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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 星期四脱贫攻坚

新华社重庆 3 月 9 日电
（记者 李松） 对新冠肺炎确诊

贫困患者每人每月发放临时救

助金，对相关扶贫企业给予一

次性生产补贴或贷款贴息……

近期，重庆连续出台政策举措，

努力防止贫困人口因“疫”返

贫。

在重庆万州区，新冠肺炎

贫困患者王女士没想到，自己

刚治愈出院还在集中隔离期，

相关扶贫帮扶政策就落实到位

了。“帮扶责任人在得知我患上

新冠肺炎后，第一时间就把相

关资料报送给扶贫部门，经过

认真审核，临时救助金、贫困户

新冠肺炎专属保险等政策一样

不落都落实了。”王女士对每项

救助帮扶政策都记得很细，“临

时救助金是每月低保标准的两

倍，有 800多元。另外，专属保

险每天补偿 100元。我住院了

13天，得到 1300元。政府扶贫

帮扶真的很贴心很暖心。”

“截至 3 月 8 日，万州区确

诊新冠肺炎患者有 118 例，是

重庆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这

其中贫困新冠肺炎患者就有 3
人。”万州区扶贫办主任雷传亮

介绍，根据全市统一政策，区里

密切跟踪每一位受疫情影响贫

困人口情况，及时兑现扶贫帮

扶，力争将疫情对贫困群众的

影响降至最低。

重庆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

正一手战“疫”、一手战贫，不因疫情影响脱贫攻

坚成色和质量。在产业扶贫方面，重庆正在调

整和优化扶贫资金使用要求，对努力克服疫情

影响、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扶贫企业，给予一次性

生产补贴或贷款贴息。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突

出贡献、社会效益好的涉农企业，优先支持其参

与符合条件的脱贫攻坚项目。

同时，重庆市还开通了扶贫小额信贷绿色

通道，简化办理程序，满足贫困人口产业发展的

信贷需求，实现应贷尽贷。对受疫情影响无法

如期还贷的，最长可延期 6个月还款，继续享受

财政贴息等政策。

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城

出发，3 个小时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把

记者带到了金沙江边的龙潭镇幸福

村。这一天，43 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拉

马尔且正为吉普大叔申报低保的事忙

活着。

从 2011 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拉马尔且没轻松过一天，“基本没

在夜里 12点前睡过觉。”

村子虽然叫幸福村，但在过去，想

要幸福对村民来说却很奢侈。

住红泥土坯房、走泥巴路……多

年来，贫困如同“魔咒”将 187户村民紧

紧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过去烤烟是村民赖以为生的经济

作物，可除去化肥、农药成本，种得再

好，一亩才能挣 1000块。

2011 年，拉马尔且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前任支书扔下一句话：“我干不

起的事情你干得起我就佩服你，你要

是干不起，你也等着下课吧！”

