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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上，秋风习习，竹海盈动，神

山村青石路绵亘蜿蜒，白墙黛瓦的客家民居

错落有致。2017年 2月，神山村与井冈山市

同步摘掉了贫困帽子。如今，昔日的穷山村

已变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几年前这里除了拖毛竹的货车，没人

愿来。”游客陈兰正在神山村村民左秀发家

体验“打糍粑”，神山村大变样后，她和朋友

都成了村子里的常客。

神山村位于井冈山深处，山高坡陡、土

地 贫 瘠 、交 通 不 便 ，曾 是 典 型 的 贫 困 村 。

2015年，全村 54户 231人，人均可支配收入

3300元，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1户 50人，贫困

发生率 22%。如今，村里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达到 9200元。

在村里高挂的“神山村感恩三字歌”里，

这样写道：“等靠要，都摒弃；自强路，皆卖力

……”

摆脱贫困，是神山村村民的梦想。

“在精准扶贫上，我们村探索出一户一

块茶竹果，一户一栋安居房，一户一个农家

乐，一户一张保障网的‘四个一’脱贫模式。”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说。

神山村立足自身山地资源，发挥良好生

态特色，大力发展以茶、竹、果为主的富民产

业，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

式，成立了黄桃、茶叶两个合作社，发展黄桃

460亩、茶叶 200亩、低改毛竹 5000亩。

井冈山市茅坪乡党委委员李燕平已在

神山村驻村帮扶 3年多，村民们都乐意跟他

打交道，并用客家话亲切称呼他“阿燕”。

“有了致富产业，村民和贫困群众可以

获得土地租金、劳务佣金等收入，有效解决

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李燕平介绍，

神山村还通过多种途径为每户贫困户筹措

资金 2.2万元入股到黄桃、茶叶合作社，每年

按照不低于 15%的比例分红，确保贫困群众

收入的可持续。

左 秀 发 的 儿 子 左 香 云 是 神 山 村 的 名

人。他是神山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也是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8年 3月 5日，在“代

表通道”的一次亮相，让人们记住了那句朴

实的话：“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

为了摆脱贫困，左香云尝试了很多办

法，修摩托车、卖手工艺品……最后他选准

了利用本地丰富的毛竹资源加工竹制品的

创业之路。

如今，他与人在家乡合伙开办的竹艺品

加工厂，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16年他还注

册了“神山竹”商标，打造用竹筒装的神山竹

酒。

“一根竹子做笔筒一般卖 60元，现在做

神山竹酒可以翻倍。还是要走特色创新之

路，提高附加值。”左香云的厂子一年需要上

万根毛竹，户户有竹林的村民都有了增收机

会。

神山村山美、水美，发展农村旅游业能

让村民生活更有奔头。为此，神山村专门邀

请规划设计院编制了村总体规划，将神山村

和井冈山上的红色景点串成旅游精品线路，

并探索“培训到农村，体验到农户，红色旅游

助推精准脱贫”的新路。

52 岁的彭夏英是神山村一个贫困家庭

的普通妇女，但她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她抓住 2016年以来神山村旅游发展的

大好势头，开办农家乐。她和丈夫拿出建房

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屋腾出来，置办

餐具桌椅，用心把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

2018年，光这一项，家里就有 10万元收入。

彭夏英常说起一句话：“党和政府只能

扶持我们，不能养着我们，幸福生活是干出

来的。”

神山村的幸福故事还在继续。

新华社南昌11月5日电

1927 年，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

冈山建立，孕育出红色政权的星星之

火。

2017 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

贫，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

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井冈山位

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脱贫攻坚

取 得 决 定 性 胜 利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3 年 的 21% 下 降 到 2018 年 的

0.25%。

“脱贫不是终点，井冈山老区人

民还要朝着致富奔小康继续前行。”

