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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沈阳 8 月 4 日电（记者于力、白涌泉）从地区贫困
人口最多的乡镇，到“十里八乡”闻名的小康镇，辽宁省东港市
小甸子镇通过党建引领“唱新戏”，产业集聚“拔穷根”，走出一
条发展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区的特色脱贫路。

“园区是在镇党委谋划下，合作社党支部的带动和党员的
示范引领下建立和发展的。”小甸子镇党委副书记刘正毅一语
破的。

小甸子镇是一个传统农业乡镇。2016 年，全镇 11 个村中
有 9 个集体经济“空壳村”、1 个薄弱村。因村集体无经济收
入，农民收入来源仅靠传统农业种植和外出打工维持，小甸子
镇成为东港地区贫困人口最多的乡镇。

穷则思变。2018 年，小甸子镇开始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
新模式，改“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在小甸子村规划建设了
占地 500 亩的村集体经济集中发展设施园区，开辟“试验田”，
建设了东港市第一个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区。

党支部不仅是园区建设过程中的“战斗堡垒”，更是“产业
先驱”，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路上另辟蹊径。

“合作社留了 9 个棚自己经营，作为试点。”小甸子村党总
支书记、东港市村兴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贵树介绍。

2019 年，合作社两栋大棚引进高原草莓苗，经过一年的
试验，发现高原苗具有抗病性强、果品好的特点，今年，合作社
将推广种植、扩大规模，还新建两栋冷冻苗棚，用于冷藏草莓
苗，通过低温预冷促早熟技术，使百姓获得更高收益。

党支部引领，党员做示范。走进产业园区，记者看到，个别
大棚上张贴着“党员示范棚”。这些大棚经营者均为党员，他们
不仅是建棚的带头人、技术的指导者，还成为当地百姓的“加
油站”。

“刚开始弄大棚什么也不懂，党员起到不小的带头作用。
他们帮我们盖棚，调棚内温控，还鼓励我们干，减轻我们的顾
虑。”园区大棚经营者李梅说。

两年时间里，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小甸子镇越来越好的草莓
产业让小甸子村村民们的生活红火起来，合作社经营的大棚成
了村集体的‘钱袋子’。截至目前，小甸子村累计实现村集体经济
收益 111 万元。同时，园区内 14 栋高标准温室大棚收入专用于
东港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资金帮扶，2019 年底已为东港市建档立
卡户提供帮扶资金 35 万元。

今年 62 岁的小甸子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高翔飞一家就是受
益人之一，他们不仅领到了雪中送炭的产业分红，高翔飞的妻子
裴生芝还找到了包装草莓的工作。去年，高翔飞家人均纯收入突
破了 5000 元。“因为党的好政策，我们不仅住上了新房，手里还
能有余钱。生活有了保障，日子更踏实了。”裴生芝说。

目前，小甸子镇 9 个“空壳村”和 1 个薄弱村全部摘帽，村村
都有了“家底”。“从‘空壳’到小康，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从

‘打工难’到‘用工荒’……小甸子镇走出一条发展现代化农业产
业、带领百姓脱贫致富之路。”刘正毅说。

基层党建为拔穷根注入动力
来自辽宁小镇的脱贫实践

（上接 1 版）截至 2019 年，西藏拉萨市、日喀则市先后成
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受国务院表彰的民族团结
模范集体 140 个、模范个人 189 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成为 28 名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中唯一的“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在公司同事的帮助下，我已经习惯了内地的生活，现在
一个月工资有 6000 多元，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事一起工作，
学会了不少新东西。”已经在河北唐山工作半年多的吾坚卓
嘎说。

吾坚卓嘎是西藏大学生到内地就业的一员。随着进出西
藏的交通日益便捷，越来越多的西藏大学生选择到祖国各地
求学、就业，内地到西藏务工旅游的人数也快速增长，有力增
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雪域高原不断铸牢。

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那曲市双湖县，是全国海拔最高县。
在这里，藏族孩子霍党生、霍油生的故事广为流传。

