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温泉山
庄”，前来洗浴的群众络绎不绝，热
腾腾的温泉蒸汽驱散了寒冷，也挥
去了大家奋斗一年后的疲倦。

卡灰村过去曾长期贫困，近年
来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村民自
筹和政府补贴成立了霍曲吉祥牧
场，以养殖牦牛、山羊为主，又拓展
了人工种草、温泉山庄等，通过分红
为村民增收。

在宽敞舒适的藏式民居内，68
岁的卡灰村村民洛登从柜子里取出
一本“脱贫账本”，向记者讲述这些
年家里的变化。

洛登家曾有 50 多头牦牛，为了
给老伴看病，只好全都卖掉，从此家
里一贫如洗。被列为贫困户后，村
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从未停止：帮

助梳理惠民资金、开展六洗一扫一
整理、鼓励上山采挖菌类……洛登
家账本上的一条条名目，详细记录
了他家的脱贫历程。

“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好起
来的”，扶贫干部的这句话，洛登一
直记在心里。后来，卡灰村集体经
济蓬勃发展，洛登家的命运发生了
转变。

洛登家的账本显示，他家人均
收入每年都有增长，2015 年是 3017
元，2019 年就到了 7122.5 元，翻了一
番还多。去年，洛登八口之家总收
入 6 万元左右，还养了 40 多头牦牛，
已顺利脱贫。

洛登家的变化是四川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是否愁吃”“是否
愁穿”“是否有医疗保障”“是否住
房安全”“有无因贫困而辍学的学

生”……无数的脱贫工作账本记
录了群众生活的点滴改变，描绘
着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图景。

千万个贫困户的账本里，一串
串数字凝结了无数干部群众的奋
斗 ，打 开 了 四 川 脱 贫 攻 坚 的“ 密
码”：2020 年，大凉山最后 7 个贫困
县退出，四川省 88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全省 11501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62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不久前，在被称作“悬崖村”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
土列尔村，有民宿开张迎客。全村
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344 人不仅已
走下钢梯、住上楼房，而且源源不断
前来参观的游客还给村民带来了致
富新机会。

（据新华社）

这个春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里庄镇全阁村村民彭光
胜终于不用再划船过江走亲戚了。2020年10月，一座全长226米、宽
约5米的跨江大桥结束了村庄不通车的历史。

全阁村位于大凉山腹地，“镶嵌”在海拔1500米到2000米之间的
悬崖绝壁上，雅砻江从下面呼啸而过。

雅砻江峡谷气候温和，盛产地瓜、青椒、枇杷和魔芋，夏季山林里
还有鲜美的野生菌，人们祖祖辈辈养蚕，可是过去，满山的宝贝都被江
水挡住了销路。

村民出村，要沿着将近 70 度的羊肠小道走到江畔，再划船渡江。
江水凶猛，稍不留神，辛苦种的粮食、喂的猪就打了水漂。

1976 年，一条铁索桥飞跨峡谷两岸。但每逢夏季，洪水上涨，铁
索桥被淹没，没有人敢去划船，村子便成了“孤岛”。

“过去建房用的空心砖，江对岸一块卖 2 元钱，用船运过来，再用
人背马驮，运到最偏远的四组，要 11 块钱。”回忆起过去的苦，彭光胜
直摇头。

2012 年，冕宁县从并不宽裕的财政中挤出 200 万元资金，为全阁
村修路。消息传来，村里炸开了锅：“这么陡的山，路要咋个修出来
啊？”好奇的村民三天两头地站在山坡上看。

绝壁上的岩石无比坚硬，工人们只能先在石头上打孔，再装上炸
药，一点一点炸出路基。每个工人身上都系着一根安全绳，休息时只
能蹲在原地。起初岩壁上只能容下双脚站立，一米一米地炸，一寸一
寸地凿，最终拓出了3米宽的路基……就这样，从山脚到半山腰，总共
10.5公里的路，整整修了两年。

虽然有了路，却坑坑洼洼，仍是颠簸难行。2017 年，村里盼来了
硬化路面的资金。

施工方先用小船把水泥等材料运到江对岸，但几吨重的施工工程
车如何运过江？最后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先在雅砻江上架起溜
索，把工程车大卸三块，一块一块用溜索运到江对岸……时至今日，村
民忘不了工程车重新组装好后，在村里轰响启动的那一瞬，这可是机
动车“开天辟地”第一次进村。

一年后，一条平整的硬化路出现在悬崖峭壁间。竣工那天，村里
杀了一头猪，兴高采烈的村民载歌载舞。

“什么时候能有座真正的桥，能让汽车顺顺利利开进村里来呢？”
村民的新期盼很快“落地”——2019 年，跨江大桥动工了。2020 年 10
月，一座226米长、约5米宽的跨江大桥正式通车。如今，村民们在田
间地头，就能把地瓜、青椒、花椒卖给开车跨江而来的商贩了。

