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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的 8 月，甘肃省天祝藏族
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
治县相继迎来自治县成立 70周年。

当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全
国脱贫攻坚任务的“硬骨头”县及甘肃
省唯一的边境县 70 周年县庆，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年相遇，当年深山戈壁中
求生的三个县，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憾山——撼山：反贫困、战天地

东乡县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大山在这里拧成疙瘩，条条沟壑
把塬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人们深
困其中，当地人形容自己的生活“水比
油贵、路在崖边、校在天边”。

仿佛认定了这片土地只能生长贫
困，年轻人纷纷离家外出打工。与东乡
族自治县同龄的 70 岁东乡族老人白银
中，只能带着孙辈过留守生活。

“妹妹有一次上学摔断了胳膊。”白
银中的孙子、14岁的白义说。

挥别大山，换个活法，成了白银中
生命里最大的期盼。

2019 年 11 月，在当地政府的主导
下，白银中一家 7 口告别爬不完的沟沟
坎坎，搬到城镇开始了新生活。

一家人分到了一套楼房。电梯直
达家门口、拧开水龙头水流清澈……直
到现在，白银中还在努力学习使用抽油
烟机，白义则用“惊心动魄”形容第一次
坐电梯的感受。

搬 出 大 山 天 地 宽 ，走 出 大 山 心 敞
亮。“十三五”以来，东乡县共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 2.8万人。

白银中带领全家搬迁时，扔掉了烧柴
的大黑锅等很多旧家什，但有两样“旧家
什”白银中舍不得扔，一样是挑水的大水
桶，一样是以前专门走泥路穿的“泥鞋”。

在东乡人的眼中，水和路的改变，
跟命运密切相关。

取水上山、人挑畜驮，遇到恶劣天
气，取水就更难了，几乎每家都有一个
壮劳力被牢牢绑在“水”上。

“有时候挑到半道摔倒把水洒了，
恨得人想哭。”白银中说，他的老腰病就
是多年挑水落下的。

东乡县将饮水安全作为“两不愁”
的保障重点。在一批大项目的支持下，
分散在上千条梁峁和沟岔中的 1800 多
个自然村，基本实现自来水入户和安全
饮水全覆盖。

沧海桑田，东乡变了容颜。
从“温饱不足”到“脱贫奔小康”，从

“靠天吃饭”到“产业兴旺”，从“贫穷落
后”到“安居乐业”，千百年来困扰东乡
人民的吃水、住房、上学、出行、看病等
历史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全县公路
通畅率达 100%，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
村通公路。

东乡县委书记马秀兰介绍，全县贫
困人口从 2013 年底的 10.91 万人，减少
到 2019 年底的 1.28 万人，2020 年预计
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8 月 26 日 ，东 乡 族 自 治 县 迎 来 70
周年县庆。群众涌上街头，欢笑和歌
舞齐飞。

“看着眼前的一切，总忍不住掐掐
身上的肉，让自己相信这不是梦。”笑着
笑着，白银中眼里涌出了泪水。

东乡县向北 200 公里的天祝县，这
里的人民同样经历了命运的巨变。

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天祝县，是我国
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个古丝绸
之路上的咽喉要塞，县域多薄瘠山地。

近年来，天祝县实施了大规模的易地
搬迁工程，累计建成 76个安置点，搬迁移
民6.4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020 年 2 月，天祝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彻底结束了“一方水土不能养
活一方人”的历史。

8 月 1 日，天祝县庆祝建县 70 周年。
群众身穿盛装载歌载舞。微风吹过，草
原上的格桑花，在阳光下尽情绽放。

困路——筑路：铺新路、求发展

70 年来，天祝、东乡、肃北三县向贫
困决战，“脱盲路”越走越宽，“脱贫路”
越走越快，“发展路”日益通畅。

生活“甜度”几何，产业发展是关键
因素。

古丝绸之路哺育出了天祝的独特
名马——岔口驿马。这种马善走对侧
步，是我国稀有的名马良种。

精准扶贫激活了广袤的农村市场，
养马近 30 年但一直“小打小闹”的胡万
良在政府支持下筹资 80 万元建起了养
马场。

如 今 ，胡 万 良 的 岔 口 驿 马 远 销 新
疆、青海、四川等地，带动县里的养马散
户拧成一股绳，发展壮大成“伯乐”队
伍。目前，天祝已建有 3 个岔口驿马保
种场，全县存栏 5000 多匹。通过育马、

