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脚下白鹭飞，杨柳青青鱼正肥。
夏日，笔者来到贵州省岑巩县龙田

镇胡家村，只见一条通村水泥路沿着一
条小溪沟盘旋而上，山路弯弯、河水清
清，河两岸一排排整齐的小居楼坐落在
这绿水青山旁，仿佛进入世外桃源……
“现在山上的树木多了，河里的鱼虾

多了，发生洪涝的次数也少了。”现年 82
岁的村民徐绍学告诉笔者，这条河叫候
溪沟，在他小的时候，河里的鱼虾多得数
不清，什么甲鱼、娃娃鱼都有。上世纪，由
于群众环保意识淡薄，电鱼、毒鱼事件频
发，造成河里一度看不到鱼的影子。
为保护好这青山绿水，近年来，该村

在县乡两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出
台了系列村规民约，严禁村民电鱼、毒
鱼、网鱼、炸鱼，并对违反者从重处罚。同
时，该村还实行河长负责制，加强对河流
的保护。
“严令之下，村民的自觉性增加了不

少，河里的鱼虾又多了起来。”该村村主
任杨昌明说。

“为用好这里的自然资源，带领群众
走上脱贫致富路，经村两委讨论，今年我
们准备在村里发展生态活水养鱼。”该村
90后支部书记罗汐说。目前，该村已完
成土地流转、鱼塘挖掘、塘坝硬化、村级
公司集资入股等前期工作，正准备投放
鱼苗，并采用“村两委+村级集体公司+贫
困户”模式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这里山好水好，最近来钓鱼的

人特别多。”思阳镇板桥村贫困户杨思元
告诉笔者，哪些钓鱼者常常一呆就是两
天，他以每杆 100元收费，吃饭住宿另
算，最多的时候达到 30余人，一天收入
利润达 4000余元。

现年 43 岁的杨思元原是板桥村的
贫困户，由于儿子患上肾病，治疗费和药
费使本就不富裕的家变得一贫如洗，为
了给儿子治病，杨思元带着妻儿到浙江
打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给儿子治疗，
生活拮据，常常入不敷出。

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儿和贫困潦倒的
家，杨思元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摆

脱贫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但是发展什么好呢？这让这个从前

只知靠天吃饭的朴实汉子犯了愁。一个
偶然的机会，杨思元萌生了发展休闲渔
业的想法。

板桥村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远
离尘嚣，安静恬淡，而杨思元家所在的榜
上组有一片河塘和荒废的农田，河塘被
重山包围，河塘里的水源于高山，没有污
染源，清澈见底，他认为家乡的地理环境
优势特别符合他休闲渔业发展规划。

说干就干，杨思元向村里面申请并
与同组村民商量，流转河塘、租荒废的田
地，把河塘与田地连片发展，并在鱼塘边
修建两层楼的木质房。在前期，共投入
57000余尾鱼苗，包括青鱼、鲤鱼、鲫鱼、
草鱼等品种，建起了一个规模约 16亩的
鱼塘，而他所喂的鱼料则是自家种的玉
米、白菜等，实现了原生态喂养。
“我养的鱼肉质紧实、口感细腻，市

场价格 30元一斤都还买不到呢，但我很
少卖出去，主要以休闲垂钓为主。”杨思

元从鱼塘里网起一条大青鱼，开心地笑
了，为自己辛苦付出的创业梦初见成效
感到自豪和欣慰。“前几天很冷，都有 10
多位客人在这里钓鱼，他们在我家吃饭，
吃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种的蔬菜，都说比
在家吃得香呢。”
收入增加了，儿子的病也慢慢变好，

生活也越来越好，在 2017年，杨思元靠
自己的双手脱了贫，度过了人生贫穷的
“寒冬”，从他内心迸发出的自信和毅力，
感染了不少人，还带动了本村 4户贫困
户发展渔业。

