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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娜 朱瑞
记者 张伟伟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丁嘴镇

登山村的千亩金针菜地里，近百

名村民连日来忙着采摘金针菜。

当地群众习惯将金针菜叫“金

菜”，望着一筐筐装车的金针菜，

村委会主任陈双喜自豪地说：“多

亏了这些‘金菜’，让我们成功摘

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登 山 村 栽 植 金 针 菜 历 史 悠

久，虽品质出众，但因农户分散

种植、销售渠道不畅等众多原

因，曾经大部分农户选择放弃种

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实

现脱贫的有效路径。”宿迁市委驻

宿豫帮扶工作队队员、登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卓淼介绍，为了强村

富民，登山村在结队共建的区住

建局及乡镇帮扶下，通过实施产

业帮扶、公司运作、村民入股、

年终分红的模式使金针菜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低收入农户纷纷主

动参与。目前，该村种植金针菜

达 1500 亩，亩产值可达 4000 元。

同时，带动本村 30 多名低收入户

就业，每人每天收入近百元。今

年村集体收入预计将超过30万元。

“不仅仅是丁嘴镇登山村的金

针菜，像曹集乡冒店村的金银

花、新庄镇前进村的玫瑰花等都

是群众的‘致富花’。做扶贫工作

最重要的是找准症结，找对模

式，精准发力拔穷根。”宿豫区委

副书记、宿迁市委驻宿豫帮扶工

作队队长张青表示，自去年新一

届帮扶工作队成立以来，大家系

统思考、主动作为，整合后方单

位资源和社会力量，从产业扶

贫、电商扶贫、就业扶贫、消费

扶贫等多角度开展帮扶工作，探

索实施了后方帮扶单位和帮扶村

支部共建、体育扶贫、流量扶贫

等项目，已初步实现村集体收入

和贫困户收入双增收。

在宿迁万达广场 3 楼，“流量

扶贫”产品专区展示着金针菜、

瓜蒌子、酱豆等 50 余种宿豫土特

产品。帮扶工作队员、第一书记

张煊介绍，帮扶工作队依托当地

电商产业优势，创新提出“流量

扶贫”，利用自媒体在线直播等形

式帮助经济薄弱村销售蔬果、花

卉、观赏鱼等产品。目前，流量

扶贫村村行、流量扶贫社区行、

流量扶贫卖场行等活动开展了近

20 场，网络浏览量达千万余次，

较好地对经济薄弱村和低收入农

户的农产品进行宣传推介，各平

台累计销售农产品、扶贫产品达

1200万元。

同样，帮助所在村居发展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定做和

农副产品加工的“三来一加”项

目，让更多低收入户家庭人员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脱贫。

65 岁的耿新美在宿豫区新庄

镇前进村的金鸿无纺布袋有限公

司工作，每月工资 1200 块钱左

右。在这里，像她这样的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的农民有 60 多人。帮

扶工作队队员、前进村驻村第一

书记韩修存说，去年，他协调后

方单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帮助

公司扩大了厂房，目前该公司年

销售额达2000万元，带动了30位

低收入农户就业。

张青表示，在未来的扶贫工

作中，帮扶工作队将继续增强使

命感，压实责任、聚焦重点、整

合资源、精准施策，完成“五

个一批”的目标，即建成一批

帮 扶 项 目 ， 兴 办 一 批 惠 民 实

事，制定实施一批精准扶贫标

准，帮助一批经济薄弱村和低

收入户脱贫，树立一批帮扶队

员和脱贫致富户典型。希望通

过这样一系列举措彻底帮助贫

困户拔掉穷根。

通讯员 韩彩虹
记者 林春宏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为了更好地搭建就业

平台，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实现企业发展与

贫困户脱贫“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目标，

促进项目实施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通过打造

扶贫车间，实现了就业脱贫不出村、产业扶贫

不出镇的方式，对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提质增

效的作用。

在铺前镇的扶贫车间里，技术员正在给贫

困户们讲解椰壳加工技能，贫困户培训满一个

月后可正式上岗。目前，已有19名贫困户参

加岗前劳动技能培训。贫困户陈彩金说：“正

式上岗后每月有 1800 元的基本工资和提成，

我相信努力工作一定会脱贫致富。”

为引导贫困户就业，铺前镇引进海南设绘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铺龙村委会良坑山村建设

