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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800公里去驻村的“小林书记”

手中有活干 小康路更宽
——来自我国大西南地区“三区三州”产业扶贫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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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撬动贫困地区发

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在广大的“三区三州”地区，

脱贫方式多种多样，而产业扶贫在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

县特合村第一书记刘骥告诉笔者，

通过整合产业发展资金和与公司合

作，村里新建成了6个生猪代养场，

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分红1000元，

在产业的带动下，该村的贫困户人

均年收入已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从

29.6%降至2.19%。

贫困人口从 2013 年的 51.8 万

减少到 2019 年末的 17.8 万，贫困发

生率在 6年间降低到 4%，产业对凉

山脱贫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据统

计，凉山全州种养大户已突破 10万

户，各类经营主体农户带动面达

75%以上，50%以上的已脱贫人口

中 都 依 靠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实 现 了

脱贫。

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投入362

亿元实施扶贫产业项目 2661 个，带

动了23.8万人脱贫。而在四川藏区，

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投入财政扶

贫专项资金132亿元，全面推进贫困

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

统筹发展，实现了7125户共3.1万人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23%。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

拉市，2015 年以来，当地累计投入

产业发展资金 4.3 亿元，中药材、特

色畜禽、高原杂粮、蔬菜等优势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综合贫困发生率

降到了 2019 年底的 0.38%……宜农

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游，笔者看

到，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第

一工程”，筑牢了“三区三州”的脱

贫根基。

产业发展“准又稳”

在“三区三州”地区，复杂的地

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在塑造了独特的

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曾是制约当地

产业发展的屏障。而如今，笔者经常

能听到“生态是最脆弱的资源、也是

最宝贵的资源”的说法。依托生态本

底，找准产业发展方向、把稳脱贫基

础，农林产业、现代农业、扶贫车间、

乡村旅游等不同产业的发展，让困

难群众从“看天吃饭”变为“靠产业

吃饭”。

“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 2公里，

每月工资4000元，再也不用四处打

工了。”今年45岁的索朗，在西藏日

喀则市谢通门县达那答乡一家产业

扶贫企业工作。他所在的企业主要

从事食用菌生产加工，目前日产食

用菌2吨至3吨，127名工人中有68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从田间地头

到扶贫车间，扶贫产业链越来越完

善，现代农业挑起了“三区三州”稳

定脱贫的“金扁担”。

在四川凉山，绵阳市涪城区、

佛山市禅城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

小组与昭觉县共同组建的涪昭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已经建设了标准

蔬菜、食用菌种植大棚 500 余亩，

三年内将建成占地 5000 亩的现代

农业园区。2019 年，凉山东西部扶

贫协作帮扶资金到位 7.7 亿元。“打

赢脱贫攻坚战，东西部产业合作是

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重要举

措。”从广东佛山市到凉山州昭觉

县 挂 职 县 委 副 书 记 的 徐 航 深 有

体会。

而在三江并流的云南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全州 30个旅游扶贫示范

村正加快建设，依托特色旅游资源

培育了 750 户旅游扶贫示范户。当

地群众依靠旅游产业，实现了“楼上

居住、楼下就业”。

为全面小康注入活力

产业扶贫，不仅是“三区三州”

地区脱贫的“定心丸”，更是奔小康

的“强心针”。

湾地沟村是四川甘孜州雅江县

53个贫困村之一，全村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6户 52人。在有关方面的定

点帮扶下，湾地沟村依托海拔相对

较低、日照充足、林多地少、水质优

良的自然条件，由帮扶单位、企业和

村合作社共同出资 360 万元，在村

里建设了大型养殖场，4年来共向村

民分红 80余万元，为贫困户增收脱

贫起到了重要作用。帮扶干部张会

东告诉笔者，2019年，该村的贫困户

人均分红达到了1000元，非贫困户

人均分红730元。

在海拔 4250 米的西藏那曲市

色尼区罗玛镇普拉村，从草场深处

搬迁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布

次仁实现了养牦牛的梦想，成为牦

牛牧场职工的一家三口人均年收

入如今已经达到3万元。“我学到了

养殖和牧场管理技术，儿子正在学

习驾驶，希望成为牧场的驾驶员。”

手中有活干，奔小康更有信心。

扶贫产业实现了深度贫困地区生态

资源到产业价值的转换，如今，特色

优势产业变成了“三区三州”地区的

“金字招牌”，为脱贫奔小康注入了

强大的竞争力。

（新华社 李力可 刘洪明 杨静）

7 月的内蒙古科尔沁大地，水

草丰美，生机勃勃。一场夏雨过后，

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乡间，农作物的

长势愈发喜人。

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

新营子村，一名长相斯文、穿着朴

素的男子正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他

是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小林书记”

