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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付忠于

今年5月9日，河南省政府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汝南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虽已脱贫摘帽，

但不意味着脱贫攻坚工作已经结

束了。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汝南县委书记彭宾昌说，实

现摘帽绝不是终点，而是新时代

的新起点，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汝南县“四大班子”重要领

导和县委副书记分任全县5个片区

指挥长包片管理，11 个脱贫攻坚

专项工作组专班推进，县委常委

分包 12 个深度贫困村重点突破。

开展县委书记遍访贫困村，乡镇

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遍访贫

困户活动，县领导以上率下带头

履责，县委书记、县长统筹指

挥，乡、村干部主动担责，强化

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乡镇其他班

子成员全部担任村脱贫攻坚责任

组组长。县、乡、村三级层层签

订脱贫攻坚目标责任书，下达脱

贫攻坚责任清单，严格考核，保

证责任落实。

今年以来，汝南县累计发放

各类教育资助金1044.8万元，资助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10580 人

次；稳步推进医疗保障政策落

实，为贫困人口全额代缴城乡居

民医疗及大病补充保险，逐户落

实“1+3”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履约

服务，累计上门为 6673 名贫困人

口鉴定办理慢性病治疗证，为贫

困户基本医疗补偿 4401 万元，大

病保险报销445.9万元，大病补充

保险报销198.8万元，县内兜底政

策报销 3762 万元。汝南建立健全

金融扶贫四大体系，全县贫困户

评级授信17744户，共发放扶贫小

额信贷 15115 万元，惠及 4508 户。

持 续 推 行 “2 + N” 产 业 扶 贫 模

式，大力发展林果、花木、蔬

菜、生猪、水产、农机六大特色

产业，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 2～3

个产业项目，每个贫困家庭都有

2～3 项增收项目，落实贫困户自

主创业发展种植养殖直接奖补资

金312.5万元。

汝南评选了脱贫模范户 226

户，推行“奖惩结合挣积分，积

分换实物”的爱心超市运行模

式，引导群众树立自主脱贫、劳

动致富新风尚。开展就业扶贫春

风行动，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

2066 人次，发放培训补贴和生活

费补贴 203.15 万元。推进脱贫村

“ 回 头 看 ” 和 非 贫 困 村 “ 补 短

板”，投入资金 1.1 亿元，新建农

村道路 130 公里；投入资金 123.9

万元，完成2个脱贫村电网改造工

程；投资132万元实施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贫困户家庭安全饮

水覆盖率达到100%。

县领导昼访夜谈、周五集中

扶贫日和“五天四夜”驻村帮扶

制度是汝南脱贫攻坚工作的一大

亮点。汝南县成立了267个村级脱

贫攻坚责任组，选派了267名驻村

第一书记、204 名驻村工作队员，

实现贫困村和非贫困村驻村第一

书记全覆盖；102个贫困村全部配

齐了3人长期驻村工作队。抓好村

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志愿

者4支队伍，加大扶贫干部和致富

带头人培训力度，促进乡村本土

人才回流，打造永不走的工作

队。推动社会消费扶贫，探索推

广“五位一体三结合”电商精准

扶贫模式。

汝南坚持把精准识别贯穿脱

贫攻坚全过程，上半年新识别贫

困人口3户、14人。加大资金整合

力度，全县 2019 年预计统筹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2.923亿元。严抓项

目实施进度，截至到7月底，项目

完工率为74%。严格资金管理，扎

实推行“三级公开”制度，加大

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力度，严格

资金拨付程序，确保了扶贫资金

运行安全规范。启动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

动，把扶贫作为村居巡察的重

点，持续开展扶贫路上以案促改

专项行动，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的行为。

汝南县县长刘军民表示，下

一步，汝南要继续在高质量完成

减贫任务、发展扶贫产业、提高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巩固脱贫成

果、统筹非贫困村等方面狠下功

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

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通讯员 陈雪茹 记者 查燕荣

本报讯 日前，新疆且末县琼库勒

乡墩买里村群众喀斯木·萨迪克，主动

要求退出低保。他说，现在自己家条件

好些了，相信通过一家人的共同努力日

子会越过越好。

喀斯木·萨迪克家和妻子都有疾

病，医药花费大，以至因病致贫。村

干部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通过召开

村民民主评议大会，把他家确定为低

保户。这几年在县、乡、村各级领导

及 包 联 干 部 、 结 亲 干 部 的 共 同 帮 扶

下，喀斯木·萨迪克家的日子渐渐有

了起色。

喀斯木·萨迪克满怀说：“2014年我

家盖抗震安居房，党和政府给我们补贴

2.85万元，乡里还给发了3头扶贫牛，4

只扶贫羊，每年古尔邦节和春节，党和

政府还给我们免费发4公斤羊肉，冬天还

给发1吨取暖煤。我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致富。”

