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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的皮肤、笔挺

的衣裤、整洁的装扮，这

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驻

村干部刚到七里庙村给

村 民 们 留 下 的 第 一 印

象。吃不了农村的苦，

心 思 落 不 到 扶 贫 帮 困

中，到底是来‘走过场’，

还是真扶贫……村民们

困惑的眼神中充满了对

我 们 的 质 疑 。”回 忆 起

2018 年 5 月，刚刚被国

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选派到米脂县印斗镇七

里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时的情形，胡鹏深有

感触地说。

为了改变大家的想

法，找到脱贫攻坚的突破

口，甫一“到任”，驻村工

作队就扑下身子、转变身

份，将成为“村里人”作为

工作的准则与目标。

“吃住在村，挨家挨

户地串门、拉家常，是那

时也是现在我们的工作

状态。为了赢得大家特

别是贫困户的信任，村

委会公布了我们的联系

方式，发放了工作联系

卡，每户贫困户都存上

了每位队员的手机号。

二十四小时为大家想法

子、干实事是我们形成的共识。”胡鹏说。

为了与大家快速“打成一片”，胡鹏将解决贫

困户的切实困难作为扶贫帮困的主攻方向：贫困

户李长东中风后半身不遂，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在他们全家搬入县城的移民定居点后，驻村工

作队帮助他的老伴在小区内找到了保洁工作，

不仅能照顾上他，还能为家里增加收入；贫困户

李志定媳妇患有精神病，家里还有三个娃娃，一

家人一年的衣服没有几件能换洗的。了解到情

况后，工作队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为他们募集

了衣物和生活用品；村里有些贫困户年龄大了，

行动不便，工作队登门办事成为常态……

胡鹏说，一件件小事慢慢扭转了大家的看

法，村民们和我们亲近了起来，认可、信任慢慢

取代了过去的怀疑与猜忌。“随后的调查摸底等

工作，大家说出了很多真心话，我们也了解了村

民的真实想法，制定和实施扶贫项目的精准性

大大提高。”

通过调研论证，结合村里的地形地貌、日照

条件，工作队将发展光伏发电作为增加集体积

累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的重点产业。村民李成

说：“现在村里的光伏发电量达到了每年 25万千

瓦时，光伏发电成了村里可靠的‘摇钱树’。但后

续的合理管理、维护才能把这棵‘小树’培育得更

加茁壮。胡鹏书记帮我们算清了账，如果光伏

板不及时清洁、维护，工作功率仅为设计功率的

73%左右；而如果长期置之不理，一年会少发电 4
万余千瓦时，集体的收益会受到很大损失。他

建议我们在沙尘、雨雪等特殊天气条件下还要

缩短清洁周期。这些都让我们受益匪浅。”

七里庙村委会主任李志胜说，全村 400 户

104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82户 245人。在

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目前已脱贫 80户 241人，

2019年计划脱贫 2户 4人。七里庙村也在 2018
年底成功退出贫困村行列。

王哈力麦从来不敢想，过了小半辈子，自

己打的第一份工、挣的第一份工资，竟是在自

家门口的扶贫工厂。

42岁的王哈力麦家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临夏，是“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中“三州”之一。东乡，则可谓临

夏 州 乃 至 甘 肃 省 脱 贫 攻 坚“ 最 难 啃 的 硬 骨

头”。

“喏，我就住在对面那个楼。”王哈力麦指

着车间对面、拐个弯儿就到的十几层电梯房

说，“40 多年了，我就没见过这样带电梯的房

子，敞亮着呢。”

“现在早上送娃娃上学后再来上班，中午

回家做饭，下午再来做几个小时，一个月下来

能有 2000多块钱。”从来没挣过钱的王哈力麦

一 边 给 手 头 的 雨 伞 做 检 测 一 边 告 诉 记 者 ，

“2000多呢！现在好着呢，开心着呢。”