2017 年 8 月，霍党生的母亲曲德在双湖县人民医院分娩
时，由于胎位不正生命垂危，必须实施剖宫产手术，但当地从
未在那么高的海拔实施过剖宫产手术。恰巧在双湖开展义诊
活动的中石油援藏医疗队迅速行动，由妇产科医生霍志平主
刀，边吸氧边手术，保全了母子平安。

为表达感激之情，曲德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让孩子随主刀
大夫霍志平的姓，取名霍党生。第二天，义诊团队又为措折罗
玛镇的桑吉卓玛成功实施了剖宫产手术，孩子的姓也随了霍
志平，取名霍油生，以表达对中石油援藏医疗队的感激之情。

这样的故事，在西藏还有很多，这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生动见证。

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共筑中国梦

位于山南市桑日县冲达村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是
湖北省 2003 年引进的产业援藏企业，员工包括藏、汉、回、土
家、蒙古等 7 个民族，其中藏族员工 480 人。

冲达村党支部书记次旦罗布说：“过去我们村就 20 多户
人家，现在已经有 158 户 637 人，全村人均收入 1 . 4 万多元，
在华新水泥厂就业人数达 70 多人。我们村的发展离不开华新
水泥的带动。”

据介绍，华新水泥已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87 . 99 亿元，生
产水泥 1535 万吨，向当地上缴税收 15 亿元，目前带动 600
余人就业。公司负责人柴心智说：“公司各民族员工团结一
心，才有了公司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

2019 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达到 1697 . 82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 1959 年的 1 . 74 亿元增长了约 205 . 8 倍，经济总量
实现了巨大飞跃。2019 年，西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0 . 6 岁，
学生人均“三包”（包吃、包住、包学费）补助标准从 3720 元提高
到 4200 元，全区 62 . 8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 个贫困县（区）
已达标摘帽，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如果没有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西藏很难取得这样的成
就。”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说，“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近 70 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
是祸。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为实现
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西藏篇章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4 日电（记者
杨思琪、杨喆、张涛）盛夏时节，天蒙蒙
亮，58 岁的杨淑琴走出家门，到几百
米外的蔬菜基地开始一天的劳作。迎
着晨光，她蹲在地上，在田垄上栽种西
瓜秧苗。

杨淑琴家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
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幸福村。几年
前，她患上脑梗，治病花了不少钱，成
了贫困户。今年 6 月，她到万泰福蔬菜
种植合作社打工，除草、栽秧、采
摘……一天七八个小时，一个月可收
入 2000 多元。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传统农
业县。由于气候相对干旱，部分土地盐
碱化，当地一些农民种植旱田作物产
量不高，收入较低。

去年 12 月，万泰福蔬菜种植合作
社在幸福村“落户”。合作社理事长周
革说，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依托哈
尔滨市一家大型蔬菜公司，成为其种
植基地，蔬菜销路不愁。目前合作社已
建设 30 多栋大棚，40 个贫困户带地
入社，带动 3 0 名个贫困老乡入社
务工。

周革介绍说，合作社使用的是黑
龙江省农业科研机构研发的新品种，
整个种植过程坚持绿色无公害。周边
养殖场牛粪处理后，直接用于蔬菜种
植，既增加了土壤肥力，减少了农药化
肥的使用，又提升了蔬菜品质。

从蔬菜种植里看到新希望，幸福
村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预计再建
10 栋智能温室，延长蔬菜种植期。

“以前人穷，志也穷，村民不琢磨
怎么致富。现在尝到甜头，开始纷纷参
与进来。”在杜尔伯特镇党委书记梁峰
看来，这些蔬菜不光让百姓鼓起了腰
包，更让他们提升了心气。

如今，幸福村的蔬菜产业不仅集中种植，也延伸到各家
各户小菜园。

走进 73 岁的建档立卡户张文奎的小院里，眼前一片葱
郁，菜园里长满麻椒、地瓜、葱、西红柿等。“等麻椒熟了，卖
给合作社，一斤 5 毛钱，一年能挣个 4000 来块钱。”张文
奎说。