井冈山市扶贫办主任刘新说，谨防返

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效成为井冈山扶

贫工作重点，既关注脱贫户的脱贫质

量，也关注贫困线边缘户。

去年，井冈山市鹅岭乡蕉陂村村

民尹慧文遭遇交通事故，原本就不算

富裕的家庭一夜入贫。得知情况后，

村干部和驻村队员上门，把他列为新

增贫困户，不仅帮他办好了特殊门

诊，还能享受低保，治疗费用报销了

9成以上。

为查缺补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井冈山建立贫困户识别动态调整制

度，进行精准管理。通过动态管理全

覆盖， 2018 年井冈山脱贫 91 户 262
人 ， 新 增 贫 困 人 口 12 户 49 人 。 目

前，井冈山只剩下 120 户 303 名贫困

人口。

如果说动态识别管理机制是精准

的“针”，产业发展就是保障长效脱

贫绵延不断的“线”。

“井冈山以前产业基础薄弱，旅

游业独大，贫困户家庭收入增加了，

但仍存在不少‘空壳村’，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刘新说，脱

贫后，扶贫产业不仅要关注贫困户增收，更要注重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

井冈山市东上乡有养蜂的传统，但由于养蜂人技术参差不

齐，加上山高路陡、交通不便，乡镇产业发展并不算好。2018
年，东上乡引进了井冈山市海伦堡养蜂专业合作社，养蜂产业

进入提质升级的轨道。

在东上乡曲江村的蜂蜜加工厂，只见工作人员把从村民处

收集来的天然蜂蜜倒进流水线，末端便能产出罐装的成品蜂

蜜。

合作社负责人陈方定介绍，工厂每年能加工 5 万多斤蜂

蜜，每斤能卖出上百元的价格。合作社还在东上乡 9个村免费

发放了 2000多箱蜜蜂，并签订合同，以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

回收，帮助贫困群众和社员稳定增收。

近年来，井冈山引进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

蜂蜜、茶叶、黄桃、猕猴桃等特色农业，调优农业产品结构，

鼓励贫困群众发展产业，长效增收稳定脱贫。

“村里从合作社认领了 300 箱蜜蜂，加上白莲等产业，去

年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 21万元，我们有信心在今年超过 40万

元。”曲江村党支部书记许先文说，村集体经济充实了，也更

有能力带动贫困群众发展干事，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开始选择

回乡创业。

如今，井冈山产业扶贫合作社达 476个，家庭农场增长到

189 家。2018 年井冈山 106 个村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 5 万

元，发展最好的超过 40万元。

井冈山不仅把产业扶贫外化为长效脱贫机制，还把精神扶

贫内化为长效脱贫的保障。

神山村坐落在井冈山深处，地处偏僻、山高路陡、交通不

便。以前村民多靠贩卖山上毛竹维持生计，村里路是泥巴路，

房是土砖房。

神山村不少村民都是红军后代，当地深挖井冈山精神内

涵，通过上党课、开扶贫分享会、上门讲解扶贫政策，开展群

众感党恩教育，充分激发革命老区群众感恩奋进的内生动力。

村民左秀发的爷爷是神山村红军烈士左桂林。1929 年 12
月，左桂林为保护红军药库和掩护 3个年轻小号手撤退，不幸

牺牲。左秀发说：“先辈为了奔好日子不惜牺牲，现在党和政

府政策这么好，我们更要加油干！”

从 2015年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 3300元，到如今贫困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 9200元，神山村也从昔日的穷山村变成

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防止返贫，巩固成效，激活动力……脱贫“摘帽”后，井冈山

依旧没有慢下脚步，继续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激流勇

进。 新华社南昌11月5日电

在外打拼十余年，已小有成就的企业老板

魏 春 柏 ，三 年 前 回 到 家 乡 开 始 了“ 二 次 创

业”——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三年间，这位众人眼中的“精”老板，成了

甘在农村吃苦打拼的“愚”书记，和乡亲们一起

拔掉了家乡的“穷根”。

魏春柏的家乡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老爷庙镇平房子村，过去是一个令党组

织头疼的软弱涣散村，村支部班子几经变动，

账目混乱，负债累累，再加上村情复杂，村民上

访告状不断。

三年前，老爷庙镇提出“选能人、培养新乡

贤”，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子，平房子村的原

村支部书记向镇里推荐了魏春柏，希望他能够

牵头强村富民。可魏春柏一度拿不定主意：

“我创业有过失败经历从没气馁过，可回村创

业要是失败了，怕对不起乡亲们。”

