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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5 月 30 日电(记者周相吉)村民们推
开大门，就能看见漂浮的白云。这是长江上游岷江流域
一个叫大寺村的山村景象。几年前，这个村还是四川省
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如今通过种植果木、发展民宿和生
态旅游，以大寺村为代表的不少长江上游贫困村正发
生“绿色蝶变”，走向振兴。

大寺村位于四川省汶川县克枯乡的山腰之上。沿
盘山公路进入村中，记者发现漫山遍野的李子树。当地
村民说，现在村子春季花飘香、夏秋果满园。即使在寒
冬腊月，这里也游人如织。

但在多年前，这个村并不是这样。大寺村村民杨志
武说，以前村里种植玉米、土豆、白菜等，但都卖不了什
么好价钱。“我把菜拉到山下去卖，有时候还要赔钱！”

在这个海拔 2200 米的山村中，大部分村民有着与
杨志武一样的遭遇。2014 年，大寺村被确定为贫困村。
2015 年，四川省林业厅派驻大寺村的第一书记杜斌
“走马上任”。

杜斌进村后发现，大寺村以前也种植李子树，但由
于没有技术，村民种植积极性不高。村民收入主要靠传
统农作物，不仅要毁林，也挣不了钱。为了扭转这种局
面，杜斌邀请四川省林科院专家，帮助村民提高果树种
植技术。专家们针对山上的土质，专门进行测土配方。

“肥料都是订制的，就像人得病需要吃什么药一
样，什么样的土质需要什么样的肥料。”村民董定义说，
大家经过培训，很多人都成了“土专家”。比如，原来看
着李子树枝叶茂盛，都舍不得剪枝，但那是不对的，该

剪枝就得大胆剪。
“现在我们村好些人都能出去讲课，搞培训了。”

董定义说。
李子产业的发展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变化。曾

经因残致贫的村民杨志武，依靠 3 亩李子树，每年收
入达到 2 万元左右，已经成功脱贫。杜斌说，大寺村
有 89 户 314 人，2015 年有贫困户 16 户 58 人。到
2017 年，村里只有 2 户贫困户 4 人，而今年贫困户
将全部脱贫。

在刚过去的 2 年，大寺村通过青(红)脆李产业，
实现年销售收入 300 多万元，户均年收入达 4 万元。

大寺村又开始在林果等生态产业的延伸上做起
了文章，发展民宿经济和生态旅游。今年春节前夕，

杜斌和很多村民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大寺村的人文故
事和自然风光，如在微信公号、朋友圈里晒着村里冰
瀑、冬雪美景。

杜斌说，今年春节前后一个半月内，来自成都、重
庆、绵阳等地自驾和徒步游客达 10 万人，最多一天超
过 3000 人。村里自发组织开展旅游接待和服务，形成
土特产品销售点 10 个，农家餐饮和住宿接待点 3 个，
旅游销售、接待、服务等收入超过 20 万元。

游客进村，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收入，更改变了村
民观念。“保护好森林果园、保护好生态已是村民的一
种自觉。村民热情大方，游客来了第一次才会来第二
次。”杜斌说，如今的大寺村已不是汶川高半山闭塞村，
而是走在振兴之路上的开放村。

“绿色蝶变”让贫困山村迈向振兴

据新华社兰州 5 月 30 日电
(记者张玉洁)干部定期“下沉”入
村，就群众的脱贫个案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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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以
此方法助推脱贫。

积石山县是少数民族聚居
的深度贫困县，不少群众不了解
脱贫门路，不熟悉扶贫政策，成
为脱贫路上的阻碍。

“我和女儿都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医疗费用怎么报？看门诊花
掉的 1 万多块钱还不知道咋办
呢。”日前，在积石山县寨子沟乡
麻沟村的“三说三抓”会议上，贫
困户卜文华把好久都没弄清楚的
问题，抛给了积石山县医保中心
主任王进伟。

“住院费用可以通过医保、保
险公司、民政救助来报，贫困户不
用交押金、没有起付线，一年自己
最多掏 3000 元。先天性心脏病属
于慢性病，产生的门诊费用可以
凭慢病卡和发票，经确认在医保
中心报销。”王进伟细讲一番后
说，“你留下我的电话，要有不清
楚的再找我。”