胡家、板桥只是该县保护河流并依
靠河流发展产业致富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行县、乡、村三
级河长制，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各级
河长、落实工作职责，全面宣传、推行“河
长制”工作。在县级河长的领导下，各级
河长通过加强对所辖河流的不定期检
查，有效改善了河流湖库环境质量，有效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民富。

通讯员 徐学练

贵州岑巩：三级河长制让绿水成群众致富源泉

山南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文化的发
祥地，这里有西藏第一座宫殿、第一块农
田、第一座村庄……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山南市翻开
了扶贫产业开发、摆脱贫困事业的新篇章。
去年底，山南市乃东区顺利脱贫摘帽；

琼结、洛扎、曲松、错那、加查、桑日 6县通
过西藏自治区级摘帽审核；378个贫困村
实现整村退出；12343户 37573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抒写出摆脱贫困的合格答卷。
近日，记者走进西藏山南市多个县、

村，探访那里“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的脱贫
故事。

产业扶贫托起致富梦

空山新雨后，傍晚的山南市麻麻乡小
康示范村，空气中飘满泥土的芬芳。
篝火燃起，穿着艳丽民族服装的村民

跳起了锅庄舞。
开民宿旅馆的德吉措姆说，“现在生意

很好，为了给游客助兴，村民成立了锅庄舞
蹈队。”
党的十九大代表、麻麻乡乡长白玛央

金介绍，近来，麻麻乡开展小康示范村建
设，发展旅游产业，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收
入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如今的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开办了
49家家庭旅馆、6家茶馆、5家商店、7家民
族特色产品销售点，群众吃上了旅游饭。群
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
善，“人畜分了家、饮水引进家，厕所修进
家、网络迁到家”。

产业扶贫是可持续的扶贫方式，帮
到了“点子上”，挖到了“根子上”。截至目
前，山南市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85个，
完工 79个，累计完成投资 24.86亿元，
受益群众 18570人。成功引进亿利资源
集团等 20余家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涉及
建筑业、农牧业、能源业、民族手工业、藏
医药业、旅游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4500 个，2017年为群众创收逾 1 亿元；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期间带动群众增收
2600多万元。

扶志脱贫见成效

踏着清晨的露珠，迎着朝阳，索朗旺
姆站在河边练声，力争每一个词发音准确、
甜美。
“今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到日喀则地

区当一名幼师，”索朗旺姆说，“作为幼儿园
的老师，我力争普通话标准。孩子虽小，但
对各种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还要懂
儿童心理学，我要多看一些书籍来丰富这

方面的知识。”
索朗旺姆，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

加玉乡共拉村人，21岁。家里三口人，奶奶
和妈妈。奶奶身体不太好，家里又缺乏男劳
动力，多年来靠吃低保生活。
“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努力，人人都有

出彩的机会，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人员经常
鼓励我。”索朗旺姆说，“在社会各方面的帮
助和鼓励下，我的信心增强了，每天都坚持
早起看书，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改变出现在今年，索朗旺姆考上了公

务员。
前几天，她主动申请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驻村工作队队长德吉告诉记者，“积
极为贫困户提供各项政策支持的同时，注
重‘扶志’。‘扶贫先扶精气神’，把贫困群众
心焐热、脑更新、劲鼓起，让自身奋斗与外
界助力同频共振，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
教育扶贫、智力扶贫是提高文化水

平、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
递”、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的关键和根
本。对此，2016年，对考入计划内大学的
山南籍农牧民子女和贫困家庭子女进行
资助，标准为区外本科生、专科生每人每
年 10000元、8000元，区内本科生、专科
生每人每年 8000元、6000元。2017年，
各县（区）对国家统一招考外大学生进行
资助，实现了山南籍贫困大学生资助全
覆盖。

民心工程暖人心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是
我们党对人民的承诺。
为了保障错那县独身老人的生活问

题，错那县于 2015年成立了五保户集中
供养服务中心。
记者走访发现，五保户集中供养服务

中心的硬件设施完备，屋内整齐干净地摆
放着床、电视、绿植、茶几等生活用品。老人
们正聚在一起下棋、打牌、唱歌等。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食堂里饭菜可

