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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脱贫攻坚进入决胜
之年。

春节临近，新华社记者深入
巴蜀深处、宁夏平原、三晋大地，
倾听贫困户们的新春愿景，了解
他们的新年新喜，听他们讲述一
个个暖心故事。

悬崖村不再蜀道难

三面环山，全是悬崖绝壁；一
面依水，金沙江支流西溪河流淌
而过。与世隔绝了 50 多年的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布洛哈村终于
不再是“高山深谷”——不久前，

供村民们进出的悬崖“摆渡车”开通了。
和村民阿达么友杂一起，记者登上“摆渡车”进村：人们坐着封

闭轿厢横跨西溪河峡谷，脚下 400多米深的悬崖，不再令人生畏。
“以前出去一趟要 4 个多小时，走悬崖上的山路很危险，一

不小心就可能跌下去。现在出去只要 20 分钟。外面，还有往返县
城的公交车。”阿达么友杂说，今年春节，她终于可以带着两个孩
子去县城转转。

小小“摆渡车”，承载着村民迎接新生活的希望。
村支书吉列子日说，全村 65 户 253 人，目前仍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29 户 182 人，交通成为限制村庄发展的最大瓶颈。“现在出
村方便了，大家的日子更有盼头了！”村支书乐呵呵地向记者介
绍，村里正在引导老百姓发展特色产业，已经修建黑山羊养殖基
地 680 平方米，种植 100 亩芒果，种植无刺花椒苗 6300 株……

除了“摆渡车”，一条通村公路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中。
以前因村子位置险峻，大型机械设备上不去。如今四川路桥

集团租用重型直升机吊运了大型机械设备到村里。
“我们现在白天黑夜赶工。”伟木村村民布日小火在修路工

地上干活，他有亲戚在阿布洛哈村，路修好了，他要带着老婆回
村走走亲戚。这个春节开始，“悬崖村”不再“蜀道难”。

庆丰年好日子如歌

宁夏银川闽宁镇。46 岁的农民高润弟在舞台下背着歌词，
为公司年会做节目彩排。她要演唱一首讴歌新时代的歌曲。

平时在村里说话都没大声嚷嚷过的她，却破天荒地主动报
名登台亮相。虽有些紧张，脸上却始终溢着笑。

这个春节，她心里格外踏实，忙碌了一年，她终于有了人生
第一笔存款。“用存折存的，虽然钱不多，但心里不慌了。”高润弟
有些腼腆地说。

这笔积蓄来得不容易。2014 年，他们举家从西海固地区搬
迁到闽宁镇时，兜里只揣着借来的 3000 元钱。父亲年事已高，她
的大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小儿子还在上学，高润弟两口子肩上担
子很重，更别提有积蓄。2019 年，村里新开的扶贫车间招工，高
润弟率先报名，成为首位员工，家门口的工作既能照顾老人孩
子，也能让在外务工的丈夫安心上班。

大儿子医保报销比例提高了，80 岁的老父亲领到了高龄津
贴和养老金，流转的土地能领分红。收入多了，开支少了，一年下
来高润弟将攒下来的钱存了起来。

在闽宁镇，像高润弟这样的移民户不在少数。闽宁镇扶贫劳
务工作站站长丁成民说，当地依托发展特色产业扶贫项目，打造
光伏、旅游、服装加工等扶贫项目，增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群
众的生活越过越好。

今年，高润弟的小儿子就大学毕业了，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
有奔头。歌传心声，高润弟的歌声里满满当当是对好日子的期盼。

奔小康好戏已开锣

一进腊月，山西省垣曲县老屋沟村就变得格外热闹起来。
首届群众文化年会活动在村头戏台上演。86 岁的老贫困户

惠付荣坐在台下看得起劲儿，已是眼花耳背，但眼前这份热闹让
他高兴：“几十年了，村里属今年最热闹！”

再过不久，垣曲县春节联欢晚会就要上演，村里两个节目入
选，新成立的“夕阳红”老年艺术团正在村委会紧张排练，吸引许
多回村过年的村民来看热闹，惠付荣也总爱往这跑。

“以往过年，年轻人打牌、女人们闲聊，没意思。你看现在演
节目多好，《十送红军》《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些歌我都会唱，这才
有年味儿！”惠付荣笑着说。

这两年，村里人明显感到一向沉默寡言的惠付荣话多了，也
爱笑了。“惠付荣当年是逃荒到这个村子的，活了大半辈子，还在
温饱线上挣扎。脱贫攻坚这几年，他和小儿子种植 40 多亩花椒，
一年能卖 3 万多元。日子红火了，人也爱说爱笑了。”老屋沟村第
一书记范保珠说。

