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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右江河谷温暖如春，长势
良好的各类秋冬作物带来丰收的气
息。随着最后 3 个贫困县顺利“摘
帽”，老区百色挥别延续千百年的绝
对贫困。

从91年前老一辈革命家在右江之
畔竖起第一面红旗，到今天这场没有
硝烟的脱贫攻坚战，跨越近一个世纪
的“红色接力”，集“老少边山穷库”于
一体的百色旧貌换新颜，百万贫困人
口实现命运转折。这片生生不息的热
土，百折不回坚持，迎来满园春色。

“红军村”唱响新红歌

“红 军 红 又 红 呢 ，革 命 坚 又 坚
呀，风吹石不动呢，心狠毒人他不怕
呢……”傍晚时分，田东县平马镇百
谷村红军歌曲合唱团成员聚集在村广
场，唱起一首首激昂的红军歌曲。

90 多年前，这个壮族村落几乎家
家都有人加入革命队伍。怀恨在心的
地方民团武装将80多户村民的房子全
部烧毁，留下一片废墟。

如今的百谷村村道宽敞、楼房林
立，戏台等文体设施齐全。凭借地域
和资源优势，村里大力发展秋冬蔬菜、
网箱养鱼、红色旅游等产业，村民年人
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全村最后一户贫
困户在2017年实现脱贫。

富裕起来的百谷村建起了讲述红
色故事的村史陈列室，还成立了红军
歌曲合唱团。合唱歌本里，《扶贫路
上》《我们百谷的梦想》等一首首新歌
列入其中。

百色市逾 90%的面积属于山区，
2015 年精准识别时，全市仍有贫困人
口 68.2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20.25%。
和百谷村一样，在许多昔日革命者抛
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先辈们当年追寻
的梦想如今已变为现实。

“当年‘邓政委’几上三层岗，带领
红七军在此打响伏击战。”沿着山径行
至三层岗，平果市果化镇布荣村党总
支书记方琳略显吃力。千百年来行路
难的布荣村如今已通硬化路，而在过
去，各屯间只有羊肠小道相连。20 多
年前，村民们决定开凿“出山路”，外出
采购修路物资的方琳遭遇交通事故，
右腿落下了残疾。

“不修路吃水都困难，几个山泉取
水点分散在山里，有的来回得走4个小
时山路。”方琳说。精准扶贫实施后，
全村屯屯通上水泥路，经过三级加压，
城区自来水直达各家各户。

村里党员组建起突击队，带领村
民仅用100天就建成一个约4000平方
米的猪舍。现在，全村养有100多万只
鸡、1万多头猪、400多头牛。

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
方，百色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以精细化
的服务让贫困户过上好生活。2016年
以来，百色累计有 4 万余户逾 18 万人
搬入新家。在平果市坡造镇感笔新村
的扶贫车间内，瑶族妇女班小善熟练

地组装着耳机配件，丈夫在附近工厂
做零工，两份工作让搬出大山的一家7
口顺利脱贫。“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
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接棒者”走好新长征

眼下，百坭村即将迎来新一季的
丰收：淡水龙虾马上上市，油茶、砂
糖橘陆续进入采摘季。驻村第一书
记杨杰兴正带领群众提前谋划农产
品的包装和销售工作。“村子脱贫
了，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接棒”一
年多来，杨杰兴倾尽所能以实际成
效告慰黄文秀。

2016 年，一个从老区百色走出去
的名叫黄文秀的女孩，又回到了家乡，
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在乐业县新化镇
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她带
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
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黄文秀在
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
难，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扶贫事业。谈
及驻村工作，这位“时代楷模”生前曾

说：“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
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

百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脱贫史。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是老区一代代共
产党人的共同承诺。

30 多年前，时任田阳区那坡镇尚
兴村村干部的莫文珍决定带领村民搬

“穷窝”，先后用10年带领1300多人搬
出大山，用30年在荒坡上种植杧果，发
展副业，使尚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移
民新村。

20 多年前，凌云县弄福公路的奇
迹震撼壮乡。这条“天路”从悬崖绝壁
上通过，曾因地势过于险峻被迫停
工。1998 年百色“村级公路建设大会
战”中，200 多名党员干部在工地安营
扎寨，仅用半年就建成通车。