口，一年发两次衣裳，都是免费的，房间的
卫生有护理人员打扫。”五保户老人旦增幸
福地说。
错那县民政局副局长阿旺曲宗说，中

心按照五保户老人与护理人员 10:1的比
例进行人员分配，基本保证每位老人的护
理需求。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山南市大力实

施“十大民心工程”，计划整合资金 37亿元
提标扩面 26项惠民政策，这项工作 2016
年获得了国务院通报表扬。2016、2017年
共落实资金 14.1亿元，提高了一线边民、
低保对象、五保供养、老年人健康补贴、残
疾人补贴等补助标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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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脱贫攻
坚战打响已近一年，成效如何？近日，记
者从重庆市扶贫办获悉，过去一年，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完成投资 25.2亿元，开
工项目 1182个，一大批项目建成投用，
大大改变了这些深度贫困乡镇的落后面
貌，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重点

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重庆市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市参照国家确定
深度贫困县的标准，按照“三高一低三差三
重”识别标准，从全市甄选出 18个深度贫
困乡镇，作为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

确定名单后，重庆市为 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制定了专项脱贫攻坚规划：有的侧
重特色旅游，有的规划茶业园区，有的发力
畜牧养殖等。
规划落地后，贫困乡镇有了增收的主

导产业：在万州龙驹镇，1万亩优质花椒基
地和 1万亩优质伏淡季水果基地已见雏
形；在石柱中益乡，民宿接待成为村民脱贫
增收的“摇钱树”；在城口鸡鸣乡，5万羽山
地鸡在山林间奔跑……
要增收，也要减负。黔江区金溪镇长

春村一岁半的陈梦琪，出生 4个月就被确
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

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感觉“天塌了”。镇
村干部协调后，按政策对其进行免费治疗。
如今，陈梦琪已经康复出院，她的家庭也因
减负获得新生。
去年 7月以来，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实

施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36个，为当地群众减轻了后顾之忧。
项目落下去，群众扶起来。资料显示，

18个深度贫困乡镇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
贷 9308万元，实施产业扶持带动 4.6万
人、转移就业帮扶 2.2万人、医疗救助 1.9
万人、教育资助 1.8万人、生态保护和易地
搬迁 3500人、保障兜底 210人。

该负责人表示，到 2020 年，重庆市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一达
标两不愁三保障”，其中深度贫困乡镇及
其贫困群众是发力的重点。为了确保实
现这个目标，重庆市将精细化落实政策
举措，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人
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工作；长效化巩固脱
贫成果，建立贫困户与产业项目的利益
联结机制，志智双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以问责化倒逼责任入位，深入开展
作风建设年活动，建立常态化“回头看”
和督导机制，全力把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推上新台阶。 据重庆日报

传统的灯笼火把由流行的手电
所替代，闪烁的亮光把通往羌寨的
山路照得恍如白昼。持续努力之下，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山群众
彻底告别了“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
本靠吼”的艰难与尴尬，基础设施得
以根本改善，产业得以较大发展，建
档立卡贫困户也由 2014 年的 6929
户 20384 人下降到 2016 年底的
2039户 5653人。

然而，先天基础薄弱的农家，仍
需培养自身的“造血”功能，确保全
脱贫、真脱贫，一心一意奔小康。随
着 2017 年 9 月“结亲帮万户，奔上
小康路”的大幕徐徐拉开，6909 名
县、乡、村干部总动员，进村、入户，
不漏一户，不掉一人，与 50408户贫
困户和非贫困户结亲大山里。

“请不要再叫我贫困户！”

“以后哪个再叫我贫困户，我要
跟他急。”站在自家院坝里，村民陈
仁庆大声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家
庭，传统的川西北穿斗木屋，与四面
环绕的青山浑然一体。木屋里，客
厅、卧室、厨房、厕所干净如洗；房前
屋后，盛开的百合花香气弥漫在空
气里。下午时分，归巢的蜜蜂嗡嗡叫
着，不时飞进放置屋檐下的蜂桶中，
远处山坡上隐约传来阵阵羊叫声
……曲山镇油房沟村，平均海拔
1250米，是典型的高山偏远村。全村
有耕地 550亩，林地 11457亩。7个
村民小组，135户，340人。2014年，
该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2 户
63人，贫困发生率为 18.3%，为省定
贫困村。