脱贫春来早。截至 2019 年底，垣曲县 109 个贫困村实现了
整村脱贫，顺利完成了脱贫摘帽任务，当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
艺演出，山西省还持续开展免费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现在的日子是顶天的好了。”生活殷实了，村里热闹了，惠
付荣笑在脸上，甜在心里。（执笔记者：孙仁斌；参与记者：董小红、
何晨阳、王劲玉、王炳坤、邹明仲）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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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2020 年，贫
困远去，幸福走来。在山川、
在城边、在田野、在企业，我
们聆听寒冬里你的小确幸，
感受你脱贫致富的大欢喜；
我们记录你坚守岗位奋斗
的新作为，见证你追逐梦想
开创的新天地 。这一年新
春，我们与你满怀期待，一
起昂扬向前。

自 1 月 7 日起，新华社
开设“新春走基层”栏目，陆
续推出记者发自一线的报
道，吹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号角，充分反映广大干
部群众一鼓作气、迎难而上
的精神面貌和实际行动，充
分展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
人民群众欢度春节的美好
景象。

■采访札记

太行山区深处，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关防乡
后池村桃花山下，有一块新立的石碑，村民叫
它愚公碑。碑文上书：“古有愚公，徒手搬山，今
有翁妪，开山修路，奋战百日，终成坦途……”

因为在脱贫路上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
山路、拔穷根，后池村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我最早去后池村，是 2016 年 3 月。这个
村位于一个沟的最里端，只记得从河北涉县
县城出发，几乎一上午才到村里，山路崎岖，
车走蛇形，感觉整个身体要散架。

后池山上有的地方光秃秃的，有的地方灌
木丛生，放眼望去，没有一点生机。山坡上，先
辈开垦的梯田坍塌得一塌糊涂，很多地方就剩
下了一堆乱石头。修路现场，村民们凿石头、垒
堰、平整路面，干得热火朝天，多是六七十岁的
老人。看着这恶劣的自然条件，看着群众手中
简单的农具，我蓦然生出怜悯之情，这样的“穷
山恶水”，修了路又能如何，能有什么前途？

一年后，我又去了后池村。登上桃花山
顶，我着实被震撼了。四处眺望，漫山遍野都
是植树的“鱼鳞坑”，由于“鱼鳞坑”挡板呈白
色月牙状，一个个“鱼鳞坑”就好像镶嵌在山
体上的闪光繁星，身处其中，有小时候夜里躺
在田野里看满天星辰的壮观。曾经的穷山恶
水，正在变为金山银山。

村干部说，2016 年秋天到 2017 年春天，
他们穷尽各种办法，在山坡上挖了 70 多万个

树坑。
巨大的变化有点颠覆我的价值观，原来，

所谓的穷山恶水并非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
思想不解放的一种错误认知而已。一些贫困
地区，不就是把自己所处的穷山恶水当作贫
困的理由吗？

我一直思索，是什么让后池实现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让穷山恶水变成金山银山？

答案仿佛离不开“敢想、敢干”四个字，一
个好支部的引领也不可或缺。

“敢想”，就是解放思想，让思想走出大山。
俗话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人的思想，往往受制于所处的环境，这也是一
些地方久困于贫的原因。然而，后池村党支部
书记刘留根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们没有。

2014 年，后池全村人均收入不足 4000
元，摆脱贫困奔小康似乎遥不可及。

但是，军人退役的刘留根不信这个邪，他
四处参观学习，寻找脱贫致富路径。特别是从
邢台的前南峪学习后，他更是经常一个人坐
在山上苦思冥想，夜里，也时常因思虑过多难
以入睡。最终，找到了“整修山路盘活梯田”这
个突破口。

当时，村集体没有一分钱，如果按照常理
判断，没钱就没法修路。但是，刘留根总会“脑
洞大开”——让党员带头先干起来，发动群众
用最简单的农具修路。

我命由我不由天。面对贫困，不认命的刘
留根用“敢想”给后池打开了摆脱贫困的钥匙。

“敢干”，就是事不避难，以苦干求变。
“啥事先干起来再说，干起来就有办法。”

经常听后池村两委干部们说起这句话。他们
说，后池贫穷落后，永远没有条件完全具备的
那一天，如果等条件，那就啥都干不成了。

后池村开始修路正值数九寒天，山风像
刀子一样刮。每天 7 时，天还未亮，不用挨门
挨户叫，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自觉从暖暖的被
窝里爬起来，顶着凛冽的寒风上山。天亮的时
候，工地上已是红旗招展，大家干劲十足。