“上任后我就写了几个目标，跟群

众开会，说出去的话办不到我就不姓

拉马。”拉马尔且说。

修路是首要目标。村里的烤烟地

都在半山腰，坡度大，只能靠人一捆一

捆地背下山。路，一直是全村人的梦

想。

说干就干。拉马尔且拿出家里的

全部 3 万元积蓄开始租设备修路。一

开始，村民们只是看着拉马尔且干。

经过他挨家挨户地动员，慢慢地，大家

开始也参与进来。5条全长 3.7公里的

机耕道，从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

到能过农用车，修了整整 3年。它不仅

畅通了运输烟叶的渠道，也让这位村

支书走进村民们的心里。

路通了，拉马尔且就想着尽快提

高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脱贫攻坚以

来，他三天两头往镇上、县上跑，去争

取项目、争取资金。

幸福村有多年青花椒种植历史，

但由于种植规模小、种植分散、种植技

术落后，收益一直很低。

2015 年，拉马尔且和村“两委”成

员们决定在幸福村大规模种植青花

椒，在乡党委政府和布拖县相关部门

大力支持下，幸福村青花椒种植基地

被列为县里的重点项目。

如今，村里的青花椒平均一亩收

入已经达到 5000多元。2019年幸福村

青花椒卖出 200多万元，还有人专程从

乐山、成都、云南赶来收购。幸福村人

均收入达到了 7000 元，村民们不仅骑

上三轮车、摩托车，不少人还开上了货

车、小汽车。

“过去贫困户家里没有粮食了只

能吃酸菜，我还要拿玉米面去接济；现

在家家户户三菜一汤，时不时就吃烧

烤火锅。”拉马尔且感慨道。

2017 年，幸福村成了全镇第一个

摘掉贫困帽的村子。

“阿爹阿妈没能给我修的房子，共

产党给我修好了。”走进贫困户马莫吾

作干净亮堂的新家，她高兴地说，“我

们家现在过彝族年的时候都感谢党的

好政策和村里的好支书！”

村 民 富 了 ，拉 马 尔 且 这 支 书 却

“穷”了。

为了完成改种青花椒后村里未完

成的烟叶合同，拉马一家 6 亩多土地

2015年才零星改种青花椒树。“去年青

花椒才卖了一万块钱，三个儿子读书

都供不起。”拉马尔且说，自己每月收

入仅有 1650 元，家里收入基本靠妻子

在镇上餐馆打工。

拉马尔且的大儿子今年 23 岁，在

成都上大学。“他曾经问我，为什么其

他同学都有助学金我没有。我告诉

他，爸爸是干部，不能麻烦国家。”上学

期孩子去上学，他只给孩子带了 30 多

斤苦荞面去学校。“幸好有老师关心

他，经常在食堂打饭给他吃。”提起孩

子，拉马尔且总是眼中含泪。

拉马尔且告诉记者，这些年来，自

己也受过不少委屈。为了做到办事公

平公正，他被亲戚骂过甚至打过——

因为他拒绝“开后门”，表弟享受不到

易地扶贫搬迁新房，一气之下用石头

砸了他。“那一砸把我痛哭了，身上不

痛，心里痛。”

但这位“穷支书”得到了群众满满

的认可。2017年，因为易地扶贫搬迁，

村里要协调 31户建房的土地。拉马尔

且一天开四个会，7天协调完毕。这一

让当地乡党委政府惊叹不已的工作效

率，与村民们的对“穷支书”拉马尔且

的信任和支持分不开。

“我家修房子的时候，来了一百多

人帮我，这让我深深感动，让我知道大

家心里都认可我。”拉马尔且说。

新华社成都 3月 9日电

“咔嚓、咔嚓……”河北省平乡县欧耐机械

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打气筒生产车间里，56名贫

困人员身穿工装、戴着口罩，加紧组装销往德

国的打气筒订单。“县扶贫办推荐了一批贫困

人员，经岗前培训都已上岗，大大缓解了用工

难。”公司总经理李昊峰说。

欧耐机械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北省龙

头扶贫企业。复工后，平乡县工信、扶贫、就业

等部门合力帮扶，企业严格执行员工测温登

记、分区就餐等防疫制度，加班加点赶制出口

订单。

连日来，河北省扶贫企业和扶贫车间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一度摁下“暂停键”的沉寂车间

机器轰鸣，贫困群众等企业职工重新忙碌起

来。

平乡县是我国童车生产基地。疫情当前，

货源紧缺、运输受阻、用工紧张，自行车、童车

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平乡县扶贫办负责人徐

军彪说，政府开展“就业扶贫助复工”行动，为

企业提供帮办、资金、信息、技术等服务，全力

保障水、电、气、网供应，采取集中组织货源、开

通绿色运输通道、推荐贫困劳动力上岗等措

施，助力企业摁下复工“快进键”。

目前，平乡县绝大部分规上工业企业和限

额以上商贸物流企业复工，带动整个产业链复

苏，解决了 1.2万余人就业压力。

邯郸魏县 2018 年脱贫摘帽。为巩固脱贫

成效，当地大力发展农业扶贫产业园区，重点

发展密植梨、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带动 1.2
万多人就业和入股。

惊蛰时节，魏县仕望集乡崔阁村扶贫产业

园区蔬菜大棚里，工人复工后忙着种植优种甜

瓜。“俺们在家门口打工，每天能挣好几十块

钱，日常零花钱就有了。”崔阁村贫困群众王海

英说。

崔阁村扶贫产业园区有 120 座大棚，由邯

郸华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明海种植合作社

合作经营，带动 60多户贫困户就业。“公司购进

30多万元化肥、种苗，种了几十亩菜花和甜瓜，

后续还将栽种土豆、黄瓜、生菜、油菜等。”邯郸

华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瑞彬说。收成

好了，公司和贫困户的利益都有保证。

在魏县沙口集乡北辛庄村万亩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570亩密植梨萌发新芽，贫困群众忙