近些年，在扶贫脱贫的大格局
下，温暖的政策阳光同样洒满油坊
沟村。给陈仁庆等贫困户、非贫困户
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首先是
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年完成长 5.4公里 4.5米
宽、长 6公里宽 3.5米的道路硬化建
设，先后解决了该村老百姓的出行
问题，彻底告别了人背马驮。

基础设施完善了，产业发展就
水到渠成。油房沟村利用自然资源
和生态优势，成立了乌骨羊、土蜂
蜜、土鸡、野生猕猴桃等 4个专业合
作社，陈仁庆等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也像归巢的蜜蜂，辛劳与忙碌之下，
收入不断增加。该村也在继 2015年
脱贫 4户 17人、2016年脱贫 1户 2
人后，在 2017 年开展的“结亲帮万
户”活动中，来自县人社局的 23 名
干部又加速帮助脱贫 17 户 46 人，
实现整村脱贫。
“干部‘结亲’上门，带来了致富

的好政策、好点子。谁都不愿意贫
穷，别人扶，没有理由不往前走。”陈
仁庆说出了群众想说的话。在“结
亲”干部的帮扶下，他家的乌骨羊由
几只发展到 51只，于 2018年春节
前夕出栏 14只，增收 15000元。眼
下，他又在着手改良蜂桶，给蜜蜂分
群，以提高蜂蜜的质量与产量。除他
家外，村里 134户人家，也户户发展

起了以种养为主的产业，收入普遍
提高。

从“不穷”脱贫到致富奔康

一大片稻田里，绿油油的水稻
隐约在抽穗。水面上，不时有鱼儿逐
浪泛波。稻田四周，竹树成荫，抬空
的水面上，坐落着雅致的观景设施。
这就是流溪村集种养与观赏为一体
的循环农业项目。“水面种稻，水下
养鱼，旁边垂钓，高处观景。”北川县
农业局纪检组长、驻村干部李英对
记者介绍，这个有着 299户 1091人
的行政村，曾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6
户 114人，贫困发生率为 17.1%。多
年攻坚，于 2017年整村脱贫。“虽然
脱贫了，但收入却有一半以上都由
450余名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劳
动力构成，由户到村，产业基础十分
薄弱。”李英说。
“结亲”帮万户，帮什么？怎么

帮？一段时期，包括李英在内的北川
县农业局 36名干部，周一到周五白
天在办公室处理业务，周末和夜晚
驱车到乡下，走村入户察民情，做调
研。集体“会诊”，对症治“穷病”、扒
“穷根”，琢磨壮大村级经济和发展
家庭产业的“窍门”。干群同心，其利
断金。该村先后发展了稻田养鱼、核
桃种植和林下土鸡养殖等项目。与
此同时，全面完善公益事业，先后推
广实施了“两改一建”（改厨、改厕，
建院落）、配套完善了灌溉、排洪体
系；建起了达标文化室、卫生室、通
信网络。2017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
10402元。到目前为止，该村初步形
成了村民“流转土地收租金，务工就
业挣薪金，入股分红获股金，集体反
哺得现金”的发展格局。

生活品质以看得见的速度在提
升。据悉，2017年至今，北川全县完
成县乡道建设 113.7公里；完成村组
道建设 591.3公里。95%的农村家庭
完成了“两改一建”；先后实施小型
农田水利、水土保持、饮水安全、中
小河流治理等水利扶贫项目 352
个。为 3253户贫困户、非贫困户提
供了猪、牛、羊、鸡种苗；助 3576 户
农户建猪圈舍 24031平方米，牛圈
舍 6414 平方米，羊圈舍 351 平方
米，鸡圈舍 4647 平方米；发展土蜂
27809群（箱）。310个行政村初步实
现村村有收入，彻底消灭了集体经
济“空壳村”。在结亲帮扶的 50408
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中，基本形成
“家家有能人、户户有产业”的局面，
经得住考验，抗得了风险，全县贫困
发生率降至 1%以下。
“脱贫，就是‘不穷’。干群结亲，

