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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杨
静 ) 5 6 个贫困县、2 5 个世
居少数民族、绵延三千多公
里的边境线——这里是我
国滇西边境山区，也是我国
边境贫困县最多、世居少数
民族最多的集中连片特
困区。

精准扶贫以来，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瞄准脱
贫“硬骨头”，滇西边境山
区“因 村 派 人”“按 户 施
策”，到 2 0 1 8 年底，共有
236 . 73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初期的
24 . 15% 降至 4 . 9%。滇西
边境“直过民族”和人口较
少民族群众千年以来的小
康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拔掉思想穷根

云南的“直过民族”和
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在
滇西边境片区，曾一度处于
整体贫困状态，脱贫难度较
大。加之各民族社会发展
程度差异性明显，“素质性
贫困”成片区最为显著的贫
困特征。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
自治州，全州有傈僳族、怒
族、独龙族三个“直过民
族”，他们大多生活在半山
腰以上，长时间内过着刀耕
火种的生活。

在精准扶贫以前，部分
贫困户相约围坐火塘旁喝
玉米酒，一坐就是一整天，
顾不上地里的庄稼。政府
发放的小猪、小鸡甚至也被
少数群众拿去换酒喝，基本
没有脱贫动力，扶贫愿景成
空谈。

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的托坪村，虽与
“脱贫”发音相似，却难以脱贫。

“能住石头房子就算好了。”托坪村党
总支书记和建才说，村民曾沿山而居，多
住土坯房内，甚至用竹笆围起来，盖上石
棉瓦就是家。

和建才不甘心，他想让大家摆脱恶
劣的生活环境，过上好生活。继续开群
众会、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原来大家
不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对未来生活没有
想法。

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和建才想到带
群众出去“见世面”，他和扶贫干部把村民
带去周边搬迁点，看看住房、就业情况，而
后村民才动心。

2019 年初，不愿搬迁的李小波一
家，从山上搬到托坪村五湖安置点，住上
新房、用上电热水器，自己当了护林员，
妻子还是扶贫车间的管理人员。“过去不
敢想，也想不到的生活变成了现实。”李
小波说。

自然条件阻断了群众与外界的联
系，限制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生
活的想象。有扶贫干部表示，当大家都
在向往美好生活时，部分贫困户不知道
美好生活的模样，更不会想如何过上美
好生活。

为了拔掉思想穷根，片区县结合“自
强、诚信、感恩”主题活动，探索出积分换
物品的“爱心超市”、激发内生动力的“好
汉班”等具体帮扶措施，以此唤醒贫困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普洱市镇沅县对全县 3 . 6 万余名贫
困人口开展“摸穷根”大调查后，发现部分
贫困群众游手好闲、酗酒成瘾、单身啃老，
查实因缺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占
47%。

“我们已开始对这些群众进行轮训。”
镇沅县扶贫办负责人说，每次培训都是半
军事化管理，从理发、洗澡、宿舍内务等教
起，学员不能随意外出，不能喝酒。

行为养成教育改变了大家精神面貌，
生产生活计划性、劳动技能得到提高，部
分学员还娶了媳妇、成了家。

共寻脱贫路子

最近，宋建涛忙着联系 2000 公里外
的“穷亲戚”，了解年底收入，还有哪些
需要。

驻村的 2 年间，蚂蚁堆村的群众都认
识了这个戴着眼镜的青年人，还成了朋
友。2019 年 10 月结束驻村的宋建涛回
到华中科技大学，朋友圈依旧转发村里的
动态，手机里频繁出现村干部和脱贫户的
通话记录。

“这是我一辈子的牵挂。”2017 年 10
月，宋建涛从华中科技大学来到临沧市临
翔区蚂蚁堆乡蚂蚁堆村驻村扶贫，此时他
面对的是 243 户贫困户以及“县级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

进村入户，听取群众心声；开展座谈，
与群众党员交心。在摸清家底后，宋建涛
结合单位和自身优势，与合作社、茶企共
建茶厂，严把茶叶源头关，改良制作工艺，
提 升 茶 叶 品 质 ，今 年 茶 农 户 均 增 收
1700 元。

郭正美曾是贫困户，住在危房内，儿
子、儿媳离异后，儿子刘欣雨意志消沉，离

家出走两三年都没有和家
里联系，孙女也变得胆怯，
从不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

宋建涛想方设法联系
刘欣雨，让郭正美在茶厂
打工，与学校老师交流照
顾这类家庭的孩子的办
法。系列措施下，郭正美
家发生了积极变化：刘欣
雨开始把工资寄回家，孙
女也开朗起来，全家也搬
进了新房。随后，郭正美
还申请不在合作社务工，
把 务 工 机会留给有需要
的人。