着修剪管理。附近的食用菌扶贫产业园里，

100 个食用菌大棚即将完工，工人们忙着铺设

棚内通道。建成后，这里可年产优质鲜银耳

600万棒，带动 1100多户建档立卡群众受益。

近日，阜平、涞源等 13个县脱贫，河北省贫

困县全部“摘帽”。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产业扶

贫是关键。

玖兴农牧（涞源）有限公司 20 万吨肉鸡加

工项目，是政企合作的扶贫产业重点项目，每

天可屠宰肉鸡 27万只。项目采取“公司+基地+

合作社+村两委+贫困户”委托饲养模式，因春

节后工厂停产，待屠宰出栏肉鸡达 200多万只，

贫困户饲养成本增加。而企业要复工，从荷兰

进口的肉鸡屠宰生产线电力设备调试成为棘

手难题。涞源县供电公司派出技术骨干，帮助

公司逐一巡检电力设备、排除故障，生产线重

新运转起来。

生产线调试当天，工厂用电量近 13万千瓦

时。满负荷生产后，日用电量将翻倍增长。涞

源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仲成说，供电公司对玖

兴农牧（涞源）有限公司等用户落实 5%的电价

优惠政策，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 95%结算，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为推动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尽快复

工复产，河北还在金融保险、税费征缴、技术服

务、产品流通、煤电油气和运输保障等方面给

予优先支持，推动扶贫企业加速复工。

新华社石家庄 3月 9日电

“我 2月 17号就上班了，每天进入车间前

都要测体温，公司每天给发两个口罩。”韦圣

仙说，疫情期间，公司的防疫措施给她吃下了

定心丸，让她早早地就安心返岗了。

韦圣仙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册亨县的一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到县

城后，她就不再到外地打工，而是在新家门口

的贵州山水鞋业有限公司上班。“我家到这里

走路只需要几分钟，每个月工资 3000多元，做

着很放心。”韦圣仙说。

“我们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专门负责疫

情防控，每天给工人测 4次体温，给车间和原

材料消毒 4次。”贵州山水鞋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胥乾慧说，公司 90%的工人都是易地扶贫

搬迁户，2019 年平均月工资是 2960 元，今年

会涨到 3180元。

防疫与复工，前者事关生命，后者关乎生计。

2月 10日，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召开“贵

州省决胜决战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对决战脱

贫攻坚的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安排。2月 23日

24 时起，贵州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

级别由省级一级响应调整为省级三级响应。

连日来，记者在贵州多地采访发现，贫困

地区在分级精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

正在有序推进扶贫车间复工复产，确保困难

群众稳定增收。

“我们年前接到了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

的订单约 15万件，受疫情影响，产量落下了。”

黔西南州兴义市固创坊手工艺品扶贫车间负

责人李才兴说，2月 17日复工以来，公司不停

招聘附近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劳动力，加紧

组织生产，争取把时间抢回来，让贫困群众把

损失补回来。

“正式复产之前，我们请了县防疫站的专

家对复工人员进行了防疫知识培训。”遵义市

习水县贵州习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晏氢

说，目前公司有员工 40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残疾人有 97 人，他们每月平均收入在

4300元至 4500元之间。

据统计，截至 3 月 5 日，贵州全省扶贫车

间已开工 956个，越来越多贫困劳动力陆续返

岗，为稳定脱贫奠定基础。

在遵义市余庆县遵义市仕昌电子有限公

司的扶贫车间，50 多名工人们正在加工网

线。“我们建扶贫车间，就是为了让搬迁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公司马上还要增加两条生产