不但要巩固脱贫成果，确保真脱贫，
不返贫，还要帮助千家万户山区群
众奔小康，求富裕。”负责实施“结
亲”计划的总负责人、北川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昭对中国经济
时报记者说，“要增强老百姓的踏实
感、获得感、幸福感，使他们对未来
充满信心与理想，县、镇、村三级干
部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据中国经济时报

过去一年
重庆 18个深度贫困乡镇换新颜

“以前从来不去想，现在不想都
不行啦。”7月 8日，甘孜藏族自治州
稻城县巨龙藏族乡然央村村主任阿
友不呷坐在民俗客栈的门槛上思考
着，生意火了，带领村民脱贫奔康的
道路却依旧很长很长。

阿扎小院坐落在然央村，这里
是泸州援建的旅游扶贫示范村。阿
扎小院是该乡第一个纯藏族民俗旅
游客栈。
“仰赏贡嘎景，俯饮长江源。”

2017年 5月，泸州援藏队发现了然
央藏寨。然央那么美，却是那么穷。
“然央地处稻城亚丁的旅游环线，区
位优势明显，能否整活然央藏寨的
旅游资源，通过‘旅游扶贫’，带动藏
民致富奔康？”援藏队队长邹冰自言
自语道。

6 月，援藏队将几次调研、比对
后撰写的“然央规划”放到稻城县
委、县政府扩大会上讨论。“藏寨新
村换新颜，依托旅游拔穷根”的旅游
脱贫攻坚战，在然央河谷悄悄打响。

“决不能伤害古村落的本底颜
色，只做一些引导性开发。”这是然
央旅游扶贫发展的底线，但亮化村

庄，升级民俗，改善人居环境又是然
央蜕变的必经之路。援藏队在然央
实施“五改三建”等改造工程，让牛
羊入圈，消灭“纯天然厕所”，用石块
铺平布满牛粪和枯枝的道路……核
桃树下的鹅卵石凳，承载着藏胞的
“诗和远方”。

“用 400 盆鲜花装点藏寨。”
援藏队感受到了藏族人民内心的
变化，于是研究决定，专门从成都
购回盆栽鲜花，用来装扮藏寨，陪
衬古铜色的雕像和茶壶。

“那是一种长时间的压力积压
又忽然得以释放后的疲惫和激动。”
2018年 4月，阿扎小院签约施工的
晚上，邹冰泪流满面。坚持了 1年，
然央藏寨旅游扶贫终于再次越过
“一道山梁”。

两年转眼过去，这群扎根高原
酒城儿女，不仅完成了常规的援建
建设项目，还为稻城留下了第一个
土豆粉加工厂，让传统藏寨———然
央“蝶变”成了旅游扶贫示范村，通
过产业调整和乡村振兴提升当地藏
民的幸福指数。

特约记者 杨涛 文 /图

四川泸州扶贫援建队
让传统藏寨蝶变成旅游扶贫示范村

西藏山南：交上一份脱贫合格答卷

四川北川奔跑在
从“不穷”到富裕的路上

视觉新闻

近日，四川华蓥市机关党员干部开
展“农忙时节送肥下乡”活动，将购买复
合肥的款项送到贫困户手中。

为进一步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华
蓥市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一面送去复合肥
或购买复合肥的款项，一面积极宣传脱
贫攻坚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自
力更生，依靠产业扶持，实现持续增收，
巩固脱贫致富成果。

特约记者 杨天军 摄

农忙时节送肥忙
精准扶贫助生产

将购买复合肥的款项送到贫困户手中

几名藏族年轻人在阿扎小院商量藏寨改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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