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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26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全部摘帽
本报讯（张枨）日前，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出公告，武川

县等10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市、区）

和清水河县等 13 个自治区级贫困

旗县（市、区）正式退出贫困旗县序

列。至此，内蒙古自治区 26 个自治

区级贫困旗县（市、区）全部摘帽。

据悉，内蒙古原有国家级贫困旗

县（市、区）31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市、区）26个。2017年，林西县成为

内蒙古首个摘帽的国家级贫困旗县，

同年，乌兰浩特市、阿巴嘎旗等13个

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宣布退出贫困旗

县序列，使内蒙古贫困旗县数量首次

实现净减少，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截至目前，还有

20个国家级贫困旗县未摘帽。

2018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全

区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集中推出政策措施“组合

拳”，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突出

抓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等专项扶

贫，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武川

县等 10 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和清水

河县等 13 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是

2018 年计划退出的贫困旗县，经旗

县（市、区）申请、盟市初审、第三方

专项评估、自治区相关行业部门及

单位评价、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研究、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和核查处理等程序，这些贫困旗县

均已达到贫困旗县退出有关指标，

符合贫困旗县退出条件。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藏

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地形复

杂，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三区三州”

之一，面积8169平方公里，辖1市 7

县，总人口 22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占59%，8县市均为深度贫困县。

近年来，临夏州推动脱贫攻坚，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临夏州

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州贫困

发生率从2013年底的 32.5%下降到

2018年底的8.97%，180个贫困村实

现脱贫退出。

“粮改饲，真是改到了
我的心坎上”
秸秆变饲料 节约成本护生态

4 月的积石山县，春花开得正

艳，风也和煦起来。清晨，脱贫户马

么乃开始喂牛。“今年春节，我家的

‘扶贫牛’生下了3只小牛犊！”马么

乃高兴地说，这预示着今年开年是

个好年头。

马么乃是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山

庄村人，前些年，因为缺乏有效的增

收产业，马么乃一家靠种地为生，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变化始于

2017 年，马么乃享受到县上以奖代

补的政策，自付 5000 元，政府补助

5000元，购买了一头基础母牛。

2018 年，这头“扶贫牛”产下一

犊，6个月后牛犊卖了7000多元。

“这笔钱拿到后，心里可乐了。”

2018 年 10 月，算上劳务收入，加上

卖牛犊的钱和种植收入，马么乃脱

了贫。

牛棚里，马么乃喂牛的“大包”

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大包被当地

人亲切地称为牛羊的“面包”。打开

大包一探虚实，密封塑料膜内是粉

碎混合后的玉米秸秆与籽粒在乳酸

菌作用下转化成的青贮饲料。

这是临夏州正在全州主推的

产业——粮改饲。临夏州近 70%的

人口在农村，2/3 的耕地在干旱半

干旱地区，旱作农业作物中，玉米

是最普遍的。但近年来，玉米供过

于求，玉米秸秆的处理也成了大问

题：不处理，堆在田间地头，影响

生 产 ；如 果 集 约 化 处 理 ，花 费 又

不少。

2018年，临夏州委、州政府在全

州推进粮改饲，秸秆变成饲草、饲草

变成农家肥、农家肥又还田，既节省

了养殖成本，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目

前，临夏州参与粮改饲的农户达到

13.5 万户，其中贫困户 4.9 万户。临

夏州种植饲草玉米近 2 万公顷，秸

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80%。

“粮改饲，真是改到了我的心坎

上！以前喂牛羊用的是废弃玉米秸

秆，一亩也就产1吨左右干草，还得

再贴三四千块钱买饲料；现在通过

技术改造，一亩地大概能产 3 吨多

青贮饲料，家里3亩地，一年的饲草

基本就够了。”在广河县十里墩村，

村民伊思哈欣喜地说道。

“每月挣 3000 多元，还
能就近照顾家里人”
扶贫搬迁 稳定就业促增收

在东乡县城易地扶贫安置点

——移民花苑小区，一幢幢住宅楼

整齐排列。小区周围，学校、扶贫车

间等相关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东乡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群

众居住分散，从山窝窝里搬出来后，

贫困户的住房、行路、孩子上学等一

系列问题得到解决。不过，这些只是

扶贫的第一步。

搬出来，还得富起来。在移民花

苑小区门口，当地的扶贫车间——

东西协作扶贫项目、厦门市帮扶援

建的东乡振兴雨具厂就开在这里。

走进车间，机器轰鸣，五颜六色的

雨伞码放在工作台上，身着民族服

装 的 东 乡 族 女 工 们 正 在 专 注 地

忙着。

马艾西是东乡县沿岭乡和平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前家在山沟

里，交通不便。今年开春伊始，马艾

西和家人从大山深处搬到了县城的

安置小区。

“生了二胎后，我就没办法出去

务工了，只能在家带孩子、照顾老

人。”不过一说到现在的生活，马艾

西眼里顿时闪起了光，“现在在厂里

上班，每月挣 3000 多元，还能就近

照顾家里人，这样的生活我之前可

不敢想。”