梁峰说，通过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实现扶
贫更扶志，可谓一举多得。目前幸福村将近 30 户村民已与
合作社签约。

再过不久，杨淑琴种下的西瓜将长大出棚，给她这忙碌
的一年带来满满收获。“现在俺们村真就像村名那样，大家
伙儿奔着实实在在的幸福往前冲。”杨淑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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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电（记者凌广志、刘邓）退伍兵吴孔利返乡
后创业种蘑菇，从小作坊到现代化生产线，从只种蘑菇到延
长产业链、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从带动 6 个农户一起创业到
吸纳 231 名村民直接就业…… 2015 年以来，吴孔利将一朵
蘑菇的文章做大做活，奏响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三部曲”。

7 月底的海南岛，烈日灼人。在海南定安县尧什村，橡
胶林深处的蘑菇种植基地内，数十名村民正在摘蘑菇、做菌
包、拌料……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餐馆人气开始旺起来。因新冠肺炎
疫情停工 4 个月之久的海南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
收到来自广东、广西、上海等地的大量订单，这让公司负责
人吴孔利有点“愁”，新厂房、新设备还未完全投入使用，蘑
菇产量“供不应求”。

“每天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催货。”吴孔利说。
走进蘑菇基地，只见一座投资上亿元、占地数千平方米

的现代化厂房才落成不久，厂房内液体菌种接种室、控温出
菇棚、高压蒸汽灭菌器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部分生产线
已投入使用，从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新招聘来的几位毕业
生正在安装、调试新的生产线。

新厂房外，正向搅拌机内投放物料的尧什村村民王玉
花自 5 年前进入基地摘蘑菇起，就再也不想离开。王玉花
说：“每月 3100 元基本工资，还有加班费，离家近，又方便照
顾老人小孩，比种地好多了。我老公，还有弟弟妹妹都在这
做工。”除了村民，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也来到蘑菇基地。
2011 年退伍的岑选法说：“退伍回来也没什么特长，以前在
海口的工地打零工。在这里有了稳定收入，还能学机电维修
等方面的手艺。”

5 年来，吴孔利除了用新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还得到
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信用贷款数百万元。龙湖镇委副书记王
燕燕告诉记者：“镇政府还整合资金、资源入股吴孔利的蘑
菇基地，形成了企业、村集体、贫困户三方共赢格局，全镇
380 户贫困户拿到实实在在的分红款。”

吴孔利的蘑菇基地也成了海南琼中、五指山、白沙等市
县产业扶贫的“取经地”，已累计为超过 6000 名农户提供技
术培训。“他们回去后利用当地闲置土地来种蘑菇，我给他
们供应菌包，统一收购。”吴孔利说。

近年来，吴孔利先后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海南省
“最美退役军人”等多项荣誉，蘑菇基地也被列为海南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

吴孔利告诉记者，新厂房全部投产后，产能将翻一番，
年产值 1 . 8 亿元以上。蘑菇的种植规模做起来以后，吴孔
利又把事业发展的重心放在生态循环农业领域，努力延长
产业链。

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专家技术团队的支持下，菌渣
废料被加工做成饲料，可以养鸡、鸭、牛、羊、鱼。目前鱼塘已
经开挖，鸡养了 9 万多只，因为品质好，被海口的几家高端
琼菜店预订一空；同时跟地方政府对接，将附近乡镇农田里
的稻草、秸秆等收购起来，和菌渣一起粉碎后发酵做生物
肥，既可以再次成为蘑菇的肥料包，还可以用来种瓜果
蔬菜。

“这个产业闭环做起来后，能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我把
鸡苗、鱼苗、蔬菜苗给农户种养，统一供应菌渣饲料和肥料，
公司统一回收。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把产业做大
做强，带动更多的人奔小康。”吴孔利说。

一 朵 蘑 菇 的

致富“三部曲”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4 日电（记者闫起磊）从“挪穷窝”到
“换穷业”，从“搬得出”到“稳得住”，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到跳出深山天地宽，河北省的 30 . 2 万群众告别故土，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迎来新生活。