的林万梁。

2018年 5月，31岁的北京交通

大学职员林万梁从近 800 公里外

的北京来到当时还是国家级贫困

旗的科尔沁左翼后旗，担任新营子

村的驻村书记。科尔沁左翼后旗简

称科左后旗，这里距离林万梁的家

乡黑龙江伊春市也有800多公里。

初来乍到，林万梁跟乡亲们撒

了个谎——“别看我从大学来，戴

着副眼镜，长得白白净净，我可是

在农村长大的！”——这是起初他

自我介绍的开场白。

事实上，林万梁自爷爷辈起就

是城里人，他之所以这样介绍，是

不想让村民们产生距离感，“乡亲

们的信任很重要”。但比起抽象的

“距离感”，更让林万梁操心的是

“驻村扶贫，怎么扶？”这个实实在

在的问题。

新营子村的土地资源丰富，但

一直以来种植方式落后、产业结构

单一，“靠天吃饭”的观念依旧存

在，生产、养殖也大多是小打小闹。

发现问题是好事，解决问题是

大事。为了带动村民们脱贫致富，

林万梁一边自学农村基层工作理

论，一边和村干部走村入户，研究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的档案，在新营

子村建立起因地制宜的扶贫工作

模式。

有了方法，说干就干。林万梁

撸起袖子、挽起裤腿，带头在村

里成立了种植业合作社，建起了

蔬菜大棚，开辟了土豆试验田，

还请来了农业技术人员给村民传

授专业知识，联系了北京交通大

学后勤部门采购合作社种植的蔬

菜，帮村民打造了网络销售羊肉

的平台……

村民杨景军说：“‘小林书记’

刚来一两个月时说的善意谎言，

都靠这两年多的踏实苦干给圆回

来了。”

杨景军的妻子李秀英患有多

发性脑梗，2017 年病情恶化。为了

给妻子治病，杨景军花光积蓄，还

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牲畜，一家人因

此致贫。

林万梁了解到情况后，联系镇

里给杨景军一家申请了 20只扶贫

基础母羊和1头扶贫基础母牛，还

和前来参加社会实践的校友共同

捐助了2只母羊。

依靠牛羊养殖和经济作物种

植，杨景军一家已于 2019 年底稳

定脱贫，在外省读书的女儿毕业后

也回到家乡当了老师。一家人生活

改善了，杨景军干活更卖力了，曾

一度卧床不起的李秀英也在家人

的悉心照料和健康扶贫等政策的

帮扶下日渐康复。

说起林万梁，新营子村的村支

书王晓莉不停地竖大拇指：“为了

村民的事儿忙前忙后，小林放弃了

多少休息时间、搭进去多少路桥

费，他从不计较；和驻村工作队一

起下地、住在条件艰苦的宿舍，他

也不喊累、不叫苦。”

2019年 4月，科左后旗正式退

出 国 家 级 贫 困 旗 序 列 ；原 本 于

2019年 4月底驻村期满的林万梁，

早早地就主动申请延长驻村工作

时间。

现如今，新营子村的 14 户贫

困户已经全部脱贫；而根据组织的

安排，林万梁还将继续留在新营子

村直到年底。

“我总觉得，在科左后旗、在新

营子村，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扎根在这儿，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

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林万梁说。

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类似

“小林书记”这样的人物还有许多。

根据今年 1 月份内蒙古自治区打

好脱贫攻坚战新闻发布会公布的

数据，2019 年，仅北京市就选派了

107名挂职干部来到内蒙古，加入

脱贫攻坚的队伍中。

不论是京蒙对口帮扶，还是中

央单位定点扶贫，这些北京来的基

层干部奔波在乡间地头，和草原人

民一起，用双手创造了更加美好的

新生活。

（新华社 徐钦）

走进黑龙江省北

安市杨家乡杨家村，

家家户户的绿色篱

笆整齐排列，嫩绿色

的竹柳叶随着微风

轻轻飘扬，形成了一

道别样的风景。

“ 以 前 是‘ 灰 秃

秃’的旧木板，现在

全是绿油油的，看着

心里特敞亮。”杨家

村脱贫户王玉均指

着自家庭院周围的

竹柳说。

竹柳兼具柳和竹

两种植物特性，长势

如竹，材质如柳，可

截段用于扦插繁殖

或 作 为 商 品 销 售 。

“这东西好养活，大

冬天也冻不死。”王

玉均说。

2018 年 9 月，在

走访贫困户的过程中，一户村民的竹

柳篱引起了杨家乡党委书记马玉柱

的注意。

经过与村民的深入交谈，并与北

安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人员的论证，

马玉柱认为，用竹柳篱取代传统院

墙，不但能够美化乡村环境，而且还

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2019 年 4

月，杨家乡开始推广“竹柳经济”，为

贫困户免费提供扦插苗。

去年冬天以来，杨家乡陆续接到

了周边县市的订单，订单收益全部归

贫困户。王玉均说，仅靠卖竹柳段，他

一年就能增收近千元。目前，杨家乡

共扦插 70 万株竹柳苗，形成了总长

约 7 万米的竹柳篱。此外，杨家乡还

与哈尔滨一家绿化公司签订了销售

协议，保证销路稳定。

在杨家乡，不仅庭院外的“绿柳”