几十公里外，临夏州临夏县黄泥湾村，50

多岁的马秀平说起几个月前第一次领工资的

场景，依然难掩兴奋。

“真没想到，我大字不识几个，这辈子也

能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拿工资！”她边说边麻利

地剪着鞋面。

马秀平所在的巧手布鞋加工农民专业合

作社，由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援建，已经吸纳

50多名贫困妇女生产加工布鞋。

以前，马秀平也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可

一想到家中还有老人孩子和田地需要照看，

便打退堂鼓。现在，扶贫车间开到村里，既能

赚钱又不耽误料理家事、伺候庄稼。“这样的

好事儿，谁不愿来哩！”

在甘肃，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让 8000多名

跟 王 哈 力 麦 和 马 秀 平 一 样 的 妇 女“ 走 出 家

门”，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凭自己双手打了

个摆脱贫困的翻身仗。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长期以

来，甘肃深贫区许多农村妇女由于文化水平、

传统观念以及家庭的限制，无法外出打工。

把扶贫车间开进村里，让贫困妇女就地

务工、就地增收，是我国出台的精准扶贫措施

之一，既可助群众脱贫致富，又能解决留守老

人、留守儿童问题。

临夏县委常委、副县长苏智锋说，有了合

作社，农村妇女有了赚钱的“饭碗”，村里笑声

多了、矛盾少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不用伸手向丈夫要钱，自己赚钱自己

花，我心里更有底气。”同样在巧手布鞋加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上班、28岁的马法土麦说。

黄泥湾村外约 70 公里，在东乡县达板镇

凤凰山联合扶贫车间工作的黄阿英舍也有相

同感受。“我在这里工作，既可以贴补家用，又

可以赚些零花钱，还有姐妹们聊天，比只在家

里有趣多了！”

黄阿英舍回忆起第一次领工资，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1350 块现金被我攥得紧紧的，

心里甭提多美了。”

这家由方大集团注资的扶贫车间主营服

装鞋帽加工，目前有 150 个员工，绝大多数是

第一次就业。

为帮助留守妇女适应产业工人这一新身

份，扶贫车间专门安排师傅手把手教授缝纫

加工技术。

车间负责人郭静说，虽然工厂效率还无

法和沿海企业相比，但这些妇女聪明踏实，一

教就会，以后肯定会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

车间里不少妇女感慨，看着经过自己巧手制

作的衣帽被洗净熨平，打包送往各地，满满的

成就感。

“常言道，巾帼不让须眉。”郭静说，希望

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家门”，更好融入社会，圆

自己的“上班梦”，跟大家伙儿一起在奋斗中

摆脱贫困。

甘肃是中医药文化发祥地，“华夏中医始祖”

岐伯与轩辕黄帝坐而论道，《黄帝内经》由此行

世。这里也是我国中药材主产区，岷归等道地药

材驰名全国。然而，这个中医药资源大省却一直

是产业小省，药企不大不强，药农长期受穷。

十九大以来，借助建设全国唯一的国家中医

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契机，甘肃为振兴全省中

医药事业“把脉开方”，逐渐形成中药材优质优

价、“陇药”品牌越擦越亮、“南药北贮”格局凸显

的新趋势。

从“朝贡珍品”到“脱贫法宝”

初秋，位于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的甘肃中药

材交易中心药香四溢。当归、党参、黄芪，色泽鲜

亮的中药材被打包码成一排。操各地口音的客

商穿梭往来，忙着和药农讨价还价。

家住首阳镇樵家河村的李继元，一年靠种药

材入账 5 万元。“党参根据品质分 6 个等级，平均

每斤 30元。”李继元说，合作社提供种苗和无公害

农药化肥，还派人到地头培训，所产药材在市场

卖得上好价，村里不少人靠种道地药材脱了贫。

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岷县所产的当归

早在古代便是朝贡珍品。如今，道地药材让药农

们尝到甜头，变成了群众的“脱贫法宝”。

“过去是药农和药贩子做生意，现在是企业

从药农手中订单收购，把他们变成企业生产链上

的工人，不仅避免了药农盲目种植，还能有保底

收入。”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裕

说。

这 一 变 化 得 益 于 甘 肃 出 台 的 一 系 列 新 政

策。2018 年甘肃省政府出台支持陇药产业发展

政策措施，提倡建立企业与药农的合作对接机

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允许中药饮片生产企

业对地产品种从农户或市场收购。兰州佛慈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全省建立了 30 多个自有中