今年，喀斯木·萨迪克的大儿子在

亲戚的介绍下到铁路上当了保安。且

末县交通运输管理局驻墩买里村工作

队也给喀斯木本人在乡里申请了打扫

卫 生 的 特 设 岗 。 日 子 刚 过 得 稍 好 一

点，喀斯木·萨迪克一家人就主动找

到村干部，递交了退出低保的申请。

提起喀斯木·萨迪克主动退保的

事，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亚森·

如则不禁翘起了大拇指。他说，喀斯木·萨迪克家日子刚有好

转，他能有这样的觉悟，真是难能可贵。

今年 5 月初，且末县民政局对全县城乡低保户家庭收入情

况进行了全面复核，各乡镇、村 （社区） 等干部通过周一升国

旗开展国旗下的宣讲、农牧民夜校学习、召开家庭会议、包联

干部、结亲干部入户走访开展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和

结亲周等时机，广泛深入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

扶贫帮困相关政策等，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

识，也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通讯员 黄艳琼 石生府
记者 朱柳蓉

清脆的铃声回响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田林县的绿水青山间，一队马

帮缓缓走来，随着赶马人粗犷的吆

喝声，马匹驮着数百斤货物沿着崎

岖的山路前行。在田林县浪平镇，

近500户赶马的村民，走出了自己

的脱贫攻坚之路，他们依靠行走在

山路上的马队，挣来了一张张沾满

汗水的钞票，盖起了一栋栋崭新的

楼房，创出了一家人幸福的明天。

今年 58 岁的明方令，是田林

县浪平镇弄坝村人，他从 25 岁开

始就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赶马，早

已习惯了赶马的辛苦，在家里“一

闲下来”就觉得不自在。最近几

年，明方令很少有去外地运电网建

材的机会，他和妻子两人赶着7匹

马，在附近乡镇跑木材运输。他介

绍：“我们每天凌晨 4 点钟起床，

把马喂好，检查马鞍、马蹄，早上

6点钟开始做工，中午12点钟才吃

饭休息，躲过中午火辣的太阳后，

下午2点又开始工作，干完活回到

露营地后还要去找草里料，马儿吃

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马帮的露营点十分简陋，简易

的篷布用来挡风雨，蚊帐用来抵御

山里的蚊子、毒虫，赶马人晚上就

在此休息。“由于工作地点远离村

镇，没办法当天运完物资，我们平

时吃住都在山里。”明方令拿出从

家里带来的锅碗瓢盆，切一块熏好

的腊肉，放下锅翻炒，吃一顿简单

的晚餐。

“山间铃响马帮来”，随着交通

的发展，旧时的茶马古道，早已隐

去昔日繁华，大多沦为荒芜的山

道，罕有人至。一般也只有在偏远

山区路还没有修到的地方，才能偶

见那一群群在马背上讨营生的人。

“以前我们马匹没有如今走得

远，一般只是帮镇里的农户运送玉

米赚取运费，后来外出运电网的建

材，才发现需求很大，于是越走越

远。”和煦温暖的阳光照在赶马人

吴胜高的脸上，他的皮肤黝黑发

亮，这种肤色是马帮人常年在外赶

马形成的标准肤色。

十几年前，一次偶然的赶马机

会让吴胜高发现了比运玉米更赚钱

的工作，“当时有一个建电网铁塔

的工程，我赶了三匹马去帮运建

材 ， 没 想 到 当 年 就 赚 到 了 8 万

元。”赶马虽然辛苦，但效益明

显，后来，吴胜高买了 10 多头骡

马去跑运输。吴胜高家的两层小洋

楼位于浪平镇弄坝村的一处半山

腰，就是靠赶马才有钱修建起来

的。

2000 年前后，国家“西电东

送”工程的启动，要在大山里架设

超高压输电线路，因为山高林密坡

陡，交通不便，车辆上不去，单靠

人力没办法搬运物料，需要大量马

匹将建设输电铁塔的各种材料运到

一座座山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素有赶马传

统的浪平人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

会，当即与施工单位商谈，并签订

了运输协议。于是，在崇山峻岭

中，输电线架到哪里，浪平马帮的

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国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浪平镇浪平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权，

2008年辞掉村干部职务，借款5万

多元买了6匹骡马，在没有公路的

地方，往山上驮运砂石、水泥等建

铁塔的物资。3年下来，不但为孩

子们挣回了学费，还清了借款，还

赚了 60 万元钱，回家买地建房建

铺面，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011 年，浪平村“两委”换

届，陈明权又被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陈明权说：“家里养了六七匹

马的农户，到外面干1年，挣一二

十万元不成问题。”