生了金，院内的“绿田”也成了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近年来，

杨家乡还大力发展庭院甜糯玉米种

植，不使用农药、化肥的玉米成为了

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

在杨家乡李家村脱贫户王新云

的家院内，齐腰高的玉米苗长势喜

人，78岁的王新云正拿着锄头在菜园

忙碌。

自从村里引进了甜糯玉米产业，

王新云不仅摘掉了“贫困帽子”，还成

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能手”，现在

在村内的玉米加工场工作。

最开始种植甜糯玉米，王新云心

里也犯嘀咕：“不让用化肥和农药，除

草剂也不能用，这能行吗？”

在专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经过试

种，玉米加工厂以 1元钱一穗的价格

收购了王新云家的玉米。王新云说：

“这可比大田里的玉米值钱太多了！”

今年，王新云种植了 3 亩庭院甜

糯玉米，加上在工厂务工的收入，预

计年增收万元以上。“这不就是奔小

康了嘛！”王新云说。

刚开始推广甜糯玉米时，干部们

时常碰壁。“改变村民的传统思维很

难，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讲解新

种植模式，甚至打下‘收购包票’。”马

玉柱说，随着收益增加，村民的种植

积极性也不断提高。

在去年举行的北安市文化产业

博览会上，杨家乡村民种植的甜糯玉

米深受欢迎，一周就卖出超过 10 万

穗，积累了不少回头客。

如今，杨家乡年产 150 万穗甜糯

玉米，建成了三个玉米加工厂，形成

了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

销售渠道全面拓展，从实体商超到电

商平台，都可见到杨家乡的玉米。

杨家乡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

致富之路。“我们通过挖掘特色产业，

让贫困户有持续‘自我造血’能力，促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

接。”马玉柱说。

（新华社 刘赫垚 徐凯鑫）

广西招募
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

新华社南宁7月 9日电（记者 林
凡诗）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了解到，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充分

利用退休教师的优势资源，广西计划

向自治区内外招募 1412 名优秀退休

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

此 次 招 聘 志 愿 者 支 教 时 间 为

2020 至 2021 学年，原则上支教时间

不少于 1学年，鼓励优秀退休教师连

续支教。招聘对象需符合退休未满 5

年、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具有中级及

以上职称、能够承担支教期间的课堂

教学和其他教育教学工作等要求。

自治区教育厅介绍，拟定的支教

地点主要为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

区县、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自治区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等，受援学校为乡镇及以

下的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县城所在地

的乡镇及该乡镇下属乡村学校）。

近年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在各村种植了梨、水蜜桃、火龙果、无花果等近 2000 亩林果，并让各村的 23 名农业委培生通过不定期集中学习果

树的修剪、授粉、疏果、施肥等林果管护技术，对本村的林果种植户进行技术“孵化”、指导，为果树生长提供技术保障。图为近日，浏河镇的农业实践

基地内，农业技术人员在为该镇的农业委培生讲解梨如何正确采摘。 计海新 摄

四川推出环评单位
“红黑榜”
强化监督管理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日，记者从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该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严

格质量考评的通知》（下称《通知》），

明确将建立四川省环评文件编制单

位和编制人员“红黑榜”，加强环评

文件的质量监管考评。

《通知》表明，专家将“加盟”，对

环评文件进行考评打分，并以专家的

考评分数为基础，形成环评文件编制

单位打分情况表，向社会公开。《通

知》强调，要对承接过信用评价等级

低的企业委托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编制过环境风险高和社会关注度大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编制单位和编

制人员加大抽查力度。

此外，《通知》要求对环评编制单

位和人员进行失信记分，及时上传至

全国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

据悉，各市（州）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将会以失信记分情况为依据，对无

失信记分的单位和人员减少技术复

核抽取比例和频次；对失信记分高的

单位和人员，实施加大复核抽取比例

和频次、限期整改、禁止从业等惩戒

措施。“我们希望通过正面激励和反

面警示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建设单位

择优选择，倒逼黑榜单位加快整改提

升，鼓励红榜单位不断提高水平。”

四川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7月 8日下

午，成都市劳动领

域社会组织纽带计

划能力培训班开班

仪式暨专家库第一

批专家签约活动在

成都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圆满举行。专

家学者、劳动领域

社 会 组 织 从 业 人

员、工会社会化工

作者等 160 余人参

加了本次活动。活

动现场，14名专家

学者、领军人物作

为首批专家库成员

完成签约。

培训班上，四

川省总工会二级巡

视员陈黎以“工运

史”为主题进行了

培训，深入讲解了

工会起源、中国工

会萌芽、党领导下

的工会发展、工会改革等内容，全方

位带领大家学习工会发展路径，增强

学员对工会的了解，提升归属感。据

了解，接下来，还将开展工会法、社

会组织概论、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政策等一系列课程，培养一批政治素

养过硬，工会业务能力够强，项目实

施规范的专业队伍。

“三区三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实现脱贫目标？脱贫后如何
可持续发展、稳步迈向小康之路？笔者采访发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间点，
我国大西南的“三区三州”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到群众，正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产业扶
贫、产业稳住脱贫成果、产业振兴乡村的路子，各类扶贫产业在“三区三州”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