驯马、售马，牧民奔向好日子，“养殖小
规模”变成“销售大产业”。

随 着 生 活 持 续 变 好 ，天 祝 人 不 再
“种什么、吃什么，剩什么、卖什么”，转
而种起了“洋庄稼”藜麦。

藜麦被营养学家称为“粮食之母”
和“太空食品”。2017 年，天祝县调整产
业结构，引入藜麦试种，统筹推动“农
业+旅游观光”的经营模式。

截至目前，天祝县藜麦种植面积达
11.6 万亩，平均亩产值 1700 多元。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 1.2 万人靠种植藜
麦，让日子开出“幸福花”。

24 岁的东乡族妇女马八苦热也有
了“工人”的新身份。每天早上，在家里
安顿孩子吃过早饭后，步行 5分钟，她就
到了上班的地方。

2019 年 11 月，方大集团东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她居住的小区附
近组建了制衣扶贫车间，为贫困群众提
供就业渠道。

“收入能负担全家日常开支，还能
照顾老人和孩子，感觉一切都很完美。”
马八苦热很珍惜眼前的生活。

在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等
带动下，产业扶贫带贫效益更加凸显。
截至 2019 年，东乡县共建成运行扶贫车
间 35 个，帮助上千名东乡妇女在家门口
变为产业工人。

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对口支援，使
东 乡 县 域 经 济 从 一 穷 二 白 到 大 幅 提
升。2019 年，东乡县实现生产总值 32.7
亿元，与 1990 年相比增长 65倍。

生活顺意，日子精彩。产业的高质
量转型也将无数牧民送上了发展快车道。

畜牧业是肃北县的传统支柱产业
之一。70 年来，作为“马背上的民族”，
蒙古族群众彻底告别“风餐露宿”。在

“草畜平衡”“退牧还草”“退羊养驼”等
政策帮助下，牧民们的牲畜存栏量不断
下降，但收入不降反增。不少牧民走下
马背，告别草原，在城里开启了现代化
的生活。

“过去，人能不能吃得好，全看羊能
不能吃得好。羊能不能吃得好，全看老
天爷的‘脸色’。”距离肃北县城近 100 公
里的党城湾镇红柳峡村，是纯牧业村。
身为老一辈牧民，提起牧民生活的变
迁，75岁的那木德力有说不完的话。

2012 年 起 ，肃 北 县 引 导 牧 民 维 持
“草畜平衡”，每年给牧民提供各种草原
奖补人均 3.6 万元。从那时起，牲畜总
量逐年减少。

那木德力家里有草场 1.3 万亩，但
他只养了 50 峰骆驼和 30 多匹马。牲畜
减少了，但收入不减反增。去年，他卖
了 5 峰成年骆驼，仅这一项就有近 5 万
元收入，他和老伴每年还能领到 7.2 万
元“草补”。

老有所乐，老有所依。那木德力步
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他说：“吃过了
苦，才知道现在生活有多甜。”

旧颜——新颜：新生活、新希望

70 年奋斗不止、拼搏不断。陇原大
地上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经历了奇迹般
的巨变，旧貌换新颜。环境更美了，生
活更富裕了，人们的精气神更足了，新
希望在这里迸发。

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是少数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拦路虎”。不遗
余力推动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成为少数
民族地区的共识。

13 岁的马拉毛尕是天祝县红圪垯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住在偏远牧区，距离
学校远。过去，他只能背着馒头上学，住
学校的大通铺。由于学校缺乏教学器
材，他从来没上过音乐课和美术课。

2015 年，天祝县实施了“全面改薄”
项目。当地新建大型移民点学校 9 所，
改建扩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16 所，孩
子们第一次在学校用上了水厕。

红圪垯小学校长瓦桑吉尚介绍，学
校配齐了音体美教学设施以及多媒体
教室，打造了英语、科技等多主题的校
园文化长廊，“跟城市的学校一样了”。

和马拉毛尕一样，来自天祝农牧区
的 9700 名学生从教育中受益。这些孩
子的命运，被教育引导走上了一条更美
丽的道路。

眉笔、腮红、高光、眼影……东乡贫
困家庭女孩马月摊开化妆包，像打开了
一个缤纷世界。

马月从小羡慕“神奇”的化妆师，但
因为家庭贫困，心愿一直无法达成。今
年 5 月，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免费为贫
困家庭劳动力开办美容美发班。

一个多月过去，25 岁的马月顺利拿
到了结业证书，可以独立完成整套的新
娘妆。“将来打算自己开个店，这就是我
一辈子的事业了。”马月不仅圆了从小的

“美”梦，也让将来的日子变得“漂亮”。
近年来，东乡县按照“培训一人、致

富一家、带动一片”的思路，大力推行培
训就业工程。当地已有近 1.5 万名贫困
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走向社会，通过一
技之长端稳了“饭碗”。