临夏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以来，全州4.6万名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从发展滞后的偏远山区搬迁到了

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川塬区和城

镇，切实改善了生产生活和就医就

学条件。同时，扶贫搬迁结合安置区

的资源禀赋，合理谋划产业就业措

施，让搬迁群众每户有一人稳定就

业，每户至少有 3 个以上的增收

渠道。

“电量足了，粉碎草料
不用再出村了”
补齐短板 产业致富出路多

来到东乡县苏黑村，群山起伏，

沟壑纵横。在养殖户杨忠山家里，杏

子树下的洗衣机正在工作。“今年的

几只羊都很肥，等羊卖出去，我们准

备再去城里转转，置办些家具家电，

把家也好好收拾收拾！”杨忠山的妻

子边洗衣服边高兴地说。

杨忠山是苏黑村的贫困户。之

前，他想养羊脱贫，可电力供应不

上，家里的铡草机和饲料混合机不

能同时开。2018年春节期间，供电公

司新建并改造了线路设施，这下可

解决了村里的大问题。

以前杨忠山和儿子加工饲料要

忙上一天，现在他一个人半小时就

能完成。“电量足了，粉碎草料不用

再出村了，生产便利了不少！”

目前，投资 18 亿元的农村电网

升级改造正在临夏有序推进，为脱

贫致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农

网改造后，将重点满足群众畜牧养

殖等动力电需求，将供电和扶贫产

业深度精准融合，从满足生活用电

到全面满足生产用电需求，助推产

业发展。

在东乡县那勒寺镇三甲村的食

用菌黑木耳厂里，机器“呜噜噜”地

轰鸣着，十几位东乡族男女正在忙

碌。在他们手中，一个个培养好的

黑木耳菌棒，经过高温灭菌、接菌

等工序之后再被送入养菌室培养。

“大概一个月时间，等菌丝长满就

可以进大棚基地了。再经过催芽、

浇水管理，就能达到采收标准，准

备人工采摘了。”兰州鑫源现代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建

敏介绍。

尹建敏的公司在兰州，在深入

了解东乡后，她把公司的产业链做

到了这里。今年3月中旬，黑木耳菌

棒加工及种植产业园正式投产，为

100多位群众提供了稳定就业，满负

荷运转后，能吸纳将近 500 名劳

动力。

“接下来，我们要更加注重扶贫

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激发群众的内

生动力，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的

脱贫攻坚战。”临夏州扶贫部门有关

负责人充满信心。

短板补一补 脱贫多条路
截至2018年底，甘肃临夏州贫困发生率降至8.97%

银 燕

“书记好！”4月19日，当记者来到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新南社区

时，每一位社区居民在见到王翔时，总会

热情地问声好。

“眼睛看到老百姓，心里装着老百

姓，感情倾向老百姓”，这是王翔时刻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 51 岁的王翔，

1999年开始在石羊街道工作，先后担任

过双河村支部书记、新园社区党总支书

记等职，2009年起开始担任新南社区党

委书记至今。20 年来，王翔始终将群众

装在心上，事事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

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竭力为群众服好务。

● 20年扎根基层为百姓谋福利

“群众工作从心开始！”在王翔心里

面，最大的想法就是对老百姓好。20年来，

王翔以社区管理和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用心为基层百姓谋福利。

在新南社区，居民一直有这样一项

福利，家中的灯泡、水龙头等需要更换，

只需一个电话或者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的便民服务大厅水电维修岗位报备一下

情况，即刻就会有专业的水电维修人员

上门服务。

原来，自2009年王翔来到新南社区

工作后，便请来专业的水电工人长驻社

区，只要社区居民有水电方面的需求，水

电工人便会义务上门服务。

“几乎每天都会帮社区居民处理十

来件大、小问题。”负责为社区居民登记

维修情况的陈龙刚告诉记者，社区的水

电维修工作24小时服务，夜间也有水电

工人值班，居民有困难第一时间义务上

门服务。

● 当好社区居民的“服务员”

“有困难找社区、找书记。”这是新南

社区居民的普遍认识。多年来，王翔坚持

以“三勤”“三得”（即腿勤嘴勤手勤、跑

得累得受得）为工作理念，只要居民有需

求，他都会尽快解决，尽力当好社区居民

的“服务员”。

“提起哪位居民，你要知道他在哪一

栋、哪一层、哪一户居住，指出某一户，

你要清楚这户有几口人，家庭情况怎么

样。”王翔认为这些都是社区工作者必备

的基本技能，“只有充分了解群众的基本

情况，才能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好务。”