现年 41 岁的魏春柏，17 年前从村里走出

去，靠着韧劲在“商海”打拼，终于把生意越做

越大，事业版图现已扩展到北京、上海、长春、

哈尔滨、武汉、重庆等地，他组建的公司年营收

已过亿元。

对于魏春柏回乡担任村书记，不少朋友、

亲戚不理解：“放着大老板不做，偏偏回到家乡

吃大苦。这不是傻嘛！”虽然这些年在外经商，

魏春柏干出了一番天地，但村里现在有太多无

凭无证的陈年旧账，还有乱作一团、难以调节

的矛盾纠纷，甚至还可能有个别村民的无端指

责。要把村里拧成一股绳，似乎是一项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但现实没有让魏春柏却步。2016年 3月，

他决定回乡，并高票当选村支部书记。“当选

后，我觉得我的心就彻底和平房子村的 1639
口人绑在了一起，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一路向

前。我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一门心思投

入到家乡建设。”

如今的平房子村，一个个富民产业蓬勃建

起：500多亩菊芋种植成为村里的新产业；肉牛

与母牛养殖，存栏量超过 700头；果树、蔬菜为

主的日光暖棚近 60栋，蔬菜年销售额在 200万

元以上；75千瓦村级光伏电站项目投入运营；

万亩酸枣林项目已经启动……

这些项目，是魏春柏带领乡亲们一点点

“跑”出来的。这 3年，他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

资源，北上黑龙江，南下江苏、浙江等省份，东

奔西跑拉项目，以至于“跑出了胃肠炎”。3年

多，他都是自费出行调用公司的人、车，公司两

辆车平均一年跑了 10多万公里。

平房子村位于辽西地区，此前不少村民图

省事种植玉米，收入十分有限。魏春柏带领村

民们大胆尝试发展菊芋种植产业，与高校和科

研机构联合研发，从选育种植、采收加工等多

维度攻关，现在已种植菊芋 500 多亩，营收超

过 150万元，是种植玉米收入的 2倍以上；每亩

地保底给农户 700元，确定当年收入后再加分

红，村民每年每亩增收近 1000元。

在平房子村，现已探索出“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龙头企业”模式，成立了喀左合致

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531 亩，带动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95人，通过土地折资入股，

实行年底增溢分红的分配方式，让农民成为股

东。

眼看着村里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村民们认可了魏春柏，认为他有

“大智慧”，脱贫攻坚的力量逐渐在村里得到汇

聚。截至 2018 年底，平房子村的贫困户都达

到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各项脱贫指标均

符合退出标准，彻底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

子。

平房子村的基础设施也在近 3 年间得到

完善。村路硬化 10.4 公里，结束了村民“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困扰，解决了出行难问

题；修建了 3个共 4000平方米的村民文化活动

广场，配备了健身器材，安装路灯 46 盏，结束

了一到晚上村路漆黑一片的历史；建立了村级

卫生室，健全村级文化书屋，藏书已达 1500册

以上。

魏春柏扎根农村，却少有陪伴妻子和年幼

女儿的时间。近三年，他有两个春节都是在村

里度过的。他告诉记者，女儿每次见到他都很

怕生，也不和他亲近，现在他想抱孩子一下都

很难，这让他内疚不已。

对于未来，魏春柏自信满满。“只要俯下身

子卖力干，平房子村就一定能成为风景秀美、

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新农村。要是用

自己的汗水，换来家乡的富裕和睦，付出的一

切也就值得了。”他说。

新华社沈阳11月5日电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井冈山深处神山村采访记

□ 新华社记者 赖星 熊家林

“精”老板成“愚”书记
——魏春柏的“二次创业”

□ 新华社记者 邹明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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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街天”（赶圩日），广