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将不少贫困村里的庄稼汉

培养成了种植道地药材的“老把式”。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在中药材产业

所覆盖的 508 个贫困乡镇中，中药材种植收入占

农民人均纯收入 50%以上，涉及全省 54.6%的贫

困人口。

从发展“小弱散”到培育“大品种”

有多少中药材被转换成中药成品，是衡量中

药产业强弱的直接依据。2019年甘肃省中药材种

植面积约 460万亩，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但

甘肃省中药材转换率在 10%以下，大多数药材经

过粗加工或者收获后便直接销往外地，很难创造

大利润。”甘肃省陇药产业协会会长夏祥说。

为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改变“小

弱散”的局面，甘肃省 2018 年将中医药产业纳入

全省十大绿色产业之一，印发了《甘肃省中医中

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成立甘肃省绿色生

态产业发展中医中药基金；同时出台了支持陇药

大品种大品牌发展的政策，围绕“大品种”建立培

育机制、扩大适用范围、推动研发创新、加大奖励

力度，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开发陇药大品种、培育

陇药大品牌。

在政策驱动下，“老字号”兰州佛慈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不再埋头生产中成药，而是从种子种苗

培育、田间管理、饮片加工、制药、科研全产业链实

现了质量控制。不论是物流终端建设、生产过程

改进，还是销售体系搭建，企业都在围绕培育大品

种布局，志在成长为全国医药行业大型龙头企业。

“甘肃中医药企业正在加大力度强推企业特

色品种，同时加快兼并、收购步伐，佛慈、陇神戎

发、和盛堂、奇正等一批知名企业脱颖而出，培育

大品种成为甘肃中医药行业的一个新风向。”夏

祥说。

从“天然药仓”到“天下药仓”

南方气候湿热，不利于中药材存放，仓储成

本高。而甘肃干而不燥、凉而不阴，所存药材不

生虫、不发霉、不变质。得天独厚的贮藏和区位

优势，催生了仓储物流和集散交易的快速发展，

“南药北贮”格局在甘肃悄然形成。

陇西县凭借天然独特的气候条件吸引了云

南白药、千金药业、丽珠集团、广药集团、国药集

团、神威药业、葵花药业、中国中药公司等众多国

内知名企业建立仓储中转基地。一座座仓库里

储满了当归、黄芪等地产药材，还储存了大量川

芎、浙贝、黄连等南方药材品种。

甘肃一方面扶持现有的仓储企业广泛采用

辐照灭菌、低温干燥、红外线干燥、低温充氮技术

等先进储存技术和建筑新材料，对传统仓储库进

行改造扩容；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有实力的企业扩

大仓储规模，提升静态仓储能力。仅陇西县就有

千吨以上仓储物流企业 35家，静态仓储能力 100
万吨，仓储品种 320多个。

记者走进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智能云仓”，

看到这里集散的中药材在物联网技术下实现了

智能仓储。仓内恒温恒湿，客商在电脑下达指

令，一箱箱经过包装的中药材在传输带上有序出

入库。

借助“互联网+”，如今药商们也实现了线上

交易。药商茹文武说，过去中药材交易手段传

统，成本高、价格不透明、质量没保证，收入一直

上不去。如今只要通过电脑或手机，就可以和全

国各地 2000多名药商交易，效益翻了好几倍。

8月 29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达板
镇一扶贫车间，工人在车间工作。

8月29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易地扶
贫安置点附近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村民在烹饪培训课上。