2019 年，蚂蚁堆村所
有贫困户实现脱贫，村党总
支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建设
示范党支部”。

华中科技大学定点帮
扶临翔区是教育部定点联
系帮助滇西边境片区脱贫
的缩影。除了定点帮扶，东
西扶贫协作、万企帮万村等
帮扶项目也发挥了积极作
用，为片区县带来脱贫新思
路、激活增收新动能。

德宏州芒市宏聚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宏
俊最近刚从上海回到芒市，
准备加强深加工厂区建设，
公司主要种植、加工蔬菜，
此前主要销售市场在广州、
西安等地，年销售金额在
6000 万元左右。

2018 年，在滇沪扶贫
协作项目支持下，公司成为
上海市市外蔬菜主供应基
地。如今上海市的蔬菜订
单金额达到了 1 . 2 亿元，在
此带动下 150 户贫困户依
靠种植蔬菜、在基地务工实
现脱贫。

40 岁的杨小二就是脱
贫的一员，在公司的带动

下，他把种甘蔗改成种水稻、甜脆玉米、土
豆，以往只能种一季的地，现在变成种两
季。最近，他正在忙着收甜脆玉米，2 亩
土地的收入将达到 8000 元。

“东西扶贫协作促进芒市建立龙头为
带动、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芒市扶贫办主任杨善斌说。

如今，芒市依托上海市外蔬菜供应基
地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上海市外蔬
菜供应基地规模扩大到 1200 亩，带动
2000 余户农户增收，贫困群众收入得到
切实提高，贫困村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
发展。

在社会各界的合力帮扶下，片区县发展
路子越来越清晰，贫困群众增收的路子越来
越广。

攻克贫困堡垒

作为云南脱贫“硬骨头”，在 2010 年
底，片区县还有 7 . 3% 的自然村不通电。
在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与下，彻底消
除了无电村，电价高、电压不稳等情况得
到解决。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云南扶贫干
部倾力补齐全面小康短板，21 位省级领
导和 1 8 9 个省级单位挂钩滇西边境片
区，着力攻克片区脱贫中最大的贫困
堡垒。

与缅甸接壤的怒江州贡山县，长期受
制于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独龙江乡巴
坡村的高礼生为了去县城上学，曾背着玉
米走三天三夜才翻越了高黎贡山。

2014 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特长隧
道贯通，结束了独龙族聚居区千百年来每年
有半年都是大雪封山的历史，高礼生从此告
别了“出行靠攀岩、过江靠溜索、传信靠放
炮”的日子。

强攻之下，硬件短板逐步被补齐。地
处中越边境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
县是云南 2 7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贫困
发生率最高达 31 . 15%。为攻克贫困堡
垒，金平县组建县级行业扶贫、乡镇脱
贫攻坚先锋队，扶贫队员下沉到村组，
按照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的要求逐一
销号。

金平县铜厂乡长安冲村的脱贫户杨
贵正在地里管理中药材，虽然今年“重楼”
的价格不理想，但也收入了 2 万多元。

中药材“重楼”是村里的新事物，在扶
贫干部的指导下，杨贵把玉米地改种“重
楼”，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成了村里的种
植能手。

“精准扶贫改善了大家生活环境和视
野。”长安冲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樱已是第
二次驻村，2010 年她从云南省外办派驻
铜厂乡担任新农村指导员，今年 7 月，在
金平县进入脱贫冲刺阶段，她又主动申请
驻村。

“墙黑、地板黑、脸黑”“人畜混居”“没
有卫生厕所”是她刚来时所面临的工作环
境，现在治理工程完成 80%，村民用上了
水冲厕。群众住房、出行等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环境干净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得到
了改善。”杨樱说，各级政府合力帮扶让村
里有了新产业，群众想要脱贫的意愿和能
脱贫的信心都得到了增强。

暖棚飘香

““驻驻守守云云端端””的的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上图：张飞（右二）在“忘忧云庭”农家餐厅与客人共进午
餐。左图：张飞（右）在甘家沟村通过直播平台帮村民卖苹果。
右图：张飞的妻子李萍在输入快递信息（均为 1 月 8 日摄）。

