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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6 月 9 日电(记者浦超)西畴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
云南乃至全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全县 1506 平方公里的国
土面积 99 . 9% 是山区，喀斯特面积占 75 . 4%。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
存条件，山大石头多、贫穷落后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这里的群众，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懦弱退却，他们奋起抗争，与天
斗，与地拼，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现在，这里的全部村寨通了公路，石
旮旯中造出了大片“梯田”。今年 4 月 30 日，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
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西畴县的脱贫故事值得细细品味。

“那个时候太穷了，路不通，电不通，房子破烂，田地少得可怜，粮食不
够吃，说起来都是泪……”回想起 20 多年前刚嫁到西畴县蚌谷乡海子坝
村时的生活状况，48 岁的谢成芬仍然唏嘘不已。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
一大片，秋收一小箩。”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也是昔日西畴人
民在石头缝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石漠化号称“地球癌症”。过去的西畴，漫山遍野的石头，贫瘠稀少的

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有地质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
的地方”。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全县处在温饱线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 80% 以
上，食不果腹、房不遮雨是普遍现象。1985 年全县农民人均占有粮仅 135
公斤。

江龙村、多依坪、岩头村……这些村寨都有一个共同外号“三光
村”———“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

江龙村 70 多岁的刘超仁说，他们村过去不仅是“三光村”，还是有名
的“口袋村”，辛苦种一年地只够吃半年，村民经常扛着口袋借粮食吃。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失去生存条件的窘境，当地老百姓将如何抉
择：搬家？等政府帮扶？靠社会救济？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1990 年 12 月 3 日，王廷位、刘登荣等党员
干部带领蚌谷乡木者村 300 多名群众，喊出了“搬家不如搬石头”的口号，
男女老少齐上阵苦战 105 天，用铁锤、铁杆等原始工具，在石旮旯里刨出
了 600 多亩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台地，秋收时玉米增产了 4 倍，一举

甩掉了“口袋村”帽子。
这一声炮响，拉开了西畴人民与石漠化抗争、向石旮旯要地的序幕。

看到了希望的各村寨群众，纷纷投入到炸石造地的抗争中。
当地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出台炸石造地和中低产田地改造补助政

策，全县掀起了以炸石造地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高潮。
有了三保地，粮食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饱问题，但出行仍是难题。
一个个村寨喊出了“要发展，先修路”的口号，立下了“与其等着看，不

如自己干”的誓言。
居住在深山里的董马乡张家老林村的张仁贵家，一家 4 口，3 人是残

疾。一家人凭着大锤、铁杆和锄头等简陋工具，用两年时间硬是在石山中
“抠”出两公里多的进村公路。

鸡街乡的肖家塘村，邓招才、侯寿高、姚仕元、姚仕斌 4 个人，每天清
晨 7 点半开工，晚上 8 点收工，风雨无阻苦战 6 年，在石头山中修出了 5
公里道路，小货车可以开到每家房子边。邓招才的一只手指被石头压断，
简单用草药包扎后，又继续修路。

为凑钱修路、造地，有的村民卖了年猪，有的把儿女办婚事的钱拿出
来……

20 年来，当地群众凭着一股子韧劲，在悬崖峭壁中开挖出了 3000
多公里道路，公路密度达到云南省平均水平的 3 倍，行政村、自然村全
部通了公路。

20 年来，当地群众炸石造地 10 多万亩，人均耕地从过去的 0 . 3 亩
增到了 0 . 78 亩，村民告别了在石头缝、石头窝里种庄稼的尴尬和无奈。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畴人民大力推进“山、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
综合治理。很多村寨把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写进村规民约，村民自发种树，
努力把水留住。2012 年以来，全县共治理石漠化 140 . 2 平方公里，封山育
林 12 . 62 万亩，人工造林 3 . 35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25 . 24% 提高到 53 . 3%。