2016 年，我在修路现场碰到一位叫刘拉
弟的老人，75 岁，本可以躲在家里“猫冬”，可
她仍每天到工地整修道路。只见她一锨一锨，
挥舞不停。逆光看去，脸上渗出的汗珠闪闪发
光，让我感动。

“先干起来”的后池人确实遇到了困难，但
因为“不认命”地苦干，他们的事迹通过媒体得
以传播，也因此得到了在外老乡和各级党委政
府的支持。困难一一被化解。天助自助者。

2019 年，再去后池。已是仲夏时节，下午
两点来钟，骄阳似火，站在村里愚公广场处，
太阳晒得脖颈子疼。此时，村民们又开始三三
两两从村里出发去地里干活了。有的乘农用
三轮车，有的扛着铁锹徒步在炙热的阳光下，
完全不顾高温的不适。

3 年，一步不停，此种干劲，令人动容。
后池人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因为有一个

好支部引领。村里小学原校长刘榜年说，这么
多年来，要是没有党支部，村里的许多事根本

做不成。
我多次到后池采访，发现不管是带头

修路，还是开会谋划事，抑或一起聊后池的
未来，后池的干部就像家人一样。

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多么
亲密。

有一次，村支部开会，支书刘留根和支
委赵书斌意见发生分歧。双方各说各理，争
执不下。最后，赵书斌一拍桌子，走人了。

刘留根看他走了，苦笑着摇了摇头，接
着开会。会议结束后，刘留根径直朝赵书斌
家走去，其他干部也没像往常一样回家，而
是后边跟着他。

赵书斌家开个小卖部，刘留根让赵书斌
的女儿拿了一瓶酒，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找赵
书斌。一瓶酒下肚，意见统一，没了隔阂。

临走到门口，刘留根又返回来对赵书
斌说：“酒是从你家小卖部拿的，酒钱你自
己掏吧。”赵书斌一听，佯装要脱鞋投他，刘
留根“嘿嘿”两声，赶紧跑开。

“我们就是这样拆也拆不开，打也打不
散的一帮干部。”一名支委给记者谈起这件
事时，刘留根在一旁笑着说。

几年来，后池村相继荣获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多个荣誉称号。

后池人告诉我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只要不认穷命，只要肯付出，只要党支
部给力，一切皆有可能。

(记者范世辉)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7 日电

见证太行山深山村的“搬穷”历程

▲ 1 月 7 日，村民康耀林（前）在分红大会上领到分红。
当日，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稻坪村迎来分红日。由 79 户村民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在

2019 年收入近 87 万元，减去各项开支，现场发放了共计 78 . 5 万多元的个人与集体分红。
稻坪村曾是甘肃省深度贫困村，2018 年以来，稻坪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打造古村

落，发展旅游业、特色养殖业和农村电商，2019 年年初进行了首次分红。如今，稻坪村大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奔小康。 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分红啦！

新华社沈阳 1 月 6 日电（记者王炳坤、邹
明仲）岁末年尾，辽宁北票市三宝乡红石砬村
5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卡通内，都能收到
几笔分红款：村里经营的扶贫“微农场”，分红
1000 元；入股杂粮合作社，分红 500 元……
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学兴奋地说，有了固定产
业，去年红石砬从贫困村中出列，今年将甩开
步子走乡村振兴路。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辽宁完成 13 . 25
万人、128 个贫困村、5 个省级贫困县脱贫任
务。辽宁省委省政府在日前召开的全省脱贫
攻坚会议上宣布，到 2019 年底，全省 15 个省
级贫困县全部摘帽，1791 个贫困村全部销

号，贫困发生率由建档立卡之初的 5 . 4% 下
降至 0 . 06%。这意味着，这个老工业省份向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过去一年，辽宁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组织教育、住建、农业农村、水利、卫健、
医保等部门，会同各地区排查解决了 7 . 4 万
贫困人口的难题。比如在增加收入方面，全省
各级各部门落实资金 17 . 8 亿元，实施类似
于红石砬村“微农场”的产业扶贫项目 4211
个，62 . 96 万名贫困人口从中受益。辽宁各地
还建立“控辍保学”台账，保证 3 . 6 万名建档
立卡适龄人口接受义务教育。

辽宁省扶贫办副主任郭善瑞介绍，辽宁脱

贫攻坚立足“精准”二字，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聚焦因病致贫多发，辽宁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去年
大病集中救治 4 . 25 万人、慢病签约健康管理
14 . 02 万人、重病兜底保障 1 . 86 万人。辽宁还
探索医疗补充保险制度，过去两年全省贫困人
口在医保之外的个人承担医药费用共计获得
理赔 1 . 4亿元，惠及 49万人次。