如果说教育之路是长期脱贫之路，
生态之路就是美好希望之路。

肃北县辖内矿藏资源丰富，黑色金
属、有色金属等传统矿产资源门类齐
全，催生了一批工矿企业。但曾经不加
节制的开采，一度让绿色草原披黑，生
态遭到破坏。

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黑色 GDP。肃
北县全面禁止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的各类开采活动，特别是对
采矿问题坚决整改。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副局长张玉斌介绍，随着严格管护
和生态恢复，保护区内生态环境由乱到
治，各类动物种群持续扩大。

重拳出击整治生态问题的背后，是
当地持续协调好生态保护和矿产资源
开发的大文章。

肃北县委书记张立东介绍，立足工
业绿色发展，肃北县在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越走越快。2019 年，
全县第三产业占比过半，第一产业占比
仅有个位数。15 家规模以上企业今年
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15.9 亿元，县域经
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持续壮大。

作为甘肃省唯一的边境县，肃北还
确定了“南涵水源，中建绿洲，北阻风
沙”的林业生态建设基本方针，先后实
施防沙治沙、退耕还林等工程，建成长
达 20 余公里的主干防护林和近 50 公里
的副林带，极大改善了地区生态环境和
气候条件。

70 年来，东乡、天祝、肃北三县与自
然抗争，向贫困决战，谱写了一曲曲治
山治水、治贫致富的壮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生活的新
起点。时光荏苒，新希望，正眷顾这里；
更美好的生活，正悄然走近。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马维坤 宋
常青 姜伟超 张文静 程楠 王铭禹 白
丽萍

大大山的回响山的回响
——三个民族自治县的三个民族自治县的 7070年巨变年巨变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城南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扶贫
车间，留守妇女在制衣车间工作（8月 4日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为推进经济开发区创新提
升，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江苏出台 20条政策措施。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朱益
民在 12 日召开的江苏省政府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介 绍 ，为 高 水 平 推
进 开 放 合 作 ，江 苏 将 支 持 引 进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
构 ，对 重 大 外 资 新 设 或 增 资 项
目 给 予 奖 励 ，建 设 外 贸 转 型 升
级 基 地 和 外 贸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推进关税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全
覆盖。

为优化经济开发区机构职
能设置，将推进大部制改革，实
行扁平化管理，职能机构以下原
则上不再设置管理层级，编制、
岗位和资源向招商引资一线和
服务企业一线集中。允许经济
开发区开发运营主体在境内外
上市，发展债券融资。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
室副主 任 张 旻 说 ，将 加 大 对 经
济 开 发 区 的 放 权 赋 能 力 度 ，借
鉴 自 贸 试 验 区 各 项 改 革 经 验 ，
推动相关领域省级管理权限下
放。计划于今年底制定出台全
省经济开发区深化“放管服”改
革 实 施 意 见 ，在开发区的赋权
上，强化精准赋权、全链赋权和
审管衔接。

据介绍，今年 1 至 8 月，江苏
各级经济开发区完成规上工业
增加值 17997 亿元；实现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884.4 亿元，同比增
长 6.7%；引进 1274 家外商投资
企业，完成实际使用外资 16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7%。
新华社记者 郑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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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 山 脚 下 的 乡 间 ，阵 阵 秋 风
吹来，已有些许寒意。走进吉林省
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灵芝种植
大棚整齐排列，鼓风机嗡嗡作响，农
户们忙着收集灵芝孢子粉，阴干、粉
碎、打包……小小的灵芝，是他们致
富的希望。

在大北山村，提起灵芝产业，所
有村民都会对高秀虎竖起大拇指。
这位腿有残疾的农民，凭着一手灵芝
种植好技术，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
路。村民们都说，高秀虎是他们的

“脱贫英雄”。
“我不是英雄，就是个农民。”高

秀虎很腼腆。
“脱贫英雄”高秀虎，经历过常人

难以想象的低谷。十多年前的两次车
祸，让高秀虎的左腿基本丧失功能。
治疗、手术、卧床……高秀虎没了生活
来源，欠下21万元债务，成了贫困户。

最难的时候，村委会找到他，要给
他家办低保。可是却有人说闲话：“他
家原来倒腾特产，肯定有积蓄，凭啥办
低保。”高秀虎拒绝了村里的好意。“人
穷志不穷，腿瘸生活不能‘瘸’。”高秀
虎说。开小卖店、养殖蛋鸡、种粮食
……一家人倔强地张罗着生计。