“好，我回去就报！”卜文华话
音刚落，又有群众起身向相关负
责人提问。百余名群众、10 来个
部门的干部围坐在麻沟村文化广
场好不热闹。

积石山县委书记马正业介
绍，“三说三抓”会议是指“群众说
问题、干部说政策、法官说法律；
抓控辍保学，抓政策落实，抓急难需怨”。教育、医
保、法院等部门的干部“下沉”到村里庄内，和基层群
众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这既解决了群众的所
急所需，又锻炼了干部队伍。

除了打造干部与贫困群众的交流平台外，积石
山县还建立了脱贫典型户与贫困户的信息共享机
制。这一系列做法让贫困群众心中不再有“糊涂账”，
脱贫内生动力增强。截至 2017 年底，积石山县贫困
面下降至 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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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激县里‘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
样’的用人导向，没让扶贫一线干部流血流汗又流
泪。”淮阳县大连乡代庙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健告
诉记者。淮阳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为确保 2018 年全县顺利脱贫，去年以来，淮阳县积极
探索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在选拔任用、物质待遇、激
励关爱等方面，为扶贫驻村干部提供了坚强保障，让
扶贫一线干部沉下身、扎得下、有盼头、有干劲。

扶贫一线干部身处脱贫攻坚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能否调动扶贫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直接关系到
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也决定着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的成败。

好的制度，好的措施，让驻村干部看到了奔头，
也更有了劲头。除先后出台《关于全面开展选派机关
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实施意见》、《淮阳
县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的方案》等一
系列文件，淮阳县文件还规定每次提拔重用干部时，
脱贫攻坚干部提拔重用比例不低于提拔重用干部总
数的 60%。

据介绍，经过组织考核，淮阳县从脱贫攻坚一线
提拔重用乡镇干部 67 人，其中直接提拔乡镇扶贫办
主任 4 人；从服务于脱贫攻坚的县局委干部中提拔重
用 41人，其中提拔重用县派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5人。

“扶贫一线是锻炼培养干部的大熔炉，我们要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发现干部、重用干部，把那些踏实肯
干、群众公认，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好干部选拔起
来。”该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耿党恩告诉记者。

细微之处显真情。淮阳县投入 5000 余万元对
227 个村室改扩建，改善了干部的办公和住宿环境；
为第一书记进行全面健康体检，并统一办理人身保
险，建立健康档案，将他们的工作经费和生活补贴纳
入财政预算……

淮阳县还为优秀扶贫干部颁发系列“精神大礼
包”。对评选出的优秀驻村第一书记进行表彰，并拍
摄了 5 部优秀驻村第一书记专题片，1 人荣获“河南
最美村官”称号，极大地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投身服务
基层的热情。

“2018 年淮阳要实现脱贫摘帽，打赢这场硬仗，
一线扶贫干部至关重要。”县委书记马明超说到，“唯
有注重关心关爱一线扶贫干部，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使他们真正安心基层、扎根基层，脱贫攻坚工作
才能扎实稳妥推进。” (刘玉涛、雷从波)

河南淮阳用好制度

激励一线扶贫干部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任卫东、屠国玺、成欣)初夏时
节，在甘肃省陇南市主城区以东的白龙江南岸，贺家坪
村 52 岁的村支书潘小林站在山坡上俯瞰，从半山腰往
下直到河谷地带，全都栽种上了油橄榄树。“就是这些
来自地中海的洋特产，帮助我们全村脱了贫。”

贺家坪村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桔柑乡。这里
地处秦巴山区集中特困连片地区，是甘肃省目前扶贫
的重点区域之一。

现在，油橄榄这种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舶来品”，
已经成了贺家坪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去年全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约 5000 多元，其中八成来自油橄榄收益。武
都区的网店会来村里收集橄榄油，销路不愁。”潘小林
说。

潘小林告诉记者，起初，村里只种植玉米、小麦
和土豆等常规作物，效益非常差。从 2002 年起，全
村开始大面积种植油橄榄。到现在，全村已经种植油
橄榄 2300 多亩，每年都能产生经济效益 220 多万
元。