搬出穷窝“拔穷根”

“从山村搬到县城，老土房换了新楼房，我们一家 3 口的
生活彻底改变了。”在河北省张北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59 岁的刘常福坐在自家两室一厅的新房里感叹，“要是不
搬出来，现在应该还在穷窝里打转转。”

刘常福原来住在大河镇中华村所属的满井自然村。那里
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耕种的土地“十年九旱，一年水灌”，加
上妻子残疾，女儿上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刘常福一家去年搬进了县城集中安
置区。“进城后，挣钱机会多了，女儿上了大学，老家的承包地也
流转出去，跳出深山天地宽，日子越过越有劲。”刘常福笑着说。

张北县委书记郝富国说，在脱贫攻坚中，张北县将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解决绝对贫困的有力抓手，按照生存条件恶劣、生
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搬
迁原则，在群众自愿提出搬迁申请的基础上，共搬迁 4204 户
9426 人，有力促进了全县脱贫摘帽。

据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赵增宝介绍，“十三五”时

期，河北省易地扶贫搬迁总规模为 30 . 2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3 . 6万人，同步搬迁人口 16 . 6万人，主要分布在燕山和
太行山深山区、坝上高寒地区和漳河河道行洪区，涉及 35个县。

2019 年 11 月，河北省规划建设的 406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项目全部交付使用，30 . 2 万人全部实现搬迁安置，其中
13 . 6 万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落实后续帮扶举措，全部实现脱贫。

后续扶持“换穷业”

“住的地方离产业园很近，每天骑车 10 分钟就能上班。”
在承德市丰宁县“怀丰产业园”工作的王宝东说，2019 年，他
们一家从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黄旗镇哈拉海湾村，搬到了县
城集中安置区。

“起初有人担心能不能留下来、稳得住，如今，许多搬迁过
来的人和我一样，在家门口的产业园里找到了工作。”王宝东
说，在社区推荐下，我和妻子都在“怀丰产业园”工作，每月合
计能挣 6000 元左右，孩子也转到了县城小学读书。

“挪穷窝只是手段，扶上马送一程，做好后续帮扶，激发内生
动力，才能真正让搬迁群众‘换穷业’。”丰宁县常务副县长桑爱
民说，丰宁县对 28 个安置小区全部配套建设了产业园区，为每
个贫困搬迁户制定扶持计划，“一户一策”找准稳定脱贫渠道。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以来，河北省大力推进集中安置区与产
业园区“两区同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林业、光伏产业、电

商、旅游业、家庭手工业等扶贫产业。目前，全省配套建设 632 个
扶贫产业园区或项目，113个集中安置点配建光伏发电项目。

共享资源“能发展”

位于张家口市康保县县城的怡安社区，是河北省目前规模
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社区建有 95 栋小高层电梯
楼，安置了来自全县 94 个村的 7161 户 20110 人。

怡安社区 1公里范围内有县医院、中学和经济开发区，居民
就业、上学、工作十分方便。社区还成立了“小红帽”“黄马甲”“白
大褂”3 支服务队，帮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新生活。

康保县县长魏红侠说，全县共搬迁 11766户 29315人，城镇化
集中安置占比 94 . 2%。安置区实现了集中清洁供暖和垃圾污水集
中处理，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卫生服务中心、互助幸福院等
公共服务设施，让搬迁群众最大程度共享城市资源。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河北省把科学选址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集中安置为主，一方面靠近旅游景区、产业园区，促进搬迁
群众就近就业和稳定脱贫。另一方面以县城周边、中心镇区为主
要安置区，加快城镇化步伐，保障群众享受便利服务，推动城乡
布局进一步优化。

据统计，河北全省有 24 . 8 万搬迁群众实现集中安置，其中
依托乡镇和县城安置占 27%，依托中心村安置占 51%，依托旅
游景区、产业园区安置占 22%。

挪“穷窝”换“穷业”搬得出稳得住
河北易地扶贫搬迁 30 余万人一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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