34 岁的安徽人张飞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
县美兴镇甘家沟村的扶贫第一书记。甘家沟村位于大山深
处，究竟如何脱贫，让张飞一度苦苦思索。2017 年初，受人
启发，张飞尝试用网络视频宣传甘家沟村及邻近村庄。在
2019 年 7 月拍摄的一条短视频中，张飞和家人在美兴镇下
马厂村围桌吃饭，他们身后竟是漂浮的云海。这壮观的奇景
吸引了超千万网友观看，也让这个“云上的村庄”迅速走红。
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的方式，甘家沟村及附近几个村里土特产
被销往全国各地，村民生活不断改善。张飞下一步还计划建
设星空民宿、云端瑜伽馆。他告诉记者，希望继续驻守云端，
帮助村民过上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

2020 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位于辽宁
省西部的凌源市东城街道的房申村一片银装
素裹。雪落知寒意，但张利荣家的花卉大棚
里却暖意融融。3 万株郁金香含苞待放，密
匝而整齐。

挑选、打花、捆扎……张利荣在棚里热火
朝天地忙活着，正值花蕾期的郁金香最适合
售卖。“按今年的行情，这一棚就能挣个两三
万元。”丝丝缕缕的花香中，张利荣笑得一脸
幸福。

好日子总是来之不易的。
2010 年，丈夫范振军因为患上癫痫和脑血栓一

病不起，一家四口原本红火的日子一下如坠冰窟。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两个女儿先后辍学，但高昂的
药费依然使张家垒起债台。

转机始于 2016 年，因病致贫的张利荣家被房申
村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二年，村党总支书记协
调凌源市总工会，帮扶张利荣 2 万元，鼓励她通过种
植花卉脱贫。

凌源具有发展设施花卉产业的先天条件。这里
冬季阴雨天少、光照充足，温室白天能大量蓄热，晚
上在不加温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满足百合、郁金香等
花卉的生长需要。

张利荣动心之余却也难免犹豫。没有技术、没
有经验，家里的菜地也没经过肥料喂养，这花，能种
得活吗？

摇摆不定之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科技特

派团和凌源市蔬菜花卉管理局主动为张利荣提供了
技术支持，凌源市润翔花卉专业合作社也帮扶了价
值 2000 多元的花卉种球。

这像是一剂定心丸。张利荣决定豁出去了，试
上一试！

2017 年 7 月，张利荣种下了第一茬“西伯利亚”

百合花。摸索着学习，忐忑中前进，总算功夫不负有
心人。不到四个月，张利荣的第一茬百合挣了近 4
万元，一下就实现了脱贫。“心里特别高兴，就是那种
不吃饭都饱的感觉。”回忆起靠种花挣到第一桶金的
感受，张利荣仍然激动地双眼放光。

这几年里，张利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种花“套
路”：一茬郁金香、一茬百合、一茬小菜，再休息两个
月给地消毒。一年下来，能有七八万元进账。“大家
看我挣着钱了，之前那些不敢尝试的人也全都开始
种花。”张利荣说。

于上介绍，房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13 户、23
人，已经在 2019 年全部脱贫，除个别外都是依靠花

卉种植实现的。
在这片以寒冷著称的黑土地上，“温室花

朵”如此大放光彩，离不开科技的保驾护航。
2007 年起，在辽宁省科技厅和凌源市科

技局的领导下，省农科院花卉科技特派团扎
根凌源，引进百合、郁金香、菊花、玫瑰等 200
余个花卉品种，筛选适合凌源地区栽培的优
良品种并示范推广配套栽培技术，累计推广
花卉种植面积 15 万余亩，增加经济效益 30

亿元，直接带动上千户农村贫困户脱贫，并大力扶持
花卉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科技攻关推动了优良品种引进和配套栽培技术
提升，造就了我国北方最大的球根花卉产区，为凌源
赢得了“中国百合第一县”和“北方花都”的美誉。目
前，凌源花卉实现周年供应北京、上海等城市，深受
消费者青睐。

辽宁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长郎立新说：“下
一步，花卉科技特派团将继续提高花卉生产组织化、
鲜切花的产品质量、加快种球国产化进程等，支撑凌
源花卉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利荣也琢磨着要提升自家大棚的花卉品
质——更高的品质意味着更高的市场价格，她想多
挣点钱。“熬过最难的时候了，想给我两个女儿开个
美甲店。”张利荣有点哽咽，唇角上扬努力掩住眼中
的泪光。她别过头看向地里，亭亭而立的郁金香还
稍显娇嫩，但每一株花蕾散发的，都是幸福的香气。