产业发展大力培植，苦参、三七、重楼、核桃、烤烟、蔬菜……一个个产
业快速发展起来。

曾经石漠化最严重的“三光村”多依坪村，如今是连绵的“梯田”，种上
了 5000 多亩猕猴桃，村民增收有了保障。

初夏时节，远处看去，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梯田”，崭新的民居，与层
层叠叠的山丘，犹如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画。每逢节假日，游客争相前来
旅游参观，一些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一个个“三光村”“口袋村”，甩掉了“贫困帽”，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
村、小康村。

西畴县委书记蒋俊说，西畴人民在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
一条脱贫新路，这个不被看好的地方，提前摘掉了“贫困帽”。他们将继
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让当地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时代的奋进道
路上，西畴人民将迈着坚实步伐，勇毅前行。

在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

云南西畴：“石头地”里种出新希望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林园)“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
样好的房子，我们老两口再也不用住透风漏雨的泥坯房了，真是要感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受益于危房改造政策，搬进新家的董保健逢人就
夸政策好。

董保健家的泥坯房修建于 20世纪 70 年代，已经破落不堪，一到刮
风下雨，老两口就担心会倒塌。危房鉴定通过后，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危
房拆除和新房建设，并且从提出申请到入户鉴定、开始施工、检查验收、
兑现资金，基本没有跑腿，如今刮风不愁、下雨不怕。董保健老两口见到
记者时，不禁感叹：“除了安全感之外，更多的是归属感。”

董保健是河南省鹿邑县玄武镇董楼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年来，鹿邑县围绕脱贫攻坚这条主线，充分利用农村危房改造的惠民
政策，以“因村因户制宜，科学规划，政府主导，农民自愿”为原则，高
标准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在鹿邑县高集乡村民李富民的危改新房中，两位老人准备了丰盛
的菜肴招待在外务工的女儿女婿。新房宽敞明亮，墙壁粉刷一新，洁白
干净、简单大方，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女儿女婿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里：“没想到咱家变这么好，我们在外边打拼也就放心了。”

鹿邑县按照“户申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的要求，严格确定危
改对象和危房等级。今年以来，鹿邑县共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残
疾人、五保户实施危房改造 1768 户，其中新建 1313 户，维修 455 户，已
开工 1756 户，完工 1567 户。

鹿邑县住建局局长朱明说：“危房改造工作是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的关键举措，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建议研究好‘拆、修、改、建’的治理机制，
才能让贫困群众住上安心的房、安全的房，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河 南 鹿 邑 危 房 改 造

让贫困群众居有所安

近年来，广西容县聚焦脱贫攻坚“硬骨头”，全力打好易地扶贫搬
迁硬仗，2016-2018 年共投入 6181 . 02 万元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
工程，建成套间式住宅楼 8 幢。目前，已有 242 户扶贫移民搬迁入住，
累计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0 人，完成“十三五”时期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

为了让扶贫搬迁户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容县把易地扶贫移
民搬迁安置点建在距离县城约 2 公里、距离县经济开发区约 1 公里、
距离容县都峤山风景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3 公里的石寨镇合柳
村洛塘队，安置点周边有多所初中、小学。同时，容县经济开发区有
100 多家企业，贫困户有很多机会就近就业。安置点建成之后，容县人
社、扶贫、教育、易地安置中心等部门紧密协作，在安置点举办专场招
聘会，组织企业入场招聘，举办劳动技能专项培训，双管齐下助推易
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目前已实现 306 人稳定就
业。

同时，容县教育部门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
阶段入学问题专门下发通知，根据就近入学原则并尊重家长及其子女
意愿，就近安排到容州镇都峤中学、容州镇厢南小学、石寨中学、石寨镇
合柳小学等学校就读，安置点搬迁户子女在上述学校就读 126 人。其
中，在石寨镇合柳小学就读 72 人，学校距离安置点约 500 米，学生步行
上学仅需七八分钟，无须家长接送，扶贫搬迁户曾昭兰说：“感谢党和政
府，让我们搬进了方便孩子上学的学区房！ (封晓天)

广西容县已有 2 4 2 户

贫困群众住进“学区房”

