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贵州乌蒙山腹地寒意袭来，但毕节

市赫章县金银山社区内却格外热闹。社区不仅组

织歌舞表演慰问演出，还为 122 个家庭发放“积分”

奖品，一些群众兑换了热水壶、电热毯、取暖器等

物品。

金银山社区居民安德立因为助人为乐，个人积

分在社区比较靠前，他用积分兑换了一个取暖器。

“平时喜欢帮社区服务出一把力，倒觉得没什么，能

兑换这个物品，也是一种鼓励。”安德立说。

金银山社区是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的一处县城

集中安置点，去年 6 月份以来，陆续有 1.3 万名群众

从深山区、石山区搬迁到这里安家。

刚搬进社区时，个别群众大白天喝醉了倒头就

睡在社区草坪上；有些住家户为了省事，一铲子就把

垃圾向窗外抛了出去；社区组织就业招聘，没有几个

群众主动报名……

“这些搬迁群众来自不同区域，他们一时难以适

应城市生活。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服务、激

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成为社区服务的头等大事。”金银

街道工作组副组长文兵说。

去年 6月，金银山社区借鉴企业积分管理制度，

探索“党建+积分”管理模式，把社区的党员、干部、

楼长、居民等全部纳入积分管理，并设置基础积分

100分，围绕文明卫生、遵纪守法、家风家教、培训就

业等，分类按不同标准进行积分“加减”。

每月稳定就业加 5 分、主动清扫垃圾至少加 1
分、助人为乐加 5分……对积分高的家庭和个人，社

区在居民培训、就业和入学等方面优先考虑，而且可

用积分兑换米、油、衣服等生活用品。文兵说，这有

利于激发搬迁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的主体意识和增收

脱贫的内生动力。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开院坝会、每栋楼每单元张

贴海报、设置微信群等方式向群众耐心讲解，到月底

定时公布积分清单，并按时兑换奖励物品，物品购买

资金来自社区商铺收入和企业爱心捐助。

“群众刚开始还不太相信，第一个月参与的不到

50 人，而到了第三个月就增加到 1200 多人。”文兵

说。

如今，社区 87 名党员成为社区服务的“骨干力

量”，在帮助群众解决难事、烦心事中积极作为、主动

服务。与此同时，社区还设立医疗、低保、养老、就

学、就业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优质服务。

今年 74岁的社区老人吉正学，党龄超过 40年，

他是社区的一名楼长。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他除了

把工作区域的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外，还经常主动

去社区幼儿园帮忙打扫卫生。

今年第三季度，吉正学家被评为社区“最美家

庭”。吉正学说，没搬出来之前，每天在家放牛，一年

穿破几双鞋，赶场要走三个多小时才能到集镇。现

在住上了宽敞的楼房，生活条件发生了从未有过的

改变。“社区管理就要人人参与。为社区群众多做一

些事，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吉正学说。

贵州省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金银山社区一角贵州省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金银山社区一角

社区“加分”幸福“加倍”
——贵州赫章县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服务见闻

□ 新华社记者 文/胡星 李凡 图/杨文斌

贵州省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
金银山社区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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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2月 3日
电 （记者 刘彤）“不知道

该如何报答这份恩情，我要

教育子孙永远不能忘记共

产党的帮助。”一张普通的

白 纸 ，几 行 不 太 工 整 的 字

迹，这是刚刚脱贫的陕西省

府谷县庙沟门镇赵五家湾

便民服务中心粉房沟村村

民姬文明写给帮扶干部杜

寿平的感谢信。

姬文明今年 62岁，上有

年近九旬的父亲，下有正上

初中三年级的孙子，老伴儿

去世后，儿子又因违法进了

监狱……一系列变故几乎

击垮了这个家庭，姬文明整

天在叹息中度过，生活充满

了阴郁。

为了治好姬文明的“心

病 ”，解 决 他 思 想 上 的“ 贫

困”，作为帮扶干部的杜寿

平多次前往他家，坐在炕头

与他促膝长谈，耐心倾听他

的苦衷，并为他家早日退出

贫 困 户 行 列“ 出 谋 划 策 ”。

为 了 做 到“ 真 扶 贫 ”“ 扶 真

贫”，杜寿平从府谷县委调

整到榆林市纪委监委任职

后，仍始终牵挂着他家生活

的点点滴滴。

姬文明说，今年 10 月，

杜寿平和他一起，前往监狱

探视服刑中的儿子。在交

谈中，杜寿平告诫我娃，要

接受改造，虚心学习，走好

今后的人生路；家里的事情

有他帮助，他也是家里的一

员……“听到杜寿平像自家

人一样的朴实话语，我的娃

娃 顿 时 痛 哭 流 涕 ，双 膝 跪

地，表示一定要安心服刑，

争取早日回归家庭。”

在杜寿平的帮助下，姬

文明感觉生活又有了奔头，

下地劳作的心劲儿比以往更

大了。如何将自家的粮田打

理好，成了他考虑最多的问

题。闲暇时间，他还饲养了

7只绵羊和 1头驴。“算上老

父亲的高龄补贴、养老保险

和家里的退耕还林补助等，

今 年 我 们 全 家 收 入 达 到

33607 元，‘贫困户’的帽子

被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现

在，陕北气温很低，但我家里

窑暖炕热，我们正筹划着过

一个欢乐的春节呢。”

