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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沈阳电（ 记者王炳坤、邹明仲）
13 . 25 万人脱贫，128 个贫困村销号，5 个省级
贫困县摘帽——此间举行的辽宁省人代会公布
了一份脱贫攻坚“成绩单”。这意味着这个老工
业省份的贫困村全部销号，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产业扶贫“造血”解决“两不愁”，到政策
扶持落实“三保障”，记者采访了解到，辽宁以别
具特色的精准举措，走出一条“三色”脱贫路。

“火红”：找准痛点“造血”拔穷根

辽宁并非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为繁重的省
份，但也有不少地处偏远、自然禀赋差、农业产
业结构单一的村落，要想拔掉穷根，就得靠干部
群众扑下身子，找准路子，形成一批富民产业。

地处辽西喀左县的老爷庙镇平房子村，过
去村组织软弱涣散，村里账目混乱、负债累累，
2015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67 户、183 人，贫困发
生率 11 . 2%。

2016 年，乡里找到在外打拼十余年、已小
有成就的企业老板魏春柏。回到家乡，魏春柏手
把手领着村民们种植菊芋，扣日光暖棚，建光伏
电站……“产业脱贫不能没有启动资金，有了资
金也不能不研究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如今已
带领全村贫困户脱贫的魏春柏说，产业红红火
火，村里就有了远离贫困的“造血机”。

在辽宁，很多村落像平房子村这样，在脱贫攻
坚资金撬动下，采取村里领办专业合作社，与龙头
企业、能人大户开展合作等形式，贫困户靠劳动获
得了收入，还能享受持续分红。2019年，辽宁省各
级各部门落实产业扶贫资金 17 .8亿元，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4211个，惠及贫困人口 62 .96万人。

在开原市林丰乡魏家村，一排排香菇长势
喜人。两年前，村里多方考察，发现这里的温度
与湿度适宜香菇生长，在扶贫资金支持下建起
40 栋香菇大棚。因丈夫瘫痪多年而陷入贫困的
村民郭颖，如今已是合作社的技术能手，倒垛、
扒袋、采菇、注菌样样娴熟。“仅 2019 年就收入
2 万多元，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她说。

“浅蓝”：培训技能“长本事”促就业

清原县马前寨村女青年王欢 2014 年大专
毕业，因母亲患乳腺癌，常年服药，全家陷入极
度贫困。2018 年，王欢在兜底政策帮助下进入
国企，后经考试进入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让她
得以照顾好这个家。王欢的幸运，得益于辽宁省
的就业扶贫举措。最近两年，辽宁持续推进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安置，通过事业编制、国
有企业和公益性岗位三条渠道，已安置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4106 人实现就业。

“扶上马、送一程”，除了送岗位，辽宁各地

还开展技术培训，让农民换上一身浅蓝色的工
装，变身产业工人。过去一年，全省组织各类培
训 1767 期，培训贫困人员 3 . 7 万人次，帮助贫
困人口劳务就业 2 . 1 万人次。

西丰县志诚村郭有生一家靠种植玉米为
生，年人均收入只有 2600 元。2017 年，他走
进县里开办的技能培训教室，熟悉了织造手
艺，很快就被一家制袜企业招走，现在年均务
工收入超 3 万元，全家人由此摆脱贫困。

“橙黄”：政策兜底“止血”防返贫

如果说产业扶贫相当于“造血”，医疗保障则
事关“止血”。针对因病致贫多发，辽宁省拓宽政

策保障范围，2018、2019 连续两年累计投入 1 . 4
亿元建立了医疗补充保险制度，受益人群已达到
50 万人，让贫困人口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和医疗补充保险的“四重保障”。

不久前，开原市贫困户母金库因患糖尿病住
院，发生的将近 4000 元治疗费，除了基本医疗保
险承担 80% 以外，剩余部分被医疗补充保险全
额报销。“住了 8天院，自己没花一分钱。”母金库
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上得了学、看得起病、住得进屋”，这是辽
宁精心织造的一张“橙黄”色温馨保障网。在宽
甸县宝石村，2019 年 5 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村
民张景富居住了 30 多年的房子。当地政府补贴
3 万元危房改造扶贫款，加上自筹资金，老张家