本报记者张典标

“老疙瘩”原本是打死都不下山的。
“老疙瘩”名唤田长元，在陕西省宁陕县海棠园村中坝

组的山头上一个人住。几个月前，当于晓磊和驻村干部一起
来劝他下山住敬老院的时候，田长元板着脸，上下打量着这
些人，谁说话也不理。

于晓磊是从北京来驻村的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田长
元照样一点面子没给，直接甩出三个“打死不”：打死不住敬
老院、打死不和监护人同吃同住、打死不离开老屋。

这其实是之前驻村干部反复对田长元宣传的几个养老
选项。田长元听得耳朵都长了茧，“逼”得他都能自己总结
了。

这算是把所有选项都给堵死了。

田长元让驻村工作队很担心。今年 80 岁的田长元是五保
户，无儿无女，腿脚不灵便，吃饭也没人管，唯一的监护人就是
他在外打工的侄子，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很难照应得上。就是
平时下山买个菜都得花两三个小时，几十年没修过的黄土屋，
就像是发黑的旧报纸叠的一样，也不具备改造条件。

相比监护人照顾，驻村工作队综合考虑之后，认为集中
供养对田长元来说更好。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宁陕县将全县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 60 岁以上老人，统一集中供养在
全县的 7 个的敬老院里。宁陕县中心敬老院副院长安明兰
说，敬老院里的老人都是自愿入住的，入住之后老人的生活
起居、生老病死都由县政府来管，家属可以随时来看。

可是，任凭驻村干部们怎么变着法儿劝，田长元就像是
钥匙断在锁眼里的锁，什么“钥匙”也打不开。

于晓磊一行只能再次怏怏而归。之前他们已经去了不
下五次，全是空手而回。

于晓磊知道田长元心里有疙瘩没解开，可也只能“厚着脸
皮”继续上门。见常规宣传没效果，于晓磊带着“问题意识”去串门，揣摩“疙
瘩”到底在哪里。

又几趟下来，他们才慢慢找到了突破口。
“哪有那么好？我又不是没住过，你可别蒙我。”一次正在向田长元

夸敬老院时，田长元终于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疙瘩。

原来，十几年前，田长元和几个伙伴曾在老敬老院住过
一段时间。当时，吃、住、看病条件都太差，到现在都心有余
悸。

“去了，待几天就没了。”田长元对敬老院很害怕。
“以前敬老院条件确实不行。”于晓磊“逮住”这个疙瘩，

“不过现在的敬老院修得特别好。敬老院是县里仅有的两个
有暖气的地方之一，另一个地方是幼儿园。工作人员照顾老
人们吃喝拉撒，也都特别上心。”

“敬老院里还专门配了医生。得了大病，还有县里和西
安的医生远程会诊给咱们看。”一旁的驻村干部补充。

驻村干部们一口气说了一通，田长元还是硬疙瘩一块，
半天也没回一句话。

于晓磊见机行事，又提议说：“你先试住一个星期。觉得
好，就接着住，不花钱；觉得不好，我们再把你接回来。”

田长元这才勉强同意试住一周。

一个星期过去了。驻村工作队如约到敬老院看田长元，
田长元大变样。原来衣服老不换，积的灰都发亮反光，里外
衣服扣子也没扣对。现在新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
干净净，从前发灰黑的脸也白净不少。

“好是好，就是有点想家里的奶粉和冰糖了。”田长元还
是挑了个“刺”。

那是他侄子给买的，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不过，这可
不是小事，也不是讨价还价。”于晓磊说，下山之前老人总喜
欢饭后喝点奶粉，嘴里含块冰糖。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一时
间很难改变。

驻村工作队给田长元做了供应冰糖和奶粉的保证，他才
“不折腾”了。

“可别当成是完成任务交差。”于晓磊告诉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必须站在他的角度想，真心为他好。老百姓就是从这
些小事上感受温暖的。”

“老疙瘩”终于解了“疙瘩”。临走时，田长元看驻村工作队
干部的眼光，透着依依不舍。看着田长元和伙伴们乐呵呵地聊天晒太阳，
于晓磊觉得有点像第一次送小朋友进幼儿园一样，“干成了一件大事”。