线，为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岗就业。”公司办

公室主任宋雪松说。 新华社贵阳 3月 9日电

新华社太原 3月 10日电 （记者 王飞航）
记者从山西省扶贫办获悉，山西省今年将对 10
个深度贫困县和剩余贫困人口 500 人以上、且

工作难度较大的 8个县（区），开展挂牌督战，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

山西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省份，2014年建

档立卡，全省共识别贫困村 7993 个，农村贫困

人口 329万，贫困发生率 13.6%。截至今年 2月

底，山西省 5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 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减少到 2.16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1%以下。

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龚孟建表示，这 18
个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贫困人口规模相对

较 大 ，其 中 有 2019 年 底 刚 摘 帽 退 出 的 14 个

县。挂牌督战的目的是为了集聚帮扶资源和

帮扶力量，在项目、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倾斜和

支持，比如今年已下达的扶贫资金中，18 个挂

牌督战县就占到全省的 46.9%；近期下达的支

持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地 方 债 ，18 个 县 占 全 省 的

44.2%。

据介绍，此次挂牌督战内容主要包括六个

方面：一是“三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二是剩余

贫困人口产业就业帮扶及兜底保障政策措施落

实；三是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动态监测和帮

扶；四是深度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入住、拆除复

垦、后续扶持工作；五是扶贫资金工程和项目带

贫益贫效果；六是各类风险隐患防范处置、涉贫

舆情和信访突出问题整改。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

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

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6

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传递

出的信号，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但未来任务仍然艰巨。一方

面，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最后的总

攻阶段，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新的挑战。但越是到紧要关

头，越是不能松劲，要以必胜的信

心、一鼓作气的决心，尽锐出战、

攻坚克难，兑现脱贫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越是艰险越向前，扶贫干部们

下定更大的决心。290多万名第一

书记、驻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

他们不仅为贫困群众带去资源、技

术和发展思路，更用自己的行动谱

写出奋进之歌。在这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场上，无数党员干部下定更

大的决心，用行动诠释担当。以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念，向着深贫

发起冲锋；以攻城拔寨的斗志，深

扎群众土壤；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勇气，在困境中逆行。

决战贫困，贫困群众下定更

大的决心。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中国人民凭着勤劳勇敢、坚

韧不拔的品质，锚定一个个奋斗

目标，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没有劈不开的柴，没有刨不平的

板。”这是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的

俗语。曾经的神山村土地贫瘠、

交通不便，但村民们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奋斗精神，让

村子成功脱贫。神山村只是一个缩影。作为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这里的人民不断迸发出求生存求发

展的动力与决心，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幸福花。

决战贫困，全国上下下定更大的决心。纵观新

中国的奋斗历程，我们总是在克服困难中壮大，在应

对挑战中突破。脱贫攻坚以来，我国强化各级各部

门脱贫攻坚责任，通过中央定点帮扶、万企帮万村、

消费扶贫等系列举措，动员了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

坚，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

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

扶贫格局，并坚持贫困县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等“四不摘”巩固脱贫成果。

冲锋号已经吹响，倒计时已经开始。要真正实

现中华民族摆脱绝对贫困的千年梦想，攻克最后的

贫困堡垒，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以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

心，谱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3月 9日，在位于彭水县的扶贫企业重庆康百矿泉水

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近日，重庆市彭水县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组织扶贫企业、扶贫车间有序复工复产，帮助当

地群众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扶贫车间复工稳脱贫
□ 新华社记者 杨洪涛 郑明鸿

复工摁下“快进键”贫困户挣钱有奔头
——河北省扶贫企业复工观察

□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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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今年将对18个县
开展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幸福村里的“穷支书”
□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李力可

四川省布拖县龙潭镇幸福村党支部书记拉马尔且（左三）和村民商讨明年
种植青花椒的规模。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3 月 9 日，滦州

市茨榆坨镇“产业

扶贫基地”新希望

合 作 社 的 社 员 在

采摘草莓。

近年来，河北

省 滦 州 市 在 实 施

精准扶贫过程中，

持 续 推 进 产 业 扶

贫、就业扶贫等工

作 ，以 土 地 流 转 、

资金入股、合作社

就 业 等 方 式 帮 助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