扶贫车间，于2019年6月建成投产。车间建筑

面积 1000 平方米，主要进行椰子原料采购、

椰壳类粗加工、成品安装等工作。

贫困户除了可以到扶贫车间就业外，还可

通过将产业帮扶资金入股海南设绘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享受年度分红。通过产业联结的方式，

提高脱贫质量，做到产业扶贫不出镇。截至目

前，铺前镇共有126户签订了入股协议。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日前对铺前镇的扶贫

车间进行了调研，要求当地干部要认真落实好

各项帮扶政策，真心诚意地为困难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要进一步扩大椰雕等特色产业发

展规模，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助力脱贫攻

坚。下一步，铺前镇将进一步扩大扶贫车间生

产规模，并与海南设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

南省技师学院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

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帮助更多贫困户稳定

就业、增加收入，高质量实现脱贫目标。

通讯员 熊荣军
记者 李彦东

在脱贫攻坚路上，陕西省安

康市平利县有这样一群追梦人，

面对磨难自力更生，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书写追梦历程。现在，让

我们一起探寻这位历经磨难的农

村大嫂汪仁霞自强不息的奋斗历

程，一起分享她从一个人的追梦

从而带动了一群人奋斗。

典型引路追梦人，带动
一群人奋斗

7 月 14 日，记者前往平利县

大贵镇淑河村寻访脱贫典型。淑

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汪涛介绍，

汪仁霞因虽然被确定为贫困户，

但她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成为

了淑河村率先脱贫致富典型。汪

仁霞的脱贫故事对村民的震动很

大，有效地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

热情。今年全村66户贫困户、145

人正跟随汪仁霞勤劳致富的步

伐，向着美好幸福生活奋斗。

淑河村通过表彰身边典型，

评选出一批脱贫致富好村民、十

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在贫困

户身边树起学习榜样。利用道德

评议把脱贫“大主题”转化为身

边励志“小故事”，采取“身边人

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

形式，在淑河村形成“要我脱

贫”变为“我要脱贫”的大转变。

平利县以“厚德陕西·弘德

安康·德润平利”为指引，智志

双扶模式实现示范镇村全覆盖。

截至目前，平利县先后产生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47人，脱贫攻坚

自强标兵215人。

如今，平利县从县到镇到村

处处都有身边典型，处处都在书

写着从一个人追梦到引领一群人

奋斗的脱贫故事。

自强不息追梦人，勤劳
脱贫成典型

2018年11月20日，淑河村召

开贫困户退出表彰大会。会上，

汪仁霞披戴红花成为淑河村自强

不息、奋斗脱贫的典型。她靠自

己双手奋斗，终于甩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

汪仁霞曾经养过猪，现在脱

贫政策好，她决定继续养猪。起

初由于技术不到位，猪幼崽死了

一半以上，损失了几万元。大贵

镇对此专门给予3000元补偿，安

排汪仁霞到县畜牧中心参加养殖

专业技术专题培训。镇上畜牧站

站长肖在兵给汪仁霞提供技术指

导，当猪出现相关病状，随时随

地可通过电话咨询，让汪仁霞养

猪越来越顺。

淑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钱昌维

介绍，汪仁霞是勤劳的典型、是

自强的典型，是具有中华传统美

德的典型。驻村工作队对制定精

准措施，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

业，引导汪仁霞参加技能培训，

确保她有一份致富家业，并在大

贵镇集中安置区按标准解决安全

住房一套。

汪仁霞说：“政策这么好，自

己再不努力也说不过去。现在不

仅帮助我们兴产业、盖新房，还

给儿子发放 2500 元的上学补助；

去年我公公方永宽住院花费近 3

万元，基本全部报销。如今，我

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离不弃追梦人，用爱
撑起一个家

汪仁霞与丈夫方兴仁于 2001

年结婚，次年生下儿子隆祥，这

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那时日

子虽然清贫，但却生活美满。

但自从丈夫患病后，他唯一

喜好就是睡觉和喝酒，喝醉了就

打人闹事。

2019年7月3日，方兴仁再次

发病。幸而汪仁霞因为脱贫手里

稍稍有钱了，就及时把丈夫送进

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面对生活的坎坷，汪仁霞最

终选择了坚强，扛起养育儿子、

照料公婆的重担，用爱撑起了一

个家。

汪仁霞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

丈夫能够康复，与自己共同种

地，共同养猪，共同致富。

通讯员 赵增明
记者 王天武

本报讯 在精准脱贫行动中，

吉林省抚松县沿江乡扶贫工作总体

思路为“产业扶贫为核心，带动就

业重扶志”。以实施产业扶贫为抓

手，以贫苦户增收为目标，科学统

筹好产业扶贫各项政策措施，扎实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近年来，抚松县沿江乡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深挖本地资源优