10 多年前，种桑养蚕被引入遍地
石头的凌云山乡。凌云县下甲镇平怀
村党总支书记郁再俭是探路者之一，
初期屡试屡败，不顾家人劝阻，不言弃
的他又咬牙投入几十万元承包1000多
亩旱地种桑树。而今，平怀村的桑蚕
产业链，带动了300多户村民户均年增
收5万多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百色，
接力奋斗脱贫攻坚的故事俯拾即是：
80后北大硕士毕业生苏勇力主动申请
在条件艰苦的凌云县连续驻村，用6年
多时间带领2个村脱贫出列；从乡下调
回城里工作的青年党员雷吒，面对选
择又毅然奔赴极贫县那坡县的城厢镇
合群村驻村，出发时女儿刚上幼儿园，
小儿子不满6个月……

因地制宜“绣”出产业新画卷

“到处是旱地，还能养虾？”在乐业
县花坪镇浪筛村野猪坨屯，当扶贫干
部动员贫困群众发展澳洲淡水龙虾养
殖时，贫困户符前忍直摇头。

符前忍的反应并不让人意外：屯
里四面环山，土地贫瘠，种玉米曾是保
障温饱的主要途径。发展养殖？过去
交通不便，卖头猪都是难事。为了增
加收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

“村民们的顾虑我们已经考虑到
了。”花坪镇党委书记吴显俊说，当地
对养虾产业进行了认真调研，龙虾生
长快、产量高，耐长途运输、市场行情
好，而且人力、资金投入压力不大。

跟随扶贫干部外出考察几次后，
村民们有了信心：龙头企业负责提供
虾苗、饲料、管护指导并保价回收，贫
困户投入劳力养殖，便可获得养殖纯
收益的85%。“现在一个60平方米的池
子，养一批就能有三四千元收入。”符
前忍说。

抓住产业，就抓住了脱贫攻坚的
“牛鼻子”。面对“九分石头一分地”等
特点，百色因地制宜，在产业扶贫方面
下足“绣花”功夫。

境内石山广布，无一条地表河流，
靖西市南坡乡引进桑蚕产业，全乡桑
园面积达 4 万多亩，覆盖 2000 多户农
户；德保县发挥海拔和气候优势，不断
扩种柑橘，易生长的山楂在石山地区
开花结果，桑蚕、八角加工等产业呈现
新的发展态势……

如今，百色特色产业覆盖超过 19
万户贫困户，产业扶贫硕果累累：右江
河谷，果蔬四季飘香，西红柿、杧果等
搭上果蔬专列北上进京、南下出境；两
翼山区，桑树、油茶、柑橘、中草药布满
山坡；中越边境一带，不断发展的边贸
产业让边民鼓了腰包。

挥别贫困，老区群众对美好生活
有更多期待。在红军浴血奋战过的凌
云县下甲镇彩架村，村民们冒雨清理
河道、改造村貌。这个依靠种桑养蚕
脱贫的村子正大力推进田园综合体项
目建设，村民在家门口围起小花园，村
部广场旁建设了红八军彩架突围战纪
念馆，织锦等传统技艺也被打造成文
化展示项目。

“洪涝变成鱼米寨，茅棚已换阁楼
村。家乡巨变英雄奠，饮水不忘掘井
人。”村党支部书记劳伦站在“彩村之
战”纪念碑前念起碑上的诗句，感慨
万千。

百折不回，满园春色
—— 老区百色脱贫攻坚纪实 新华社记者 王 念 向志强 徐海涛

88 个贫困县、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9 个直过民族、880 余万贫困人
口……

今年11月，随着云南省宣布最后
9 个贫困县摘帽，这个全国贫困县最
多的省份战胜了绝对贫困，被贫穷围
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清零”时刻，云岭大地挥别千年
贫困，各族群众尽开颜，奋力开启新
征程。

穷困的时光被按下停止键

薄雾之下，炊烟袅袅。78 岁的独
龙族老人孔当娜将和好的荞麦面倒进
烙饼机，合上盖子后，静静地注视窗外
缓缓流动的江水。

“能每顿都吃上荞麦面是我曾经
的心愿。”孔当娜出生时，她所在的族
群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很长时间都
吃不饱、穿不暖，为获得更多的食物，
只能到山上找野菜、下江捕鱼。家里
薄薄的独龙毯就是被子，睡觉就必须
围着火塘。

因为整乡帮扶项目，孔当娜搬离
四处漏风的木楞房，告别照明靠煤油、
通讯靠吼的日子。

“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但最喜欢
吃米饭。”孔当娜说，家里各类电器一
应俱全，有了草果等产业，生活有了很
大改善。

“独龙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是

她最好看的时候。”孔当娜感慨道。江
水依旧，但生活已换了人间。

尽管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不同，
有着不同的贫困体会，但他们都“不想
再回到过去的生活”。