那条用了 40 多年的晃晃悠悠的铁索桥很少有人再走了，但村里
一直向县里申请保留它。“这是脱贫攻坚最好的见证和纪念。”全阁村
党支部书记胡晓华说。

通村路、通组路、入户路……今天的大凉山，变化天翻地覆。精准扶
贫让凉山州51万人告别绝对贫困，越来越多的老乡告别了溜索、吊桥，告
别了祖辈被贫困紧紧绑缚的命运，踏上坦途走向新生。 （据新华社）

雅砻江边全阁村：桥通了、车来了！

数字里的四川脱贫“密码”

这是1月13日拍摄的坐落于雅砻江畔悬崖绝壁上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里庄镇全阁村和通村路（无人机照片）。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村民洛登（左一）在家门口（2020年5月30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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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长出向上脱贫力量——我国推进产业扶贫成效综述
进入藏历新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脱贫户央宗迎来了
难得的闲暇时光，和家人围着火炉畅聊生活的
变化。

“2018 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别说
吃了。2019 年第一次吃到了自己种的车厘
子，那个滋味真香甜！”对于22岁的央宗来说，
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车厘子曾是
新鲜物。如今，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不仅能
吃到好水果，她还学会了种植技术，每天约有
120元务工收入。

产业找得准，增收步子稳。地处“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香格里拉市，过去种植的
农作物品类有限，亩产效益较低。实施精准扶
贫以来，当地挖掘气候资源优势，引进农业企
业，着力带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高原车厘子品质好，因为土壤疏松、光照
充足、病虫害少，空气和水源好。”贵澳香格里
拉园区总经理沈宇豪说，2018 年公司从村民
手中流转 1428 亩土地建园区，政府整合产业
发展资金，委托企业购置苗木进行产业化种
植。目前，7万余株车厘子树茁壮生长。基地
还吸纳 40 多名村民长期务工，农忙时务工群
众过百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
来，我国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包括“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许多贫困乡村实现
了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现出凉
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
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全国每个贫困县
都形成了2到3个扶贫主导产业。

“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
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刘焕鑫表示，依托订单生产、土地流转、

生产托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
式，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
立了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
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培养各类产业致富
带头人90多万人。

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澜沧县，曾是“直
过民族”拉祜族群众聚居的贫困县。2015 年
中国工程院确定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
贫点后，院士专家团队经常下田与群众交流，
发现当地适宜冬季土豆种植。中国工程院院
士朱有勇团队引进新品种、改进种植方式，带
动当地群众种出了优质土豆。

去年因疫情影响，传统销售渠道受阻。朱
有勇尝试“院士带货”模式，走上“云端”，在电
商平台直播卖土豆。1 个小时的直播吸引了
54 万人次的网民观看，当天挖出的 25 吨土豆
销售一空。

“贫困地区必须形成生产、销售的产业闭
环。”朱有勇说，下田做直播，是向农户直接普
及推广电商运营经验的好办法。

农产品产出来是基础，卖得好才有效益。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贫困地区，加大农产
品营销推介和帮扶力度，推动批发市场、大型
超市、电商平台与贫困地区精准对接，完善线
上线下销售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进
城，卖上好价钱。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完善
产业帮扶政策举措，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由
快速覆盖向长期培育转变，由重点支持贫困
村、贫困户向脱贫地区全域覆盖、全体受益转
变，由主要支持种养环节向全产业链条拓展转
变，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

“春节前卖出去18只羊，兜里就多了4万多元，圈里还有40多只羊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64 岁
的脱贫户唐显改仔细算了一笔去年的收入账。

一年收入比一年高，在这个春节里，唐显改心里愈发踏实了。他
说，春节过后，他要新建两个羊圈，再把养殖规模扩大到100只，争取成
为村里的养羊大户。

麻溪口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这里群山环绕，满山都是靠打雷
下雨才能有收成的“雷公田”，全村仅有沿着沅江一条细窄的“平原
带”。耕种不易，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成了村里的

“主力军”。
改变始于精准扶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州十八洞

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新阶段。
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理念，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麻溪口村。迷迭

香、杜仲等中药材被种植在曾经的荒坡上，这里产出的优质大米成了市
场抢手货，伴随着一个个精准实施的扶贫项目，麻溪口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

长期困于大山之中的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梳子山村，一代代人围
着大山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种植茶树，将土地平整完施了肥，却被专
家告知土壤不适宜种茶；看着越来越拥挤的猪圈，满心等着一个丰收
年，却遇到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流行疾病……

眼看着脱贫的希望一次次破灭，扶贫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认真
思考，梳子山村的脱贫之路在何方？扶贫干部带着村民穿梭在梳子山
里，一起查看地形，请专家帮助评估适宜发展的产业。

扶贫干部顺着“之”字形的弯道上山下山，带着梳子山村民在专家
指导下，把荒坡改造为茶园、桑园和油茶林，将生猪送到腊肉熏制扶贫
车间，再走向全国市场。云雾缭绕的梳子山不再锁着希望，村民的腰包
就这样一天天鼓起来。