盖起了新房，突发变故也没有让他在脱贫路
上掉队。

去年，辽宁还做实社保兜底扶贫，将农村
低保标准提高到 5073 元每年，高于扶贫标
准，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 23 . 96 万人
享受低保扶持。

据辽宁省扶贫办统计，截至目前，全省还
有 1 . 42 万贫困人口，已脱贫人口中还有 21
万人收入较低，存在较大返贫风险。辽宁省扶
贫办副主任郭善瑞说，2020 年，辽宁将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精准发力，挂牌督战，一手抓
未脱贫人口的如期脱贫，一手做好贫困边缘
群体的接续扶持，在脱贫攻坚征程上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参与采写：于力、王莹、丁非白）

不获全胜不收兵，辽宁走出“三色”脱贫路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

思远）坐落于三峡库首的湖
北省秭归县，以屈原故里闻
名遐迩，但自古却是“巴山楚
水凄凉地”。

曾经困顿于大山，如今迎
来好日子。精准扶贫以来，秭
归先后有 72824人脱贫销号，
贫困发生率从 24 . 23% 下降
至 0 . 09%，并于 2019 年 4 月
脱贫摘帽。春节将至，记者走
访发现，在生活转好、产业升
级的情况下，当地群众奋斗劲
头不减，依靠厚实的肩膀和扶
贫的政策，上演着不同的精彩
故事。

娶亲记

临近年关，三墩岩村曾
经的贫困户、45 岁的“单身
汉”邓中平结婚了。

三墩岩村是磨坪乡有名
的“单身汉村”。作为秭归县
地理位置最边远、自然环境
最恶劣的村庄之一，三墩岩
村曾因三道绝壁山梁阻隔而
与外界近乎隔绝。山路艰险、
田地稀少、缺水缺电导致三
墩岩饱受贫穷之苦。

邓中平父母长期患病。
早年间邓中平常年外出务
工，去海南割过橡胶，到河南
下过煤井，走南闯北没少吃
苦，却存不下多少积蓄。他也
处过几个对象，但对方一听
说他住在大山里，没一个愿
意来。

穷则思变。2018 年初，
回村过年的邓中平发现，村
里发生了大变化：村组通上了水泥路，电压不稳的小水
电换成大电网，新建的大型蓄水池解决了缺水难题。

“留下来靠勤劳致富。”几经思量，邓中平决定在村
里发展烟叶种植。在驻村扶贫干部帮助下，邓中平获得
贴息贷款 2 万元以及技术培训指导，种植规模越来越
大。邓中平说：“今年，23 亩共收获 7000 多斤烟叶，刨
去成本，净剩 7 万多元，比打工翻了一番。”

奋斗创业过程中，邓中平和同村女子向祖敏擦出
爱情火花，两人 2019 年 12 月 18 日结婚。谈起新婚的
感受，邓中平说：“家里上上下下都老了，要不要孩子还
在和媳妇商量，但生活是向前的。幸福来得晚了一些，
但还是来了。”

弃杵记

冬季是三峡脐橙的采摘高峰期，秭归县郭家坝镇
文化村的橙农杨友翠却把用了多年的打杵丢到了
一边。

在山区，对于常年在果园里爬高上梯的橙农来说，
背篓和打杵是不可或缺的“神器”：人负重在崎岖的小
路行走时，T 形的打杵可以当拐杖；人停下来歇脚时，
打杵放到背篓下面，人就可以得到休息。

近些年，秭归县将脐橙产业作为全县脱贫致富的
第一产业，全县种植面积 40 万亩，产值近 30 亿元。

橙园是脱贫的希望，丈夫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农活
靠杨友翠一个人。为了有个好收成，杨友翠对橙园管理
十分上心，改种、修剪、浇水、施肥、防虫等工作一次不
敢落下。“橙园在几百米的山坡上，壮劳力背肥料一次
背一袋，我就背半袋，多跑几趟。”杨友翠说。