大 北 山 村 气 候 寒 凉 ，粮 食 收 成
差。一个偶然机会，高秀虎接触到了
灵芝种植。“咱这里适合灵芝生长，种
灵芝是致富好路子。”

在白山市、靖宇县残联和科协的
资金支持下，2012 年高秀虎租下村里
一块地，开始种灵芝。

这期间，靖宇县开展脱贫攻坚，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特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借着这股东风，高秀虎的灵

芝当年就挣了 2 万多元，坚定了他的
信心。他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几年时
间，家里扎扎实实脱了贫。

“大路货”不值钱，市场更加认可
绿色有机灵芝。高秀虎经过实验，用
枯树叶铺地，模拟野生灵芝生长环
境，提高了孢子粉产量，每个大棚能
多产出 6000 多元利润。

渐 渐 地 ，高 秀 虎 的 灵 芝 产 业 越
做越大，2013 年他成立合作社，带着
村民们一起干。安置村民就业、建
起残疾人扶贫基地、注册成立公司
……2020 年 ，合 作 社 灵 芝 销 售 额 将
近 400 万元。“我还掌握了云母、木耳
等种植技术，全部无偿教学。”他说。

47 岁的村民陈军福早年间因车
祸致残，高秀虎免费提供菌种，带领
他种灵芝。几年过去，陈军福过上了
小康生活，农忙时节，还雇佣 20 多名
村民干活。

在大北山村，像陈军福一样的村
民还有很多。村民韩文章的女儿有
智力障碍，高秀虎带领他种云母，大
大缓解了他家的生活压力；35 岁的
村民张鑫从城里回来，跟着高秀虎学
习木耳种植，成了远近闻名的木耳种
植能手……

高秀虎还把脱贫致富的种子撒
向更广阔的田野。他在全省开展培
训，讲授长白山特产种植技术，已经
培 训 了 1000 多 人 次 。“ 我 把 这 叫 作

‘种子计划’，借此和大家一起脱贫奔
小康。”他说。

新华社记者 段续 赵丹丹

从从““因残致贫因残致贫””到到““带头脱贫带头脱贫””
——吉林靖宇有这样一位吉林靖宇有这样一位““脱贫英雄脱贫英雄””

9 月 25 日，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高秀虎整理灵芝孢子粉收
集袋。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金 秋 十 月 ，
河北唐山遵化市
各家核桃专业合
作 社 的 场 院 里 ，
社员们忙着将收
购 的 核 桃 晾 晒 、
精选、装箱、外运
销售。

图 为 10 月
13 日，邮政快递
车在河北唐山遵
化市东旧寨镇一
家合作社场院将
核桃装车。

新 华 社 记 者
刘满仓摄

深秋，走进四面环山的江西省婺源县
江湾镇篁岭村，瓦蓝的天空下，白墙黛瓦
的古朴徽派建筑与晒匾里的辣椒红、南瓜
黄等交相辉映，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每年秋收后，村民将家中农作物在
楼前院落等空地晾晒，被称为“晒秋”。
70 岁的曹秀云裹着头巾娴熟地翻动着
晒匾里铺开的农产品，掩映在一片“金
黄火红”之中。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扛着锄头，
唱着四季歌，就是之前的生活。”曹秀云
说，十年前这里还是交通不便的穷山窝，
村民守着几亩庄稼地讨生活，一些年轻
人外出闯荡，村子成了半空心村。

好山好水好风情，村民捧着金饭碗
却受着穷。为盘活沉睡资源，当地引入

社会资本发展乡村旅游，村里通水、通
路，基础设施改善，同时古建筑、民俗也
得到保护与继承。“晒秋”成为曹秀云的
工作，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元。

“以前‘晒秋’是为了方便农产品保
存，现在乡村旅游发展，‘晒秋’成了一
道风景，一些游客会买些农产品带回
家。”曹秀云告诉记者，村里的农产品很
走俏，价格也上来了。

“为更好促进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景区深挖徽州古村古建、晒秋、油菜花
海等特色元素，复兴古村风貌。”篁岭景
区负责人吴向阳说。

同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还有 56
岁的曹任来。2015 年，他结束在外“漂
泊”的生活，成为景区农林业景观打造和

管理负责人。“既能赚工资，还能照料家
庭。”曹任来说，妻子也在景区员工食堂
做后勤，夫妻二人成了景区的双职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村民依托
景区进行创业。走在篁岭景区，游客常
能看见油纸伞、婺源龙灯、龙尾歙砚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街里巷间制
作手工艺品。越来越多村民回到古村
发展，经营茶坊、酒肆、书场、砚庄、篾铺
等，实现增收致富。