“和群众打交道，一定要比群众更有耐心。群众心里可能有疙瘩，但
你不能认为他是不领情。”他掰着手指头说，劝田长元下山前前后后劝
了有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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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蒋成)将茶籽从漫山遍野的油茶树上摘下晾干、
脱壳，再送到油茶加工厂制成野生山茶籽油出售，成为贵州省铜仁市石
阡县的一项特色产业。石阡县境内拥有野生油茶树 21 . 3 万亩，这些先
前被农户当作柴火的野生油茶树，如今成为脱贫攻坚的一大产业。
石阡县聚凤乡廖家屯村村民廖益俊一家有 20 亩野生油茶树，每年能

够为他们家带来 2 万多元的收入。
“没想到这些看不起眼的野生油茶树会这么值钱。”谈起油茶树的价

值，廖益俊深有体会，“野生油茶树生长在荒山上，以前都是砍来当柴烧，
现在一棵也舍不得砍了。”

“不用人工种植，也不用精细管护，因为这里气候适宜，雨水充沛，适
合野生油茶树生长。”廖益俊说，“20 亩野生油茶树每年能够收获 2000 多
斤晒干的茶籽，按照一斤 10 元的价格，也有 2 万多元。”

让廖益俊更高兴的是，从 2015 年开始，聚凤乡以廖家屯村丰富的野生
油茶树作为基础，打造农旅一体的油茶产业园和乡村旅游景点。廖益俊一
家也开起了农家乐。“每年有两个旅游旺季，第一个是 3 到 4 月份，茶片成
熟，每天上山采摘茶片的游客几百人，我们的生意很好。”“其次就是 9 月到
11 月份，茶花盛开的同时茶籽成熟，来赏花的游客和收购茶籽的商人也很
多。”廖益俊说，他的农家乐在旅游旺季一天收入两三千元是常有的事。

聚凤乡现有野生油茶树 10 万余亩，2015 年，石阡县以聚凤乡廖家屯
村为核心成功申报了贵州省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区，带动廖家屯、安乐、

宝龙等 8 个村 2249 户 9634 人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 4500 元以上。
为了最大化提高油茶产值，石阡县支持成立了佛顶山野生油茶油业

有限公司和贵州聚龙油业有限公司，注册了“仡家野生油茶”品牌，获得有
机产品认证。两家企业与 220 户贫困户 838 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每年每
户分红 500 元以上。

佛顶山野生油茶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官荣告诉记者，他对油茶产
业情有独钟。早在 2009 年，李官荣就流转了聚凤乡的 5500 亩茶山，经过
对野生油茶树进行管护，提高了茶籽的产量与品质。

李官荣介绍，到了茶山管护和茶籽采收季节，公司会招聘当地村民到
基地务工，每年季节性用工和长期用工共有 6000 人次左右，向农户支付
60 万元以上的劳务收入。“2012 年开始投入生产，每年能够生产 20 多吨
野生山茶籽油，价值近 400 万元。”李官荣说，下一步打算新添机械设
备，提高产量。同时，公司与贵州省农科院合作在厂区建立科研实验室，
开发提高野生山茶籽油附加值的产品。

石阡县副县长石凌燕表示，实践证明，油茶产业是一个生态富民的产
业，油茶树春季长出大量可口的茶片和秋季花果同期的特点，为茶园带来
大量游客，让茶旅一体成为可能。“同时，油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解
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巨大作用。”石凌燕说。

石凌燕介绍，目前已完成改造 5 . 42 万亩油茶园，实现油茶产业年产
值 1 . 45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500 户 1800 人脱贫。

贵州石阡：昔日柴火山，今日“聚宝盆”

云南西畴县鸡街乡肖家塘村的四位村民
在展示修路中磨成老茧的手（ 2012 年 4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存
条件 ，山大石头多 、贫穷落后
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这里的群众，面对恶劣的
环境，没有懦弱退却，他们奋起
抗争，与天斗，与地拼，闯出了
一条脱贫新路

现在，这里的全部村寨通
了公路，石旮旯中造出了大片
“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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