现如今，贺家坪村漫山遍野的油橄榄郁郁葱葱，生
机盎然。然而，中国本土并没有油橄榄这种作物。那这
个地中海特产，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北的山谷
当中呢？

20世纪 60 年代，作为阿尔巴尼亚政府赠送给中
国的“国礼”，1 万余棵油橄榄树苗开始在中国多地引
种。10 年后，一次平常的科研交流成为油橄榄在中国
命运的“转折点”。

1975 年，甘肃省陇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首次从陕
西汉中引进 4 株卡林品种油橄榄试种，5 年后开花结
果。参与此次引种的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副院长、油橄
榄研究所所长邓煜介绍，陇南的白龙江河谷、白水江河
谷以及西汉水流域都属于干热河谷区，土壤中性偏碱，
降雨量在 500 毫米左右，气候、土壤条件与地中海沿岸
极其相似。

这种被偶然发现的“巧合”，却让油橄榄产业在陇
南当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从引种试验，到示范推广，
再到现在产业化发展。目前，陇南已经成为我国面积最

大的油橄榄种植基地。
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油橄榄种植总

面积共 90 万亩，其中陇南市种植 60 万亩油橄榄，占
全国的三分之二。在陇南市，油橄榄产业帮助 159 个
村、21 万人如期脱贫。

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霄鹏介绍，
陇南市自 2009 年开始进行油橄榄组织培养试验研
究，通过多种科研手段，培育出了更适合西北土壤的
品种。世界上油橄榄的栽培品种有 300 多个，陇南市
已引进 126 个品种，并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油
橄榄示范基地”。

“和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产业五六千年的历史相
比，我们还是一个‘幼儿’。但我们的品质可不差。”邓煜
说。

油橄榄树挂果期较长，三五年才能挂果，七八年
才能进入盛果期，但盛果期可以长达百年以上。邓煜
逐渐相信，油橄榄这个地中海的特产正在扎根中国，
成为更多群众脱贫致富的金果。

地中海油橄榄造福西北贫困农民

▲近日拍摄的廊坊市安次区落垡镇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的雏鹅。
2014 年以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残联针对辖区农村贫困残疾人实施“精准帮扶 养鹅脱贫”工程，每

年分批向农村贫困残疾人每户免费发放雏鹅 100 只，并为他们提供雏鹅繁育、防疫、养殖技术培训和成鹅收
购“一条龙”服务。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鹅苗孵化助力

贫困残疾人增收

新华社银川 5 月 30 日电(记者张亮、温竞华)近年
来，宁夏一些地方通过推动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提
高生活水平，带动其转变思想，摆脱落后的婚嫁观念，
零彩礼、少彩礼的风气逐渐兴起。

青铜峡市邵岗镇沙湖村村民李冬梅夫妇有三个女
儿，却全然没有靠嫁女收彩礼养老的想法，这两年两个
女儿先后出嫁，她一分彩礼也没有收。她说：“家里种着
12 亩葡萄，每亩最多能有 1 万元的收入。生活水平高
了，咱也不缺那点彩礼钱。”

李冬梅的底气与当地倡导培育葡萄产业密不可

分。沙湖村原先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村
民几乎没有收益可言。2004 年，村干部带头在村里
种起了葡萄。经过请专家培训、外出学习等方式提升
了村民种植技能，第三年就实现了一亩地三千多元
的纯收入。如今，沙湖村接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用于葡
萄种植，平均每户有 5 亩葡萄田。2017 年全村产鲜
食葡萄 300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13768 元。

自治区扶贫办宣教处处长邵建华介绍，宁夏近年
来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草
畜、马铃薯、枸杞等传统优势产业，推广“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带动农户从产业链各个环节上获得更多收
益。

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六窑村以枸杞种植为主业，
枸杞苗最高时能卖到 13 万元一亩。2017 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超过 1 . 5 万元，在海原县名列前茅。村支书马
军介绍，村里的彩礼钱都在 6 万元以下，很多家庭又
把彩礼当作陪嫁返给了男方。

三河镇党委副书记刘顺说，“彩礼高的地方一般比
较贫困，现在条件好了，就不用再在嫁女儿彩礼上琢
磨了。”

宁夏多地脱贫致富带起婚嫁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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