“晒秋时节往往是生意最红火的时
候。”眼看着村里旅游业越来越火，村民
曹顺林去年开了一家农家乐，如今越来
越忙，钱包也越来越鼓。

2019 年，篁岭村人均年收入从旅游
开发前的 3500 元增至 4 万元，户均年收
入从 1.5万元增至 13万元。他们“晒”出
的，是自己的美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 姚子云 熊家林

江西婺源农民“晒”出美好生活

2013 年以来，浙江杭州市和宁
波市坚持产业、就业和社会事业“三
业联动”，帮扶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高质量脱贫。如今，两州贫困发生率
降至 1.2%以下。

依托产业脱贫致富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望丰
乡三角田村的吉利茶旅文化示范基地
雷山云尖茶叶加工车间，一股股茶香
沁人心脾。摊青、杀青、烘干……一系
列全自动制茶工序井然有序。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雷山县总
人口不足 17万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90%，全县人均 1 亩茶园，但品牌知名
度不高，茶农收入有限。2018 年，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捐赠 2000 万元新建
全自动茶叶生产线和 2700亩茶园，为
当地新增 180个就业岗位。

雷山县云尖农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春艳说，杭州产业帮
扶，不仅管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更管
茶叶的品牌和销售，推动整个茶产业
链提档升级。

黔西南州依托宁波帮扶资源，积
极打造“一县一业”，扶贫全产业链格
局逐步形成。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潘家庄镇，原
本光秃秃的荒山如今种了 1200 多亩
蓝莓。蓝莓生态园负责人令狐云说，
得益于宁波市的 300 万元产业帮扶
资金，当地逐渐发展起蓝莓产业，村
民脱贫致富有了新依托。

据宁波市挂职干部、黔西南州政
府副秘书长许文平介绍，2013 年以
来，宁波市已在黔西南州投入财政帮
扶资金 13.89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712
个，覆盖带动 40余万贫困人口增收。

引导群众创业就业

近年来，杭甬两地通过“浙籍企
业、技能培训、扶贫车间、能人创业”等
方式，构筑东西部扶贫的就业高地。

幼时丧父、从小与奶奶相依为
命的杨武治，是黔东南州天柱县的
贫困户。2019 年参加了杭州市中华
职教社举办的培训后，成为杭州西
奥电梯有限公司的员工，如今月收
入 1 万多元。

“为提高贫困人员的专业技能，杭

州 市 近 年 来 还 开 展‘ 吉 利 成 蝶 班 ’
‘现代学徒班’等订单式培训，累计
就业技能培训 1.3 万人次；并组织近
600 名贫困学生到杭州市各类职业
技术学校就读。”杭州市挂职干部、
黔东南州副州长沈翔说，目前黔东
南州累计输出到浙江就业的贫困人
口有 3.3 万人。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龙发服饰
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
订单。这个甬黔共建的“扶贫车间”
现有员工 120 余人，其中 85 人来自贫
困户家庭，已累计带动 500 余人增收
脱贫。

“今年以来，宁波市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通过专车接送等方式，组织
近 3000 名贫困户到宁波市务工，人
数比去年增长 40%。”许文平说。

在帮扶中，杭州、宁波还把目光瞄
准当地“能人”，引导群众创业。近年
来，杭州市凭借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帮
助黔东南州培训近 4000 人次电商人
才，帮助1665名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

多方参与扶贫

得益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
的帮扶，黔东南州施秉县人民医院
2016年以来实现了重症医学科、新生
儿科、康复科和感染科从无到有的突
破，骨科、普外科、妇科手术等逐步成
熟，群众看病逐渐回流到县医院。“我
们 院 2019 年 门 诊 人 数 达 157050 人
次，较 2016 年增长 6.1%；住院人数达
17361 人次，较 2016 年增长 4.5%；手
术量 3421 台，较 2016 年增长 3.9%。”
施秉县人民医院院长欧阳业凡说。

2019 年以前，晴隆县一些中小
学的饮用水存在含泥量多、消毒药水
味重等情况。为让贵州孩子喝上干
净水，宁波市宁海县一些爱心企业和
社会人士为当地 32 所学校安装了 50
万元的净水器设备，2.2 万余名教师、
学生受益。

宁波市 78 个经济强镇、244 所学
校、90 所医院分别与黔西南州 86 个
乡镇、321 所学校、144 所医院结对。
杭州 102 家社会组织结对帮扶黔东
南州 356 个贫困村。在多方合力下，
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贫困发生率目
前已降至 1.2%以下。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浙江浙江““三业联动三业联动””帮扶贵州高质量脱贫帮扶贵州高质量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