浪平镇党委书记蒋正波说，浪

平镇下辖20个村，有18个是贫困

村，是田林县贫困程度较深、贫困

覆盖面最大、脱贫困难最大的区

域。今年年初镇里进行了统计，全

镇有490户在外赶马，马有3500匹

左右，马帮年收入有 5000 多万

元。在这490户里面有187户是贫

困户，他们跟着亲戚和村干部等致

富带头人靠着外出赶马，收入稳步

增加。

记者 林春宏

本报讯 8 月 19 日，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科协及打安镇政

府，联合白沙电商办、中国移动

海南公司白沙分公司，在打安镇

福妥村举行绿金香米销售款发放

仪式，当天共有43户村民领取了

销售款，其中包括19户贫困户。

销售资金发放仪式上，白沙

电商办与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白沙

分公司现场签订了绿金香米认购

协议。根据协议，白沙电商将绿

金香米作为爱心消费扶贫产品进

行线上销售，中国移动公司则予

以批量认购，第一次认购总额

13.6万元。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白

沙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只要

香米品质好，我们会继续通过白

沙电商进行认购，助力白沙脱贫

攻坚，为消费扶贫献爱心。”

村民曾造促领取了 5310 元

销售款。他说：“我家 5 亩水田

全部用来种香米，没想到今天

能领到这么多钱，下半年我还

要继续种香米，有了电商的帮

助，不用愁销路，我就敢放心

大胆地种。”

今年年初，白沙县科协帮福

妥村引进绿金香米种植，并在村

民种植过程中全程提供技术指

导。白沙县科协主要负责人表

示，县科协将继续引进更优质的

水稻新品种给村民种植，帮助村

民尤其是困难群众实现稳定增

收，助力白沙脱贫攻坚。

海南白沙打安镇福妥村受益消费扶贫

通讯员 金萍萍
记者 吴昊

本报讯 安徽省肥西高店乡

一直以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服务脱贫攻坚。

高店乡党员干部分析影响脱

贫的原因，给贫困户以实际性的

指导，帮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

让脱贫攻坚一线党旗飘起来、党

组织牌子挂起来、党员站出来。

通过摸底排查根据贫困劳

动力的需求，高店乡每年根据

需 要 开 展 企 业 招 聘 、 职 业 介

绍、职业培训、政策咨询、政

策 扶 持 等 活 动 ， 联 系 多 家 企

业，提供多种岗位，为贫困劳

动力提供就业扶贫服务，发挥

党员干部和党员致富带头人的

作用，带头创业就业，深入探

索符合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有效

途径，努力帮助贫困户找准致

富 门 路 、 持 续 增 加 收 入 。 此

外，协调残联、妇联、共青团

等部门为有志创业的残疾人、

贫困妇女、贫困青年提供创业

项目资金，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党员干部们根据贫困户自

身条件，实行分类指导、因户

施 策 ， 做 到 扶 贫 工 作 对 象 精

准、措施办法精准。通过党员

示范户、远程电教等宣传政策

法规、邀请专业老师授课，传

授技术知识，切实提高贫困户

的实用技术技能，引导贫困户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激发贫困

户自身生产动力。

在健康日、扶贫日、雷锋

日等，为扶贫户送温暖，组织

在各村居进行健康扶贫政策宣

讲和医疗卫生常识讲解，结合

各村实际，制定日程表，逐村

开展健康体检活动。此外，由

党员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会根据

扶贫户的自身需求，开展相应

的入户服务活动，将不能现场

解决的问题记录在册，回去进

行商议解决，切实改善贫困家

庭的生产生活环境。

通讯员 蔡媛媛

本报讯 今年以来，云南省

昆明市安宁市县街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工作，

帮助辖区内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县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

度重视民生保障工作，定期研究

工作，重点围绕解决辖区内低保

户及因病致贫的困难户、优抚对

象、困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因

病、因灾造成的实际困难，认真

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各项保

障机制，为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提

供组织保障。街道积极与上级业

务部门对接协调，筹措资金，截

至7月底，共计协调资金 37.6 万

余元。其中，市民政局 30 万余

元；市慈善会 4.5 万余元；市残

联 2.2 万余元；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7700元。

街道积极协调资金，及时救

助，截至7 月底，共计救助各类

困难群众 78 人次，发放救助金

37.6万余元。其中，低保户医疗

救助 11 人次，救助金 8.7 万余

元；因病致贫的困难户临时救助

50 人次，救助金 2.5 万余元；优

抚对象医疗救助4 人次，救助金

7700元；困难残疾人临时救助13

人次，救助金 2.2 万余元。让每

一位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助，共

享发展成果。

河南省汝南县全力巩固脱贫成果——

重整行装再出发
新
疆
且
末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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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动
退
出
低
保

马蹄踏出幸福路
——广西田林浪平镇依靠马队脱贫记事

昆明安宁县街街道帮扶困难群众

安徽肥西高店乡党员服务脱贫攻坚

桑蚕产业是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产

业扶贫的主导产业，全县有

3938户贫困户种桑养蚕。这

是当地丝绸工厂生产车间一

角。

瞿宏伦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