西南宁市隆安县都结乡的街道

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扶贫

驿站”门口的就业扶贫服务中

心挤满了前来询问的村民，一

派忙碌的景象。

今年 9 月初，来自都结乡

达利村的黄艳红通过“扶贫驿

站”找到了一份工作。了解到

黄艳红的基本信息和就业意向

后，工作人员帮她联系了南宁

市一家建筑公司，面试成功后，

黄艳红几天后就到这家公司上

岗工作了。

42 岁的黄艳红主要负责

一些搬运工作，10月份刚领到

4000 元的第一笔收入。“我们

家就我和丈夫两个劳动力，上

有一老，下有两小。从前主要

靠打零工挣钱，长年累月地四

处 奔 跑 务 工 ，有 一 顿 没 一 顿

的。”黄艳红说，现在有了稳定

的收入来源，也能支撑起大女

儿的绘画梦，一家人都很开心。

隆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而都结乡地处石漠

化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

生存条件艰苦，是壮乡首府南

宁唯一一个深度贫困乡。2015
年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16个，2017年认定深度贫困村

11个，其中就包括黄艳红所在

的达利村。

为 了 促 进 贫 困 户 脱 贫 增

收，都结乡“扶贫驿站”于 2017
年成立。这个驿站通过融合承

担就业扶贫服务中心、第一书

记工作驿站、电子商务扶贫平

台三大板块功能，在脱贫攻坚

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都结乡劳动力人口约 2.5
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 1.5万

人左右，群众收入来源高度依

赖劳务输出。此前很多村民只

能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

零工，缺乏稳定的就业信息渠

道。”都结乡党委书记隆耀强

说，一人稳定就业，全家脱贫就

有了希望，对此都结乡积极推

进就业帮扶。

实践证明，“扶贫驿站”这一平台有效解决农村贫

困劳动力就业信息渠道窄的问题。2017年以来，都结

乡群众通过“扶贫驿站”进行劳务输出求职登记的有

380多人次，开展就业培训 4期，当地党委政府还举办

集中招聘会 8 次，通过联系对接有劳动力需求的企业

实现转移就业 85人，安排在本乡扶贫车间就业 23人。

2019年 8月，为更好提升运营效率，“扶贫驿站”引

进第三方——广西圣为劳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推进

就业扶贫，并探索出“扶贫驿站+劳务公司+农村贫困

劳动力”的就业扶贫新模式，搭建起贫困劳动力、用工

企业、劳务公司之间的沟通桥梁。

由于地处大石山区，交通不便，都结乡种植的玉

米、豆类、指天椒以及养殖的黑山羊、生猪、鸽子等在附

近有较好口碑，却一直缺乏规模效益，销路也不畅。对

此，全乡各村的第一书记通过第一书记工作驿站，促进

村与村之间的交流，根据各村特色打造一村一品新格

局，在 16个贫困村先后建设桂西牛、黑猪养殖、辣椒种

植等产业扶贫示范园基地，有效促进贫困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加贫困户收入。

与此同时，“扶贫驿站”运作创建了微信公众号，通

过网络销售平台宣传本地的“山货”产品，让都结豆腐、

黄豆等农产品上网、入城。目前，全乡通过线上销售，

已累计销售家禽 1500多羽、各类农产品 10吨，实现产

值约 20万元，带动 500多户贫困户增收。

“接下来我们将派三轮车到各个村宣传‘扶贫驿站

’，带动更多村民积极参与。此外，还要拓宽电商宣传

渠道，通过多个热门平台推广本地的扶贫产品，让我们

的‘山货’搭上‘扶贫驿站’这个桥梁走出大石山区。”

“扶贫驿站”运营负责人赵振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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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为了给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和作风保障，近年
来，该县持续深化脱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派出大批纪检监察干部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开展专项巡察，加强对脱
贫领域政策、措施、项目、资金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惠民政策和扶贫资金落到实处，以精准监督护航精准扶贫。

图①为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良寨乡培洞村，纪检监察干部（左二）在检查扶贫道路施工情况。
图②为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良寨乡良寨村，来自县纪委监委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在走访群

众，了解扶贫资金的落实情况。
图③为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良寨乡扶贫工作站，纪检监察干部在检查扶贫产业资金落实情况。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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