有了清晰的方向，在脱贫道路上就不会迷茫。湘西州永顺县石堤
镇团结村同样地处大山之中，重病或残疾而缺乏劳动能力成为这个村
脱贫最大的难题，“端不起的药罐子”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

针对全村不同的贫困成因，扶贫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因户施策”，为
不同类型的贫困家庭细化脱贫方案。

村民李明友因小时候被蛇咬伤而失去一条胳膊，扶贫工作队帮他
买来鸡苗和鸭苗，去年仅这两项的纯收入就超过1.5万元；一个黄牛养
殖场在村里办起来，不仅可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分红，村民种一亩地牧
草的年收入就超过5000元。

这种一切从精准扶贫出发的脱贫故事在武陵山区屡见不鲜。截至
2020 年底，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州现行标准下所有剩余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4748户656083人全部实现稳定
脱贫。

摆脱了贫困，更要种下乡村振兴的“希望种子”。武陵山区的村落
里，一片片茶园正在等待春天的收获，一个个扶贫车间里的高附加值产
品持续走向全国各地，一张张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生
活的现实……

（据新华社）

一切从精准出发
——来自武陵山区的脱贫答卷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石堤镇团结村，村民李明
友（左）和扶贫干部一起贴福字（2月6日摄）。

清晨，几声鸡鸣打破苗寨的寂静，阳光穿
过云层，洒在窗前。家中，苗寨村民梁秀前准
备了自家酿制的米酒、做的腊肉，这些食物要
与亲朋好友分享。按照当地苗族群众的习俗，
农历大年初二开始，要去各家各户串门拜年。

梁秀前家住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杆洞乡乌英苗寨。临近中午，苗寨渐渐变得热
闹起来，许多村民都换上了节日的盛装，互相
串门，打油茶、唱山歌，献上新年的祝福。

曾经，乌英苗寨因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
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藏在深山人未识”。梁
秀前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乌英苗寨刚通砂
石路时，他开回寨子第一辆摩托车，那时，大山
里的许多乡亲还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这几年，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进入
苗寨的路已从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变成平整的
硬化路，进出苗寨的车子越来越多，寨子里一
些人家也买了车，梁秀前的交通工具也经历了
6 次“进化”，换成了如今的小汽车。前几年，
梁秀前带领苗寨贫困户们养殖家禽、种植百香
果、红薯等，成了乌英苗寨的致富带头人。口
袋鼓了，乡亲们思想活络起来，一些村民建起
了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梁秀前也开着自己的
小汽车奔驰在城市、乡间，大家都为美好生活
而努力奋斗。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
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
仡佬族12个世居民族和44个其他民族。长期
以来，广西将各民族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中，各民族共同进步。

春节期间，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
唐朝村的侗族阿姐阳先群盘起头发，戴上银
饰，穿上侗族传统服饰。家中，各色糖饼、肉菜
摆满桌子。阳先群家里有4个孩子，丈夫身体
不好。曾经，这个大家庭的日子只能靠丈夫打
零工和采摘茶叶支撑，日子一度窘迫。2019
年 8 月，唐朝村建起“侗娘手工坊”，引导一批

留守妇女抱团发展手工刺绣，招揽和承接刺绣
订单。阳先群做梦都没想到，侗族女子世世代
代都会的手艺，能为生活带来巨大改善，有时
阳先群仅靠刺绣一个月就收入好几千元。如
今，唐朝村大多数留守妇女都参与到刺绣产品
制作中。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
自治县，曾经饮水难、出行难困扰着当地群众，
贫困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四把镇棉花村村
民吴增荣说，这些年，在政府的大力帮扶下，大
家喝上了自来水，住上了小洋楼，孩子不用爬
山路上学了。去年，仫佬族实现了整族脱贫，
罗城也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位于黔桂交界的河池市、百色市是广西重
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地一些县创建“高铁无
轨站”模式，开通班次公交化、运输直达化和时
刻精准化的专线大巴，与就近高铁站无缝相连，
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昔日封闭的少数民
族聚居区，已成为广西开放发展的靓丽名片。

2020 年 11 月 20 日，随着广西最后 8 个深
度贫困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广西 54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个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
多的省级行政区告别绝对贫困。

从前受经济条件、地域环境等因素影响，
乌英苗寨 40 岁以上的妇女几乎没有上过学，
也不会讲普通话，无法与外界沟通。2020年3
月，乌英苗寨开办了普通话培训班，聘请返乡
的大学生和志愿者，利用晚间空闲时间，为部
分留守妇女提供普通话培训，梁秀前的母亲梁
英迷也主动报名参加培训。

今年，梁秀前有了新想法，他打算从贵州
引进一些养殖项目，扩充自己的产业。母亲梁
英迷也变得爱说话了，每当有客人到苗寨，她
都主动邀请客人到家里做客，打油茶、唱山
歌。如今，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欢迎来
到乌英，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很幸
福。” （据新华社）

春到壮乡万花开
——广西整体脱贫后各族群众迎来首个农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