（记者王莹、包昱涵）新华社沈阳 1 月 9 日电

“村村寨寨哎 ，打起鼓、敲起锣 ，阿佤
唱新歌……”这首《阿佤人民唱新歌》是云
南佤山群众耳熟能详的歌曲 。如今 ，在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山大地上 ，
当 地 群 众 正 在 唱 响 一 首 新 时 代 的 脱 贫
新歌。

结束一天的劳作，西盟佤族自治县勐
梭镇班母村佤族群众岩平开始弹唱起来。
2019 年，按照脱贫产业规划，仅凭种植皇竹草这
一项，岩平就收入了 3 万元，全家稳固脱贫。日子
越来越好，他的歌声也轻快起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佤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1986 年就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在精准扶贫初期，全县共有贫困村 34 个，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3 1 1 4 6 人 ，贫困发生率高达
32% 。

岩平家所在的班母村就是这样一个贫困村。
从小，岩平就对穷困有着特殊的感受：6 岁时，他
父亲去世、母亲出走，从此跟着奶奶住在茅草屋，
从小学到初中几乎从来没有吃过早饭 。成家
后 ，妻子又患了重病 ，花光了积蓄 ，还丧失了劳
动力。

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给岩平这样的贫困群
众带来了新希望。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扶
贫干部入户为他量身定制脱贫方案，安排农技人
员持续对其开展培训。在当地扶贫产业支持下，
岩平增加了皇竹草、青贮玉米种植面积，缩减了
玉米面积、改善了甘蔗种植模式，家庭收入持续
增加。

“我们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群众稳定脱贫的

主要支撑和根本措施。”西盟县委书记杨宇说，精
准扶贫初期，全县缺技术的贫困户占贫困人口总
数的 79 . 86% ，大部分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
自我发展能力较差。为此，当地结合云南省农业
农村厅挂钩西盟县脱贫攻坚 ，精准选择优势产
业、抓实项目投入、实施主体带动、构建利益联结、
提供技术保障，实现全产业融合、全环节提升、全
链条增值。

眼下，虽已寒冬，西盟县新厂镇代格拉村还
是 一 片 葱 绿 ，不 少 群 众 还 在 地 里 忙 着 采 摘无
筋豆。

在政府的引导下，代格拉村从 2017 年开始种
植无筋豆，起初并没有多少群众敢种植。在收获
一季之后，大家纷纷用冬闲田种植起来，今年全村
种植面积在 200 亩左右。去年村里还引入了一家
农业公司，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免费提供种子、化肥等物资和技术指导，并负责保
价收购。

“没想到无筋豆的效益这么好。”村民艾布里
在收割青贮玉米后，首次尝试种植无筋豆就收入
了 6400 余元。

在本轮脱贫攻坚过程中，西盟县积极探索产

业扶贫新路，做到产业项目全覆盖、龙头企
业带动全覆盖、利益联结全覆盖、技术培训
全覆盖，把贫困群众全部纳入主导产业里
面。并组建 7 支县产业发展技术服务队
伍，设置贫困村产业指导员 128 人，累计有
1 . 47 万人次参加各类种养专业技术培训。

如今，西盟县引进的 9 家省级、市级龙
头企业已构建起橡胶、茶叶、甘蔗、畜牧等

主导产业，开发出西盟牛肉、破壁灵芝孢子粉、佤
寨米荞等产品。近三年来，先后整合 3 . 25 亿元
财政涉农资金投入产业扶贫，让每个贫困村都有
1 个以上主导产业，每个主导产业都有 1 个以上
主导产品。

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西盟县还瞄准教
育扶贫攻坚战，中课镇的一名村民未将子女送入
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最终被拘留，在当地引起较大
反响。而随着各类资助体系的完善，群众对子女
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高了起来。2014 年以来，县职
业中学完成招生 1004 人，共 670 人毕业就业后带
动家庭脱贫。

“今年全县发展主题词是奋斗者永不懈怠。”

杨宇说 ，综合施策下 ，西盟县佤族群众的住房、
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4 7 % ，率 先 在“直 过 民 族”地 区 实 现 脱 贫
摘帽。

杨宇说，20 世纪 60 年代，一首《阿佤人民唱
新歌》表达了佤山群众过上有电灯电话新生活的
喜悦之情。新时代，依托脱贫攻坚，佤山群众致富
奔小康的歌声将更加响亮。

（记者杨静）新华社昆明电

佤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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