聚焦贫困大学生就业难，辽宁在全国率先
出台兜底安置就业政策，目前已帮助 4106 名
贫困高校毕业生找到稳定工作。2014年大专毕
业的王欢家住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马前寨
村，因母亲突发大病，父亲身患慢性病不能干

重活，家庭十分困难。2018年夏天，王欢在兜
底政策帮助下进入国企工作，后经考试进入
一家事业单位。她说，工作稳定，也能很好地
照顾家人，这为她整个家庭都带来了希望。

截至 2019 年年底，辽宁省还有剩余贫
困人口 1 . 42 万人，另外经过摸排，已脱贫
人口中还有 21 万人存在较高返贫风险。

郭善瑞说，2020 年，辽宁将持续加大
财政资金投入，挂牌督战，确保年底前剩余
未脱贫人口全部如期脱贫；同时对已脱贫
的重点贫困地区特殊困难群体、脱贫不稳
固和边缘人口，将持续加大帮扶支持力度，
着力巩固脱贫成果。

辽宁贫困县贫困村全部摘帽销号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向
定杰、施钱贵）“刚搬来的时
候，什么都不适应，都想搬回
老家了。”65 岁的老人张家
英说，住了大半年，社区医
疗、文化服务越来越好，“现
在请我回去，我都不回。”

张家英是贵州省兴义市
洒金街道办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的居民。当地实施了“新
市民居住证制度”，在农村权
益保障不变的基础上，群众
还享受城镇公共就业、就医、
社会保障等 7 类 39项权益。
这些措施，让张家英在新家
有了“定心丸”。

在脱贫攻坚决胜之时，
贵州省启动了省、市（州）、县
（市、区）分级挂牌督战工作。
基层怎样解决像张家英这样
对新生活有过的担忧，是督
战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前，记者从贵州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暨全省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获悉，贵州省正
式开展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
作，将 9 个未摘帽的深度贫
困县、全省有剩余贫困人口
的 8723 个行政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等作为重点督战
对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贵州省扶贫办主任李建
介绍，督战紧扣“两不愁三保
障”等，要求进村入户开展筛查，2020 年上
半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2020 年下半年进
一步查缺补漏，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其中，贵州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
席及其他省委常委重点督战 9 个深度贫
困县，定点扶贫联系省领导挂牌督战 3 个
拟摘帽县，并延伸挂牌督战到村。坚持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重在乡村的管理
体制。

在“督”方面，贵州将重点督查各地脱
贫攻坚责任落实情况，教育、医疗、住房和
饮水安全突出问题解决情况等；在“战”方
面，对剩余贫困人口整合各类资源，强化攻
坚措施，逐一对账销号。

为使督战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贵州还
分别给县、村、户明晰了挂牌督查的任务清
单。其中，仅入户督战就细化为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安全住房保障、饮水安全保障等
十个方面。“省、市、县三级联动督战，确保
脱贫攻坚不掉一户不落一人。”李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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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 月 6 日电（记者张新新）
18 辆满载牛羊肉、苹果、黄瓜、洋葱等特色
“甘味”农产品的货车，日前从兰州出发，奔赴
天津、厦门、青岛、福州等城市，以回馈 4 个城
市对甘肃的帮扶之情。

甘肃省商务厅厅长张应华表示，此次组
织的 510 吨、价值约 1100 万元的特色优质农
产品既能丰富帮扶城市的春节市场供应，又
能直接帮助甘肃农民增收。下一步，甘肃还将
继续组织货源适时供应帮扶城市，深化帮扶
感情和友谊。

东西协作扶贫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
消费扶贫和产销对接扶贫是东西协作扶贫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天津、厦门、青岛、福州 4 个
东西扶贫协作城市的大力支持下，甘肃先后
在 4市建设运营了 5 个电商体验馆，开展东
西协作消费扶贫陇货精品专项对接活动，达
成特色产品销售、跨境电商、电商培训等合作
项目。仅 2019 年，4 个城市就帮助甘肃贫困
地区销售农产品 17 . 96 亿元，有效推动了甘
肃农民增收脱贫的步伐。

据了解，甘肃还动员各市州与产销对接

关系密切的城市开展特色优质安全农产品
点对点市场营销活动。近期，甘肃省庆阳市
环县已向北京消费市场供应羊肉 5000箱
约 25 吨，甘肃特色农产品（广州）销售服务
中心向广州市场供应 300 吨洋葱。

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心董
事长张志勇表示，甘肃供货企业将积极跟
进营销活动，完善节日期间货源结构，建立
更加密切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创新流通
业态和营销模式，不断扩大甘肃特色农产
品的销售规模，培育“甘味”农产品品牌。

甘肃特色农产品销往东西协作扶贫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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