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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一派生机，绿树浓

荫掩映干净人家，鲜花锦簇环抱

美丽庭院，文化广场成了村民们

的“快乐大本营”……吉林省扶

余市把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经

济快速发展和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和实施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扶贫举

措，让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

寄”。

今年年初，扶余市成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各

乡 镇 、 村 分 别 成 立 志 愿 服 务

队，时常走村入户，采取上门

拜访、公益帮扶等方式，用爱

心帮扶温暖贫困户，同时深入

到田间地头、街口村头和群众

炕头，传政策、传技能、传文

化，点对点、面对面指导群众

推进移风易俗。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的指导下，精神文明志愿服

务队成员把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学校礼堂和婚礼宴席等场所

变成了道德讲堂，听讲的农民少

时几百人，多时超千人；青年志

愿服务队坚持“周行一善”，并

筹划开展“以消费促扶贫”网络

义卖活动，帮助贫困户出售手工

艺品、庭院经济农产品等，开启

扶余扶贫新模式。

经过志愿者的精心打造，扶

余市有 140 多个村屯变成了花园

村、文明村、生态村。志愿者们

还常年义务出工、出车清扫街

路，清理垃圾、积雪和排水沟，

义务修补村路和乡路。近年来，

志愿者们共栽植松树 16835 棵，

安 装 路 灯 2899 盏 ， 硬 化 村 路

12600 延长米，帮扶 13 所学校、

267 名困难学生重返校园，发放

农用车安全反光贴 45632 张，开

展法律讲座上百次，累计捐款捐

物百万元以上用于慰问贫困户和

孤寡老人。

“想都不敢想，怎么能富”？

扶余市通过创新开展理论宣讲、

科学普及、道德传承等文明实践

活动，强化文化惠民支撑，多措

并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激发和

凝聚起了全市干部群众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强大精神动力。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存在“等

靠要”思想问题，通过召开由包

村干部主持，市和乡两级干部、

驻村帮扶工作队参加的村民知情

大会，让群众及时了解全村的发

展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参与村

上的发展事务，从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坚持村级

事务公开透明，增强了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信心。由脱贫示范户

现身说法，为贫困户“传经送

宝”，通过面对面交流，帮助贫

困户转变观念、提升自身发展能

力、找对脱贫门路。

扶 余 市 积 极 开 展 脱 贫 攻 坚

“ 暖 心 行 动 ”， 提 出 “ 三 级 书

记”、民营企业、志愿服务、市

直部门、帮扶工作队分别为贫困

群众做一件“暖心”事。旨在通

过变“送钱、送物”为“送经

验 、 送 技 术 ”， 不 仅 要 富 “ 口

袋”还要富了“脑袋”。因需施

策开展农民适用技术培训、劳务

培训及技能鉴定，努力提高贫困

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先后共培训

群众 500 多人次，人均年收入增

加 1000 元以上，安置就业 3201

人。

“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大伙的口袋里也都有了

钱，人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

真是赶上了新时代，过上了好生

活。”双胜村党支部书记马洪喜

的一番话，正是对扶余市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工作成果的深刻总结。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吉林省扶余市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记者 陈自林 通讯员 周章师 陈海玲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以打造现代特

色农业 （核心） 示范区为抓手，重点打造了芒果、

优质稻、糖料蔗、养猪、油茶等特色扶贫产业，全

县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南+北+河谷”三大版块扶贫

产业大格局，顺利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帽子。

在江城、印茶和作登等南部山区乡镇，田东县

建立长江天成 （田东） 农业综合体示范基地，在达

寒江、龙须河流域，形成农业生产、观光、养生，

以及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有机结合的农业循环经济

新业态，带动了食用菌、肉猪、火龙果、澳洲茶

树、水产畜牧及其制品等生态种养业集约化发展。

在朔良、义圩和那拔等北部山区乡镇，以创建20万

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为载体，带动糖料

蔗、油茶、柑橘、养鸡、林业等现代农林产业规模

化发展。在平马、祥周和林逢等右江河谷乡镇，以

推进芒果现代特色农业 （核心） 示范区建设为载

体，辐射带动优质稻、糖料蔗、西红柿、香蕉等产

业规模化发展，同时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在培育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田东县积极对

贫困村的村组干部、经济能人和种养能手，进行农

村合作组织业务培训，使其掌握各种政策和业务知

识。目前，全县53个贫困村共培育194名创业致富

带头人，通过他们创业，带动了贫困户创业增收脱

贫。同时，引导和扶持各贫困村注册登记成立各类

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贫困村登记注册成立1个以上

合作社，贫困村合作组织建设完成率达100%。合作

社结合本村特色产业发展，发挥合作组织辐射带动

作用，组织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田东县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和经济能人参与扶贫