平时可以靠“蚂蚁搬家”，可到收获采摘的季节，一
两万斤的橙子她每次都犯愁。“女的采摘，男的背运，一
对劳工一天至少六七百元，只能咬牙自己背。”杨友翠
说，“橙园路滑，有时免不了跌跤，橙子滚落一地，真是欲
哭无泪。”

今年，这一困境得到了改变。秭归县推动脐橙产业
转型升级，建立脐橙价格指数，大力推动果园基础设施
提升。在政府的支持补贴下，杨友翠和周围 11 家农户
联合建设了一台山地田间轨道运输机。

“只需要按下电钮，电机就带着货厢上上下下。一
次可以驮载 1200 斤，以往人工半个小时的路程，现在
五分钟就可以了。”郭家坝镇镇长覃德富说。

“除了运果小‘动车’，还配备了果园喷淋系统。借
助加压管道，操纵遥控装置就可完成肥料、药液的自动
喷淋。”杨友翠说，“再不需要肩挑背扛，打杵也用不上
了。”

团圆记

走进秭归县磨坪乡磨坪村村民谭本龙的家，只见
腊肉挂满屋顶。“杀了两头猪，卖了半只，得了 4700 元
钱，剩下的全留下自家吃。”61 岁的谭本龙说，“倒不是
嘴馋，腊月二十九，儿子儿媳孙女都回来。”

这将是谭本龙家 10 多年来第一次团聚。12 年前，
他 26 岁的儿子因老板欠薪一时冲动犯了法，被判入
狱。“之后，儿媳妇带着孙女外出打工，双目失明的老伴
转到女儿家生活。好端端的家一下子就散了。”回想起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谭本龙满是无奈。

家里家外只剩自己一人，谭本龙日子过得十分穷
苦。扶贫干部郑家裕至今对第一次入户调查时的场景
记忆犹新。“那天下大雨，羊棚被淋垮了，谭本龙把七八
只山羊赶到屋子里。墙壁裂开一个 20 厘米的裂缝，屋
外电闪雷鸣，屋内漏雨连连。”

扶贫干部很快按政策给谭本龙送来了 3 万元的危
房重建补贴，然后扶持他发展种植和养殖。1 万元的贴
息贷款，8000 元的产业奖补，时不时的技术培训和指
导，有了资金和技术的谭本龙拼命地干。

“种了 10 亩核桃，还养了 20 多只山羊、5 头猪、
100 多只鸡。”谭本龙说。通过勤勉劳动，谭本龙脱了
贫，还完了贷款和建房借款。“总算为服刑期满的儿子
打下一个基础。”坐在干净暖和的新房里，谭本龙说。

过年了，谭本龙盘算着给孙女包一个红包。“想给
她买礼物又不知道她喜欢啥，索性让她自己买。”谭本
龙说，“孙女已经读高二了，成绩很优秀。我和儿子就是
吃了没文化的亏，一定要把孙女培养成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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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6 日，在康平县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罗家屯村，村民在扶贫车间加工制作布偶。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建立健全脱贫长效机制，继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康平县通过设立扶贫车间、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工和网络销售特

色农产品等多种方式，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货郎经济”，宋代即盛行，延续上千年。新
中国成立后，交通日益便利，货郎逐渐消失。然
而，记者发现内蒙古鄂尔多斯农村牧区如今活
跃着一批“货郎干部”，他们带着中央精神、国家
政策，驻村帮扶，种下“乡村振兴希望”。