老家在会泽县马路乡弯弯寨村的
王文选，过去住在山坡上的土墙房里，
守着只能种土豆、玉米的一亩三分地
过活。

这样的生活被定格在去年7月，一
家从100多公里外的村子搬到了县城
边的安置点。政府帮他找了送水的工
作，妻子成为社区保洁员，两人每月能
收入4000元左右。

“精准扶贫改善了贫困地区发展
条件，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云南省
发改委副主任梁旭东介绍，“十三五”
期间，云南省建设了近25万套住房，近
150万人搬进了安全稳固的住房，搬迁
群众从广种薄收变为多元增收。

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

夜深了，昭通市大关县城的一间
临时宿舍里气氛热烈。挂职的县扶贫
办副主任陈锦上正与扶贫干部讨论职
教协作。

2017 年，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
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陈锦上主动请
缨，到对口帮扶的大关县参与扶贫。
那一年，他49岁。

“贫困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很重要。”陈锦上到大关县
后，联系了爱心机构给学生捐赠物资，
折价超过500万元；动员贫困家庭初中
毕业生到中山市进行职教学习；联系
爱心人士资助学生生活费。

“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实了我们的
攻坚力量。”云南省扶贫办帮扶协作
处处长牛涛说，2016 年以来全省累计
接受上海市、广东省援助资金 141 亿
元，4000 余名干部、专业技术人才赴
滇帮扶。

今年 2 月，云南各地还在防控疫
情，但脱贫攻坚战从未中断：云南省
扶贫办副主任施榆兵带着督战小分
队，拿着扶贫表册，驾着车开着导航
来到兰坪县，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
短板；会泽县大海乡党委书记陈平
带着扶贫干部，不顾风雪，挨家挨户
进行贫困劳动力摸底，为后期精准
进行劳务输出、稳定群众收入打下
基础。

云南用“干部脱皮”换来“群众
脱贫”。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
介绍，2015 年以来，云南省把最优秀
的干部选配到脱贫攻坚一线，26 余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向贫困地区集结，与贫困群众
并肩战斗。

更好的日子已经开启

在迪庆州维西县的腊普河谷，地

里的冰葡萄马上就要到采摘期，脱贫
户舒秀英正在基地忙着管理葡萄。

今年44岁的舒秀英家在维西县塔
城镇启别村，过去长时间处于贫困状
态。自村里发展了冰葡萄酒产业后，
日子开始有了变化。

“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谈及
变化，舒秀英满脸笑容，6亩地流转给
葡萄酒企业，自己还在企业务工，去年
全家收入超过10万元。

葡萄产业已成腊普河谷群众增
收的重要产业，随着深加工和“党
支部+”模式的推进，群众增收更有
保障。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波介
绍，2019年全省扶贫产业覆盖近169万
户贫困户，基本实现产业到户全覆盖；
遴选聘用了近3万名产业发展指导员、
组建农业科技专家组，开展生产技术
服务。

在扶贫产业蓬勃发展、确保群众
长效增收的同时，云南还积极实施教
育扶贫，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018年对兰坪县贫困生毛元怀而
言，有着重要意义：他来到了珠海欧亚
技工学校。

“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大海、规
划自己的人生……”他经历了人生中
的很多第一次。

近年来，云南省不断提高义务教
育巩固水平，通过实施职业教育扶贫
工程，贫困户“两后生”有30万余人接
受职业教育。目前，迪庆州、怒江州开
展了“十四年免费教育”，确保学生不
因学致贫、因学返贫。

如今，毛元怀在珠海的一家企业
实习。“我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我要成
为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工程师，争取留
在珠海，拼搏未来！”他说。

挥别千年贫困，云岭大地尽开颜
新华社记者 杨 静 赵家淞

上图为2018年11月11日在广西田东县思林镇龙邦村拍摄的村民和自家
简陋的房屋；下图为2019年8月28日拍摄的当地为龙邦村新建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12月7日，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锦绣学校首届体育文化艺术
节上，学生们在打乒乓球。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锦绣学校举行首届体育文化艺术节，
田径、篮球、拔河、书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参加。

锦绣学校是黔西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而建设的学
校，2019年初由广州市援建开工，2020年5月完工后迎来开学。学校
共有学生1780人，全部来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妥善解决了搬迁
人员子女入学难题。 新华社发（范 晖 摄）