摆脱贫困后，姬文明逢

人就夸党的好政策，还主动

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成为群众身边的脱贫

标杆。“帮扶干部一个小小

的举动，不仅增添了贫困户

脱贫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

扶贫干部树立了榜样。”粉

房沟村第一书记尤春说。

杜寿平说，只要我们俯

下身子，投入真心扶贫，带

着感情帮困，千方百计为贫

困户解决问题，在脱贫攻坚

的路上咬定青山不放松，脱

贫攻坚这块硬骨头就一定

能啃下来！

时值寒冬，旦斤却敞着衣服，正在地

里干活。

旦斤家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

部县桑坝乡班藏村，这里平均海拔 2800
米，高寒阴湿，终年浓雾锁山，却是中药

材当归生长的“乐园”。

以前班藏村村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

守着这样的“金饽饽”，大多数家庭还以

种植青稞、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生。由

于海拔高，气候阴湿，农作物产量很低，

很多家庭一年辛苦到头只能勉强糊口。

旦斤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的收入来源只有几亩青稞，还要供养 3
个孩子上学。生活的困窘仿佛一座大山

压在这个健壮的藏族汉子肩上。

2015年，迭部县决心利用高寒阴湿

的气候特点，在县内试种当归。“乡里对

各个村进行考察，认为当归适宜高海拔

生长，经济附加值高，且生长周期短。”

桑坝乡党委组织员赵洛英说。

刚开始，有些村民习惯了“半农半

牧”，认为种植当归不赚钱且浪费时间，

乡政府与村委会决定让党员带头试种。

“当年我们就大大提高了种植收入，很多

农牧民一看都开始跟着我们试种起来。”

赵洛英说。

为了摆脱贫困，旦斤也试着种了几

亩当归。没想到，一年下来他就增收

4000多元，实现脱贫。致富的喜悦重新

燃起了旦斤内心希望的火焰。

为了减少初次种植当归带来的风

险，政府为农户提供各种支持。村民不

懂种植技术，县里专门请来农技专家，让

种植户边种边学；苗株成本高，桑坝乡特

地为每个村建立育苗室，为村民提供种

苗；班藏村还专门购置一台当归收割机

帮助村民减负。

有了政策扶持，旦斤更坚定了种植

当归的想法。“继续扩大生产，赚更多

钱。”旦斤暗下决心。2018年，旦斤家年

收入已超过 4万元。赚来的钱旦斤不仅

用来投入再生产，还用来养殖，目前他家

已有了 16头犏牛。

班藏村村主任吉也介绍，2019年全村种植当归 715亩，

户均种植面积 5亩，户种植面积最大的达到约 20亩。下一

步，村里计划建立合作社，统一对村民种植的当归进行销售，

并且建设专用的储藏室，帮助村民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当归这种传统中药材不仅帮班藏村这个偏远贫困的藏

族山村补足了脱贫致富的“志气”和“资本”，也助力整个迭部

县实现脱贫。2018年，迭部县种植藏、中药材 1.69万亩，2019
年 4月，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新华社兰州12月3日电

搬迁户在贵州省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金银山社区的扶贫车间
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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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就帮到底
扶贫给真力

——陕西府谷扶贫扶志采访见闻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苗寨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

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扶贫”的重要指示。

6年来，各地坚持实事求是，精细化管理

扶贫对象；坚持因地制宜，精确化配置扶贫资

源；坚持分类指导，精准化扶持贫困群众……

务“实”求“精”，高效释放扶贫制度红利，提速

脱贫奔小康进程。

不漏一户，不错一人，不搞“一评
定终身”

在黑龙江省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记者

听到驻村扶贫干部被薅脖领子的故事。

2017 年，黑龙江省财政厅的赵谦被派到

林盛村当第一书记，发现村里不少条件不错

的家庭竟然挂着贫困户牌子，错评率很高。

赵谦带人逐户走访，对全村贫困户进行

重新认定。经过全体村民大会认真讨论和投

票表决，原来认定的贫困户有 51%被清退。

这一下可炸了锅。有位村民找上门，薅

住赵谦的脖领子问：“你是干啥的？来管我们

村的闲事呢？”赵谦慢慢挪开村民的手：“你听

我细致讲解。”他把重新认定的程序一讲，把

评上的、清退的贫困户的条件端出来一一对

比，那位村民没意见了，“标准明确了，程序规

范了，就算被退出来，我也心服口服。”

认真贯彻精准扶贫的要求，各地对贫困

户进行严格动态管理，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

人，不搞“一评定终身”。

去年，江西省井冈山市鹅岭乡蕉陂村村

民尹慧文遭遇交通事故，瘫痪在床，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一夜入贫。尹慧文躺在床上