势，精心谋划系列产业扶贫项目，

先后争取资金实施了127.8万元的

地瓜种植与加工项目；194.5 万元

的宝石花煎饼厂异地扩建项目；93

万元的后房场生物颗粒加工项目。

其中，2017 年地瓜干加工项目带

动 46 户贫困户种植地瓜，贫困户

户均增收2000元；2018年与25户

贫困户签订了地瓜种植回收合同，

贫困户户均增收 3000 元；宝石花

煎饼加工项目带动村民种植白头霜

玉米1000余亩，年生产煎饼50万

斤，可解决就业 18 人。扶贫产业

项目的实施，拉长了产业链条，增

加了产品附加值，促进了农民增

收，可实现全乡贫困户稳定脱贫。

吉林省抚松县沿江乡发展特色产业扶贫

通讯员 韦明崧
记者 陈自林 朱柳蓉

文钱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巴马瑶族自治县57个贫困村之

一，全村 90%以上的面积是山

坡，成为了脱贫攻坚的重点和

难点。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养

殖黑山羊、香猪等。独特得地

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

养殖业独树一帜，也让不少游

客以吃到东山羊肉为耀。

文钱村辖 17 个自然屯、14

个生产队，总有 298 户、1199

人。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85

户、646 人，截至 2018 年，已

脱贫117户。

村支书蓝海金说，文钱村

具有提升养殖黑山羊的自身区

位和自然环境空间。村里养殖

黑山羊的贫困户、计生家庭户

不少，为了更好地发展养殖产

业，2017 年，该县计生协会争

取资金8万元投入文钱村，为8

户计生困难家庭免费领取了种

羊，进一步激发贫困户勤劳致

富的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户自

身“造血”功能。

目前，该村发展黑山羊养

殖户 30 余户，获得“诚信计

生”政策扶持 8 户，预计每年

每户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全

村2019年可脱贫摘帽核验。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东山乡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加

强养殖培训、打造品牌优势等

工作措施，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东山乡党委书记罗明志

说，通过党建引领，因地制

宜，一定要把石山坡地方变为

群众可用可享、共建共赢的金

山银山。

通讯员 李蓉
记者 查燕荣

本报讯 目前，新疆军区总医

院对口帮扶洛浦县人民医院座谈会

召开。会上，双方结合历年来对口

援助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就设

施设备、人才培养、学科能力建

设、组团式帮扶等帮扶工作进行深

入沟通。

双方达成共识，现场签订了

2019-2020年帮扶工作协议，继续

深化在人才培养、设备配备等方面

的精准医疗扶贫协作，进一步推动

洛浦县医疗卫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会后，新疆军区总医院医疗队

一行8人在洛浦县人民医院院长张

卫国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洛浦县

人民医院骨科、心血管内科、急救

中心等科室，对科室建设、管理模

式、技术设备引进运用等进行了现

场交流和指导。

与此同时，随行的新疆军区总

医院骨科、眼科、心内科、急诊

科、软伤科5名专家当即在相应的

科室上岗，开启为期3个月的驻点

帮扶工作。此后，新疆军区总医院

将以3个月为期，轮流选派相应科

室专家来洛驻点开展传帮带，在坐

诊的同时，为洛浦人民医院培养专

业技术骨干。

后期，新疆军区总医院还将为

洛浦县人民医院捐赠价值 50 万元

的眼科医疗设备，以推动该院在眼

科疾病诊疗的技术发展。

洛浦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成文杰

说，军区总医院给予无私的支援，

对医院专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

作用，也激励着医院一如既往地履

行好职责，不断提升医疗能力和水

平，尽心尽力为洛浦群众的健康保

驾护航。

新疆军区总医院对口帮扶洛浦医疗发展

找准症结定模式 精准发力拔穷根
——江苏宿迁市委驻宿豫区帮扶工作队助贫困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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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的追梦人
——记陕西平利县淑河村脱贫致富典型汪仁霞

文钱村养出致富羊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弄向

村通过采取公司+农户的订单

生产销售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冬瓜种植，带动贫困户实现增

收。图为弄向村村民采摘冬瓜

等待商贩来收购。

吴德军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