8月29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达板镇
一扶贫车间，一名工人在车间制作衣服，她的儿子在一旁陪伴。

9月2日，在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茶农在茶园里采茶。
时下正值日照绿茶的采摘季节，在日照绿茶主产地之一的巨峰镇，许多茶农正在茶园里忙碌，为秋茶上市做准备。据了解，目前巨峰镇

全镇已发展茶园8万亩，年产干茶5000余吨。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记者见到朱彦杰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

民宿中招待客人。由于是旅游旺季，他的民

宿天天爆满，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才能有客

房。

“在林下溪边走走路，带孩子玩玩水，来到

这里就忘了时间。”来自兰州的游客贾女士说。

朱彦杰的民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岸

门口镇的朱家沟。朱家沟依山傍水，林木环

绕，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宛如一个

世外桃源。2016 年朱家沟还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我们村之前却是因‘三多’而出名，光棍

多、贫困人口多、人口流失多。”朱彦杰说，

2013 年全村尚有贫困人口 248 人，占全村总

人口的 28%。当时虽然有好山好水，但由于

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朱家沟依旧没能改

变贫困的面貌。

2016 年，朱家沟开始美丽乡村建设，通

过采取政府奖补、群众参与的方式，整合财

政、交通、发改、水土保持等项目资金 858 万

元，加上群众自筹资金，完成了住房庭院改

造、村户道路硬化和筑堤修桥。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了藏在深闺中的朱家沟，也吸引了许多在

外的朱家沟人回村创业，朱彦杰就是其中之

一。在沈阳当过 10余年医生、在康县县城附

近开过农家乐，最后他还是选择回村开办民

宿。通过对村中闲置老房子的流转开发，他

已经建起拥有 30间房、总面积达 1200平方米

的民宿。

目前，在朱家沟像朱彦杰一样直接参与

旅游的村民已有 100 多人，间接参与的则有

300多人。2018年全村旅游综合收入达到近

百万元，旅游收入已经占到村民收入的 30%，

村中的贫困人口也降至 64人。

“靠着旅游我们的村子也有了‘新三多’，

游客多、产业多、外来媳妇多。”朱彦杰说。

在康县，朱家沟并不是特例。目前全县

像朱家沟一样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已达 69个，

累计创建农家乐和农家客栈 317 家。位于

甘、陕、川三省交会地带的康县林草覆盖率高

达 75%以上，绿色是当地最大的资源禀赋。

借助生态旅游的开发，绿色已经成为当地脱

贫的新动力。

靠着绿水青山，康县 2018年全县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达 185 万人次，乡村旅游综合收

入超过 7亿元，2260户 8800名贫困人口依托

生态旅游实现高质量脱贫。

﹃
成
为
村
里
人

才
能
得
信
任
﹄

—
—

记
陕
西
省
米
脂
县
印
斗
镇
七
里
庙
村
第
一
书
记
胡
鹏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彤

“在家门口，我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
——甘肃扶贫工厂助妇女走上脱贫路

□ 新华社记者 姜婷婷 刘红霞 张智敏

绿色吸引力 脱贫新动力
——甘肃康县生态旅游助脱贫

□ 新华社记者 张新新

甘肃：岐黄肇始地 振兴开新方
□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谭飞 梁军

延安市宜川县马树坪村的花椒产业。
20年间，在曾经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的黄

土高原，一场由黄到绿的生态巨变悄然发生。
1999年，中央启动退耕还林政策，作为源起之地的
陕西省延安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与其中，他们
不仅改变了黄土高原千百年来的面貌，还从千万
亩林海中走出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8月 29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
乡布楞沟村一扶贫基地，一名工人采收木耳。

（本栏图片由新华社记者 陈君清提供）

8月 29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易地
扶贫安置点附近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村民学习拉面制作。

甘肃东乡：易地扶贫搬迁“送”技能“送”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