产业发展建设，出台了产业扶贫村民自建项目以奖

代补等政策，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380万元，作

为全县各村产业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优先支持 53 个贫困村扶贫产业发展建设项目。此

外，还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590万元，支持53个

贫困村合作组织发展。

田东县筛选推荐信誉好、实力强、带动能力显

著的经营主体参与扶贫产业发展建设，鼓励引导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签订

用工合同，以及技术扶持等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实现合作社 （公司）

带动贫困户发展合作协议全覆盖。目前，全县新发展2家家庭农场，家

庭农场累计161家；新发展2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总数533家，社

员1.1万户，带动3.83万户农户，其中1.9万户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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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疆商贸经济学校

校长叶德明，受党组织委派到喀

什地区英吉沙县英吉沙镇英巴扎

村任第一书记。两年来，他双手

抓脱贫，一心为群众，用真情诠

释了一个南疆扶贫干部“真扶

贫、扶真贫”的为民情怀。

英 巴 扎 村 距 镇 政 府 仅 3 公

里，村民无土地、无庭院，低保

户就有206户、547人。叶德明发

挥自己担任新疆商贸经济学校校长

的资源优势，取得各类企业的大力

支持。喀什乌鲁木齐纺织城抛出了

橄榄枝，招聘大量工人，工资每月

2500 元以上，管吃住，村民只要

想干活、愿干活，都会有企业接收

他们。叶德明介绍，为提高村民群

众工作技能，村里引进培训机构，

培训农民，通过夜校，小范围宣

解，入户宣传，个性化培训，提

高村民工作能力。

51 岁的萨吾提·托合提是英

巴扎村的村民，过去一家人住在

土坯房里，平时靠贩卖季节果

蔬、干杂活、捡废品过日子，生

活困难。在叶德明和村干部的帮

助下，他重拾起生活的信心，一

家人做起了羊头、羊蹄子的餐饮

生意。如今，他精神面貌大大改

变，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他家盖起了漂亮的二层小楼，每

月最少都有3000元的净收入。他

的女儿阿瓦古丽说：“靠别人不

行，靠自己奋斗挣来的钱才是最

幸福的。”

把群众脱贫致富记在心上，

落实在行动上，是党员干部扶贫

帮困的根本要求。叶德明和村干

部一起，利用国家鼓励村民开

“十小店”的机遇，在英吉沙县率

先建成投入运营。十个小店十户

人家，免租金，实现建设快，组

织好，开业快。开业运营一年来

情况良好，每月每户收入都在

1500元以上。

以前，英巴扎村没有农民合

作社，邻村有一合作社，但长期

闲置。叶德明了解情况后，多方

协商，主动将合作社接收进来，

开办服装合作社，安排了近60人

就业。由于培训和讲解到位，政

策宣传到位，合作社发展势头良

好，订单量、技术服务水平以及

职工收入在全县靠前，一些高端

的服装订单也到了英巴扎村合作

社。

叶德明帮助邻村引进乌鲁木

齐市一家路灯照明生产企业，入

驻村卫星工厂，使 30 多人就业；

引进一家食药同源企业，与英吉

沙最大的杏子销售合作社建立合

作关系。每年大量收购杏核、杏

仁，提升了杏产业附加值，扩大

了农业增收渠道；引进喀什开心

果种植企业，试种开心果，帮助

群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联系喀

什知心食品公司与英巴扎村达成

合作，建立起畜牧繁殖中心，在

同行业受到普遍赞誉，现在的良

种繁殖中心，仅就种羊就有 1 万

多只。给群众提供扶贫幼羊或按

收益 10%给农民分红。目前已分

红两次，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

叶德明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

群众，坚定了群众跟党走，自觉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信

念。邀请区内外文化大师、书法

大家到村里，到工厂，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政策和中国先进文化

植入群众心中。通过村办夜校，

入户的形式，给农民讲授传统文

化，对农民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教

育，讲中国字型结构、语言特

点，讲述国家通用语言的世界影

响力，激发群众自豪感。

在入户走访中，叶德明帮助

孩子们看作业，帮助修改，讲述

国家通用语言课文的思想要义，

勉励孩子们长大成人，回馈父母

的养育之恩，感恩国家教育培

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

年多时间，叶德明帮助40多个农

家子弟进入各类中高职业技能学

习，提高了他们就业服务社会的

能力。

“脚下沾有多少土，心中就沉

淀多少真情”。叶德明在第一书记

岗位上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深

入开展产业就业扶贫，察民情、

体疾苦，全力帮助群众脱贫致

富，受到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叶德明说：“今年年底英巴扎村将

实现整村脱贫出列，保证在奔向

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不让一个人掉

队。”

