆
盖贫困地区的分品种、特色鲜明的农业气象服务网
络；加快推进贫困地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充分
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在生态修复、农业增雨防雹、环境
治理中的作用。

“智慧气象”助力贫困地区精准脱贫

贫困家庭孩子

走进多彩学堂

▲近日，阳曲县首邑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打非洲鼓。

为了让贫困户子女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2017 年山西省阳曲县在原大盂中学基础上改建了一所集小学、初
中为一体的寄宿制学校——— 首邑学校，吸纳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适龄子女就读，并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目前，
该校共有学生 411 人，其中 241 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学生占全部学生比例达 58% ，未来将会有更多贫困
家庭的孩子受益于阳曲县的教育扶贫政策，走进多彩的学堂。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吉林省前郭县东三家子
乡天德村村民盛海岩新换了
一部智能手机，“村里走在哪
都有免费的 WIFI 网络，随
时都能跟亲朋好友来个视频
通话”。盛海岩过几天准备停
掉家里的付费网络，“一年能
省 700 多元呢。”

“十年九旱”的天德村曾
是吉林省级贫困村。“脱贫首
先是因地制宜打机井，解决村
民‘靠天吃饭’。”天德村党支部
书记刘运通说，全村近几年新
增了 40眼机井，“井井通电”，
电带动水泵灌溉的费用不到
过去使用柴油机的一半。

今年，天德村成为吉林
省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刘运
通想着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有
路、房等硬件改善，还得搞好“软环境”。“全村 480 户
中有 180 户过去付费上网，村民一年要花 14 万元网
费。”刘运通算账说，如果全村无线网络覆盖，一年才
3 . 8 万元，“村集体承担费用，能给村民省一大笔钱”。

联系通信企业、架设设备、开通线路……刘运通
说干就干。原有的 50 米高的通信塔变成了一个“大
路由器”，在全村合理布局了 17 个“小路由器”，安放
在 10 米高处，“今年‘五一’试运行了，带宽 100 兆。”
刘运通说。

看不见的无线网络，看得见的好日子。“村路全
是水泥的，干净的自来水入户，还安上了路灯，这几
年的变化翻天覆地。”60 岁的村民王轩说，现在的日
子越来越滋润，“别提心里多敞亮了。”

(记者郭翔)据新华社长春 5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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