“第一书记”卖年货

1 月 9 日起，“鄂尔多斯市乡村特产年货
节”在市区举办，几十公里到两三百公里外的优
质农副产品聚集而来。

酸奶奶酪奶皮子、白面黑面苦荞面、鸭蛋鹅
蛋绿壳蛋、胡油香油葵花油、农家猪肉草原羊
肉，以及春联、花卉、地毯、民族工艺品等琳琅满
目，备受人们欢迎。

“黄酒、酥鸡、炸糕圈、八大碗、手擀豆面、黑
豆豆腐都是稀罕东西。”市民王美君乐开怀，“往
年想给孩子吃地地道道的传统年夜饭，全靠乡
下亲戚帮忙，今年家门口就能找到浓浓的年味
儿，太方便了。”

不仅如此，每个摊位前都有一位能说会道
的“推销员”，如数家珍介绍产品，令人耳目一
新。他们是货源组织者——驻村第一书记。

身穿卡通老虎服，手端一罐瓜子，热情邀请
市民品尝的马小飞，是市中心医院驻东胜区泊
江海子镇折家梁村第一书记。他说：“这样可以
形成差异化营销，效果超棒。”

枕头似的透明包装袋内，一条黄河大鲤鱼
阔嘴吞水、时而摆摆尾，吸引着不少人。它是从
百公里外的达拉特旗昭君镇沙圪堵村运来的。
市供销社驻村第一书记宋卫红说：袋内充氧，
可存活三五天，味道鲜美，自吃、送亲友都很
方便。

为期 10 天的年货节上，全市 9 个旗区的
300 多个农牧民合作社带来 1800 多种产品，大
多拥有注册商标，物美价廉，加之众多第一书记
各展其能，年味四溢。

“干部驻村”兴产业

红火热闹的年货节，是当地“包联驻村”工
作的成果展示。不过，这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

在人们印象里，鄂尔多斯“有煤炭”“很富
有”。但这个西部地级市面积达 8 . 6 万多平方
公里，地域比相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都大，20
年前还“穷”字当头；21 世纪以来，煤炭开发拉

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农牧区发展依然滞后，特别
是矿区移民搬迁和年轻人大多进城，基层短板
凸显。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 年以来当地从各机关单位先后精选 3000
多名政治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党员干部，分赴
全市 736 个嘎查村开展“包联驻村”工作。由驻
村工作队队长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推进基层
治理，缩小城乡差距。

扶贫先扶智。各包联单位及驻村干部从党
建入手，整顿“两委”班子，通过讲党课让大家领
会中央精神，结合国家政策研究发展思路，服务
广大群众。

脱贫看产业。驻村干部针对人口老龄化、产
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与乡镇、村委班
子因地制宜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多方筹措
资金，动员群众参与。一批种养殖、劳务服务、乡
村旅游、电商平台、光伏发电等产业兴起，有的
已创造了良好效益。

寒冬腊月，积雪没踝。夜幕拉开之时，伊金
霍洛旗壕赖苏村驻村第一书记苏冬仍在和村干
部商量事情。见到记者，村民们交口称赞这位年
轻人真诚实干，为村里引进企业建了 20 座大棚
种羊肚菌，其中 9 座由贫困户和贫困“边缘户”

经营，贫困户郭毛飞、王永良两家 2019 年人均
纯收入 2 . 1 万元，村集体收入 15 万元。3 个月
前，他为村里引进的煤矿用网片厂投产，预计今
年可创收 60 万元。

市贸促会副会长苏俊杰在担任鄂托克旗达
楞图如村第一书记期间，调动 40 户群众养土鸡
8000 多只，创造了近百万元产值；实施“致富羊”
“小康牛”寄养项目，使贫困户去年增收 1 万至
10 万元、村集体收入 11 . 8 万元；整合村里分散
的 1200 亩碱湖创办母液苏打厂，去年创收 8
万元。

伊金霍洛旗人大常委会驻乌兰木伦村工作
队，帮助村里建成煤矸石砖厂，解决了废物乱排
问题，已创收 4000 多万元。

目前，全市驻村工作队已引进项目 3000 余
个，累计投资 13 亿元；帮助建立专业合作社
756 个，大多数嘎查村建起“企业+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2018 年，全市嘎查村集体经济均“清零”；
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至 50 万元的
达 622 个，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有 25 个，超
100 万元的有 35 个。近日，国家民委公布的“第