扶贫路上见真情
——记新疆英吉沙县英吉沙镇英巴扎村第一书记叶德明

通讯员 廖涛 姜纪增

本报讯 河南省南召县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药材种类

多、质量佳。针对山区群众增收致

富路径窄的问题，南召县对症施

治，靶向治疗，收到了良好成效。

南召县制定下发了 《中药材

产业发展意见》《中药材“三个

十”扶贫行动计划》 等文件，把

产业扶贫和中药材产业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县财政在资金紧张的

情况下，每年投入 5000 余万元，

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用于完善

产业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区域合理化布局、规范

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的要求，南

召县以创建十大中药材基地为抓

手，采取公司+基地+技术+农户

的经营模式，培育了乔端镇云霄

曼白芨种植基地、板山坪镇大曼

山石斛种植基地、四棵树乡五朵

山黄精种植基地、小店乡鹰山万

亩辛夷标准化种植基地、云阳小

店演艺山野生辛夷基地、乔端镇

穆老庄万亩杜仲基地、崔庄乡银

河虎山万亩连翘、石门乡寨沟京

菊种植基地等十大中药材种植基

地，形成了县城东部辛夷种植

区，县域西部的杜仲、山茱萸、

黄精、白芨、重楼种植区，以及

县中南部的艾草种植区。

南召县立足于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中医药大

健康产业，推动种植加工、调养

医疗、康养保健、观光体验融合

发展。目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的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

众发家致富的良方。

目前，南召县成立了 110 家

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9 家中

药材加工企业，培育了 215 个新

型经营主体，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 52 万亩，年产值 13 亿元。中

药材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通过土

地流转、安置用工、技术帮带、

入股分红、产品回收等措施，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130 户、7450

人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户均增

收 3000 元以上。

河南南召中药材产业成脱贫良方

记者 王官波

本报讯 9月25日，辽宁省军

区第 16 干休所一行 7 位现役干

部，在所长孙元伟的带领下一路

向北驱车132公里，来到康平县方

家屯镇镇西村开展精准扶贫共建

活动。

干休所干部在村干部的陪同

下，深入镇西村 48 家贫困户进行

慰问，为他们送上了米、面、油

等生活必需物品，更是带去了国

庆节祝福。“轩轩别哭，解放军

叔叔来帮你”“大娘，一定要保

重 身 体 ， 有 困 难 就 告 诉 我 们 ”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你们来

看我们啊”……一个个温暖的怀

抱、一句句贴心的话、一次次坚

定的握手，这种感动，融化在群

众的热泪中，绽放在群众的笑容

里。

自 2018 年和康平县方家屯镇

镇西村确定精准扶贫对接单位以

来，辽宁省军区第 16 干休所紧盯

村内 48 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特殊

儿童轩轩家庭、精准扶贫项目、

储备精准扶贫项目，增强政治定

位、保持工作耐心、做到扶贫工

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第 16 干

休所为镇西村建设共计送去了 14

万元的物资，通过改善设施、稳

定民心、壮大经济，将扶贫和启

智相结合，将“输血”和“造

血”相结合，为镇西村的建设和

发展注入了动力。

辽宁省军区第16干休所干部到康平县扶贫

记者 牛新建

本报讯 9月28日，甘肃陇南

康县在岸门口镇朱家沟村举行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演出，喜

迎国庆、决战脱贫。

岸门口镇活动现场还设置展

位，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岸门口特

色农业发展成果，“打卡——我

和国旗同框”和美食摊位排起了

长队，当地群众以自己的方式祝

福祖国的同时，感受着岸门口镇

打赢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和

决心。

近年来，康县发展乡村旅游、

培育壮大特优产业，决战脱贫攻

坚。目前康县350个行政村已建成

美丽乡村317个，形成了美丽乡村

游、田园风光游、红色文化游、民

宿体验游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游新

模式。全县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不断提高。

甘肃康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脱贫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北京安贞医院在西藏自治区那曲

地区开展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活动。10月10日，26名

西藏先心病患儿在北京吃烤鸭，11日开始，这批患儿陆续接

受手术治疗。

苏丹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