家住新南社区 5栋的先天性脑瘫患

者白代鹏，在入住新南社区以前，家人多

次带他治疗，疗效甚微，整个家庭长期笼

罩在阴霾之下。2009 年入住新南社区

后，王翔了解到其家庭情况，不仅在政策

上积极给予扶持，还经常在生活和情感

上给予关怀。

在王翔的主动关心帮助下，白代鹏

被确定为托底援助对象，并办理了残疾

证，现每月可获得1000多元保障资金。

“国家对我好，王叔叔也对我好。”在

白代鹏看来，王翔就是一位时常关心鼓

励他的亲人。

20 年来，王翔坚持为民办实事、解

难事。在记者采访的短短1个半小时内，

他接听了 7 个电话，接待了 6 名办事人

员，从托底援助的落实到工作问题的解

决，从电信机箱存在的安全隐患到屋顶

花架的维修……每一项都是与社区居民

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老百姓满意才是硬道理”
社区基层工作琐碎繁杂，多年来，王

翔根据“入住一户、跟踪一户、服务一

户、保障一户”的原则，到每一层楼、每

一个单元、每一户去实地了解情况，成为

社区治理的“钻家”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王翔还是一个善于

总结的“金句王”。他根据自己的基层工

作经验，提炼出了许多社区发展治理“金

句”。诸如“说在嘴上，记在心上，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脑中有

政策，心中有群众，脚下有基层”……这

些“金句”是他的个人法宝，也是社区工

作人员的工作“宝典”。

“从王书记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基层

工作方法，认识到了要切切实实地为老百

姓服好务。”新南社区党委委员、治保主任

白勇与王翔认识近20年了，在他心中王翔

一直是一位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书记。

“四川省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成都市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优

秀 党 务 工 作 者 ”“ 最 贴 心 社 区 好 书

记”……20 年的基层工作中，王翔收获

了不少荣誉，具体有多少，他自己也没细

数过。在王翔心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千条理万条理，老百姓满意才

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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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县以基层党建
推动脱贫攻坚

本报讯（张文）“我们家一共有六

口人，日子一直很困难。在政府帮助

下，我家种了 200 多株梨树，一年可

收入上万元。”四川金川县庆宁乡庆

宁村农户刘坤山说。

据了解，金川县目前有各种梨树

100万株。每年春季，整个金川都被盛

开的梨花打扮起来，形成了一幅梨园

美景。金川县还从 2014 年起举办梨

花节，旅游成为当地群众脱贫攻坚的

新引擎。2017 年，金川县组织党员带

头，实施农家乐提升工程，充分挖掘

旅游助脱贫的潜力。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金川县尤其

注重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下

一步，我们将以党建为抓手，统筹推

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

等，努力探索金川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之路。”金川县委书记卞思发说。

本报讯（李林晅）为推动四川省

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营造“人人关心环境

保护 人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

好社会氛围，四川省第二届“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系列评选活动4月

22日正式启动。

本届评选活动包括“绿色先锋”

“最美基层环保人”两项评选。活动

将遵循“公益”“行动”“影响”三大

导向，寻找长期以来遵纪守法、拥护

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

尤其是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作出积

极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战斗

在环保一线、充分发扬四川环保精

神的基层环保干部职工。

据了解，四川省“绿色先锋”申

报对象为在四川各行业各领域为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员，

包括长期开展生态环保公益活动、

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的民间行动者，

不断探索实践生态环保方法和途

径、提供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的公务

人员等；四川省“最美基层环保人”

申报对象为四川省各市（州）、县

（市、区）、乡镇（街道）处级及以下

环保工作人员。

据悉，评选征集申报时间段为4

月22日至5月10日，所有参与评选

活动的申报者，需要党政机关或社

会组织机构等单位推荐报名。

寻找四川“绿色先锋”“最美基层环保人”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图片摄影赛

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阅读提示：

他扎根基层 20 年，将人生最宝贵

的年华奉献在为基层百姓谋福利上；

他坚持“三勤”“三得”工作理念，是社

区居民的“服务员”，更是居民心中的

“好书记”；他将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

总结成社区发展治理“金句”，成为社

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宝典”。他就是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新南社区

党委书记、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

表、成都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成都市

第十七届人大代表、成都市人大监察

和司法委员会委员王翔，曾被授予“四

川省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成都

市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最贴心

社区好书记”等荣誉称号。

广西首个地质文化村
建设工作启动

本报讯（陈志强）近日，中国地质

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到乐业-凤山

世界地质公园下牙点召开地质文化

示范村创建动员会，这标志着广西首

个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拟建设的下牙地质文化村位于

凤山县金牙瑶族乡下牙村及周边，该

区域岩溶湖泊、岩溶景观、峡谷等典

型喀斯特自然景观齐全，自然生态完

好，既保留了地质历史时期古喀斯特

遗迹，又代表了重要的和正在进行的

洞穴发育过程，具有科学研究的独特

价值和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

经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实地勘察研究，下牙村被列为 2019

年中国地质文化旅游村创建单位，是

目前广西唯一建设的地质文化村。地

质文化旅游村对于引导村民参与地

质文化宣传、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通过地学科普、休闲度假、

文化传承等形式吸引旅游消费，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助农增收致富。

王翔和社区居民在一起王翔和社区居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