叹气。

村干部和驻村扶贫队员敲开了尹家的

门，坐在床边轮流宽慰尹慧文，说精准扶贫绝

不会把你落下。扶贫队严格按照政策，把他

列为新增贫困户，帮他办好了特殊疾病门诊

和低保，治疗费用报销了 9成以上。

尹慧文又振作了起来，“感谢精准扶贫，

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因地制宜，找准产业，用发展甩掉
贫困帽子

在过去多年的扶贫中，十八洞村先后尝

试过养猪、养鸽子等多种产业扶贫方式，有的

村民拿到小猪仔后转身就去镇上卖了，有的

等扶贫工作队一走就把“扶贫鸽”吃掉了，村

里贫困面貌没有什么变化。

一直以来，扶贫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扶贫

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等不够精准，影响了扶贫

成效。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

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

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

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十八

洞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猕猴桃是适合十八洞村资源条件的优质

水果，但村里人均耕地仅有 0.83 亩，且散落

分布，难以发展规模农业。在上级部门支持

下，村里转变思路，异地流转土地 1000 亩，

村民以产业帮扶资金入股，集中种植优质猕

猴桃。2018 年，村民共获得产业收益金 88.5
万元。

十八洞村山奇水秀，溶洞多，有“小张家

界”之称，苗族民俗文化资源丰富。着眼发展

乡村旅游，村里成立旅游开发公司进行统一

开发。还组织村民成立各类产业合作社，发

展苗绣、黄桃、油茶、蜂蜜等产业。

配套越来越齐全，游客慕名而来，去年来

十八洞村的游客达 30 万人。曾经的贫困户

施全友开了农家乐，去年毛收入近 60 万元，

他说：“产业找准了，路子走对了，日子越过越

舒心了。”

以产业为根本，推动脱贫攻坚，是各地的

共同探索。

井冈山市东上乡有养蜂传统，但养蜂技

术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一直没成为富民产

业。2018年，东上乡引进了一家养蜂专业合

作社，借助市场力量，引导贫困户养蜂。

今年，乡里建设了蜂蜜加工厂，蜂蜜不仅

不愁销路，而且每斤单价超过 100元，是几年

前的两倍。“有了精准扶贫，抓产业接了地气，

接了市场，我们都过上了好生活。”东上乡曲

江村村支书许先文说。

因人施策，量身定做，不让一个贫
困户掉队

过去，十八洞村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

如何帮助所有村民脱贫？驻村扶贫队和村干

部们目标明确：没有通用公式，必须分类指

导、因人施策。

“你们一定要采访龙先兰。”村民们对记

者说。

一见面，龙先兰掏出手机，“加个微信好

友呗。”村干部在旁笑了起来，“呵，这是一个

优秀的蜂蜜推销员！”

生于 1987 年的龙先兰是孤儿。由于亲

情缺失，他染上了酒瘾，喝醉了就在地上睡，

村民都说这个后生完了。

2014 年，他找到时任驻村扶贫队队长龙

秀林要钱。龙秀林告诉他，“等靠要”是没有

志气的表现，我们会全力帮助你，更关键要靠

你自己脱贫。

龙秀林分析，龙先兰破罐子破摔，主要是

因为亲情缺失，孤独无望，需要用爱唤醒。龙

秀林找到他敞开心扉：“先兰，以后我就是你

哥，哥绝不会丢下你！”

龙秀林帮他戒酒瘾，送他学技术，带他回

自家过年……感受到温暖、找回生活信心的

龙先兰，在农校培训时对养蜂产生了兴趣。

“我们山上花多，适合蜜蜂生存，我想养蜂。”

龙先兰的想法让龙秀林喜出望外，马上帮他

试着养了 4箱野蜂，到年底就挣了近 5000元。

在十八洞村相亲大会上，龙先兰看上了

邻村姑娘吴满金。对方父母反对：“他可是孤

儿，还是个酒鬼。”龙秀林以哥哥的身份，带着

龙先兰上门求亲，“他已经改过来了，现在又

能养蜂，我担保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两位老人终于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如

今，小两口一起养蜂，年收入 10多万元，不仅

自己脱贫，还带动周边村寨 118 户村民养蜂

致富。龙先兰说：“感谢秀林哥为我量身定做

的脱贫办法。”

在黑龙江的林盛村，赵谦驻村之初，贫困

户于福才当面说起风凉话：“你扶啥贫，不就

是下来镀镀金？”赵谦没生气，在分类施策帮

扶中，充分利用于福才的驾驶农用车技术，把

村里唯一一台铲车给他开，引导他加入了呼

兰河右岸农业合作社，还帮他参与发展村里

豆腐产业。

当年，于福才比往年多挣 7000多元。这

位有写日记习惯的村民，在自己本子上写下

“感谢赵谦的恩情，感谢扶贫工作队的恩情”。

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切脱贫事

精准扶贫：提速脱贫奔小康
□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周楠 张玉洁

12月 3日，乐亭县中堡镇前沙铺村的一名农民在自家
大棚内采摘成熟的草莓。近日，位于滦河岸边的河北省乐
亭县中堡镇草莓种植区的草莓开始进入成熟期，果农抢抓
农时采摘供应市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