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名单”中，全
市有８个嘎查村因“生产美、生活美、环境美”

等优势上榜。

“我也要当‘货郎子’”

“村集体经济重新起步，遍地开花，第一
产业链条在延伸。”鄂尔多斯市包联驻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数据显示，全市 7220 户
17527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进入
巩固提升新阶段，53 万农牧民 2019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在 1 . 9 万元以上，同比增长 8%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集体经济被
分光吃尽。”市委办公室驻东胜区柴登村第一
书记宋乃春说，现在有了集体经济，最大的问
题是特产难卖 ，年货节就是为打品牌、拓
市场。

“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宋乃春所在的
村子，去年将一个闲置多年、沦为垃圾池的活
畜交易市场改建为中国北方亚高原训练基
地，通过土地流转、林下养殖，成立合作社打
造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产销渠道，村
集体经济收益突破 50 万元。

集体经济兴起，吸引着外出人员返乡。市
工商局退休干部刘保前也看到了契机，他在
柴登村承包 1500 亩土地，与村民合作规模化
种植荞麦、豆类等杂粮。1 月 10 日，包联单位
市邮政分公司免费提供 600 多平方米底店设
立的“助农扶贫超市”开业，他们的产品全部
入驻；特产跨越中间商环节，质优价廉，供不
应求。

“以人民为中心”。群众需要什么，干部们
就做什么；基层有什么短板，干部们就补什么
短板。

昔日的货郎，肩挑货担走村串户，摇鼓
叫卖针头线脑、玩具杂货，有的兼收猪毛、马
鬃、土特产；同是城乡经济“纽带”，“货郎干
部”有所不同，他们带着中央精神、国家政
策，将产业引进村子里，把绿色产品卖出去；
帮助困难户摘掉穷帽子，扶持集体经济重振
雄风。

“我也要当‘货郎子’。”刘保前说，“驻村
干部架起城乡发展金桥，我们应乘势而上向
土地要效益。党建引领、产业助推的路子走对
了，乡村振兴胜利在望。”

（记者贾立君）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货 郎 干 部”扶 贫 记（上接 1 版）“快速发展的高质量制造业
和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形成了较
完善的经济结构，构成广东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主体，推动广东经济在高位上高质量发
展。”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说。

新使命

船到中流 勇立潮头

在拥有众多千亿元级企业的广东经济巨
轮上，仍处初创期的工业互联网企业树根互
联技术有限公司并不起眼，却一样享有地方
政府的“首席服务官”。

树根互联琶洲项目开发总监曾炜说，公
司正在总部大楼建设期，大到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建设用地批准书，小到建筑外立面和草
地，大量事务需要与所在地政府沟通。得益
于海珠区“所有问题与‘首席服务官’沟通的
机制”，大大减少企业沟通成本，项目建设高
效快速。

锐意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是广东吸
引国际国内资本、技术和人才，不断高位发展
的“源头活水”。

通过审批事项清单改革，广东整改 106
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企业业务办理时限平均压减
56%，最快 3 天“当上老板”。通过“粤商通”
等数字政府建设，众多事项实现电脑或手机
端办结，“办事不求人”成为众多企业最新的
“客户体验”。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生物医药巨头来了。2019 年 10 月，默

克广东创新中心投入运营。
制造业巨头来了。2019 年 11 月，通用

电气广东揭阳海上风电机组总装基地在揭阳
市临港产业园区动工。

化工材料巨头来了。2019 年 11 月，巴
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投资项目、我国重化工
业行业中首个外商独资项目、投资总额 100
亿美元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在湛江东海
岛上启动。

“广阔的市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积极开
放的政府，是我们选择广东的原因。”巴斯夫
大中华区总裁兼董事长柯迪文说。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第一经济大省
稳字当头。站在新台阶上，广东正迎来粤港
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双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

广东经济释放“三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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