贵州黔西：脱贫攻坚“照亮”孩子幸福童年

新华社西安12月13日电（记者 刘彤）日前，记者从陕西
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来自陕西省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的数字
显示：近五年来，陕西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有125.68万户、
405.69万人享受到了产业帮扶各项政策支持，产业扶贫成为陕
西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抓手。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郑维国说，今年陕西向贫困地区
切块下拨产业扶贫资金3.9亿元，安排产业发展资金近8亿元，
分别较上年增长4.26%和1.16%，促进了带贫益贫产业壮大。“通
过持续对56个贫困县开展菜单式指导，推进苹果‘北扩西进’、
猕猴桃‘东扩南移’，并扩大奶山羊、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优
势产业的带动面，陕西积极建立经济效益好、群众参与度高的
扶贫产业，使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受益。今年，陕西享受产业帮
扶的贫困群众达87.22万户、289.34万人。”

郑维国说，为推动贫困地区产业融合，陕西通过因地制宜
布局产业加工项目，优先创建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小镇、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链条；通过加快实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庭院经
济”，促进贫困地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郑维国表示，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陕西将保持对贫困群
众的特惠性政策不变，继续实施产业项目扶持，继续加大产业
发展项目和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延长信贷政策期限，完
善主体带贫激励机制，壮大贫困地区集体经济，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贫困群众从产业发展中持续获益。

陕西：超400万贫困群众享受产业帮扶支持

新华社西宁12月13日电（记者 李占轶 王艳）记者从青
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2016年至2020年，青海全面完成
了20万户农牧民危旧房改造任务，消除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
房安全隐患。

“按照‘以人找房、以房查人’的方式，青海省开展了两轮
‘拉网式’危房鉴定工作，建立健全任务台账，及时将有安全隐
患的房屋纳入改造范围，做到鉴定到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王发昌说。

青海住建部门将农牧民群众“不因建房返贫”作为危房改
造重要内容，全省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各级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户
均2.5万元。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提高到农
区5万元/户、牧区6万元/户，对无建房能力的特困户，由各地政
府采取结对帮扶等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有效减轻建档立卡贫困
户资金压力，避免了因建房举债返贫。

王发昌说，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危旧房改造的重点对象，住
房安全核验结果显示，全省14.5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
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今后将加强贫困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
持续稳定保障农牧民住房安全。

青海：全面完成20万户农牧民危旧房改造

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记者 白明山）屋外天寒地冻，
屋内暖意融融，赵群增不慌不忙地翻出一沓票据，埋头盘算起
来。“这次老伴住院，除去医保报销，县里的防贫保险又报了3万
元，解决大问题啦。”赵群增说着，眉头也舒展开来。

赵群增是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宋庄村扶贫工作队重点关
注的边缘易致贫户。工作队常态化监测发现，赵群增患有慢性
疾病，经济收入低，长期的医疗负担使其处于返贫边缘。

为了解决赵群增家的困境，扶贫工作队给他家搭建了三重
保障措施：首先申请了社会低保，又帮他办理防贫保险，还帮他
流转出不种的土地。

“得知他的老伴王会伏骨折在石家庄住院，我们赶紧想法
子给他们申请保险金，缓解治病压力。”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潘
龙凯说，“经过核实，王会伏符合防返贫保险的赔付条件，最后
理赔医疗费用3万元。”

为降低群众返贫致贫风险，保定市常态化开展脱贫不稳定
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监测预警。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
贫标准1.5倍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等刚性支出超过上年
收入，以及收入大幅缩减影响基本生活的家庭纳入重点监测范
围并实施帮扶。

保定市扶贫办二级调研员段丽军介绍,保定市建立完善了
乡村预警、部门推送、农户申请三种防贫预警渠道。由乡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员随时走访了解有致贫返贫风险的农户，建立
防贫台账。县级医保、教育、公安、残联、应急管理等部门，根据
大数据实时监测发生重大变故或支出骤增的农户，及时报告县
级防贫机构，并将相关信息推送到乡村进行核实。农户认为自
己家庭状况达到防贫预警标准的，也可主动向所在村防贫预警
员或直接向县级防贫机构提出救助申请。

为确保信息准确，县级防贫机构汇总收集的预警信息，通
过乡村或第三方机构逐户进行调查核实。乡村干部通过“五看
一评”（看住房、看大件、看生活、看子女、看收支，评估总体情
况）方式，认真核实预警对象的情况，并将核查结果反馈给县级
防贫机构，因户施策进行帮扶救助。

目前，全市共4544户、10769人纳入防贫监测对象范围，通过
开展监测预警，帮扶救助3805户群众，救助总金额近3700万元。

河北保定：常态化监测化解返贫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