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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依其艾
日克镇加依村是远近闻名的少数民
族乐器制作村。全村 290 多户居民
中，近一半人主要职业是制作乐器，
其中还有多位乐器制作技艺“非遗”
传承人。

走进加依村，民房和院落经过统
一装修设计，显得非常古朴，人们似
乎看到了加依村百年前的样子。

“300 多年前，加依村村民就开
启 了 乐 器 制 作 历 史 。”新 和 县 文 化
馆 馆 长 司 丽 丽 介 绍 ，当 前 村 里 有 1
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 位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人。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艾依提·依明是著名的“乐器大
王”。走进他的家，庭院里堆满了制
作乐器的木料，经过初加工的板材被
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在一起。

艾依提·依明的工作室像一个乐
器博物馆。这里有各种花色、型号的
都塔尔、艾捷克、热瓦甫等维吾尔族
传统乐器。艾依提·依明从 15 岁开
始跟着祖父和父亲学做乐器，经过半
个多世纪锤炼，如今他几乎精通所有
维吾尔族乐器的制作技艺。

在村里，艾依提·依明与其他几
位“非遗”传承人，不仅是技艺传播
者，也是致富带头人。因为艾依提·
依明制作的乐器音节准、音色美、造
型漂亮，深受市场欢迎，附近很多村

民慕名前来拜师学艺。他回忆，几十
年来，他已带出 200 多名徒弟，这些
来自贫困家庭的农村年轻人通过几
年学习，基本都可以靠乐器制作、维
修、演奏实现增收。

本村学徒吐尔军·努尔东已在这
里学习、工作 12 年，成为艾依提·依
明默认的“衣钵传人”。“我靠制作乐
器实现了脱贫，我会把这门技艺传承
下去，让更多人受益。”吐尔军·努尔
东说。

为了发挥“非遗”品牌效应，让村
里“独门技艺”助力脱贫攻坚，加依村
成立了乐器制作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阿卜杜拉·依不拉音介
绍，场地由村里提供，厂房建设经费
来自国家扶贫资金，村里“非遗”传承
人负责传授生产技艺，60 余名附近
村民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现在合
作社每年营业额 300 多万元，所有员
工实现了脱贫摘帽。”

合作社员工吐尔迪·吾普尔一直
从事乐器雕花这道程序，现在月收入
4000 元左右。他说，以前除了种地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现在从事乐器制
作，家中有了积蓄，“我想攒够钱，在
县城开一家合作社乐器直销店，让收
入增加得更多更快。”

新华社记者 于涛 董博婷

新 疆新 疆““ 非 遗非 遗 ””传 人传 人
谱 写 致 富 新 曲谱 写 致 富 新 曲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常山教
学点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王建林写
着板书，脸几乎贴到黑板上，“啤酒
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片上落满粉笔
灰。一笔一划，每个字都工整有力。

常山教学点是甘肃省白银市会
宁县最偏远的教学点，目前设有学
前班和一年级。33 年来，王建林是
这里唯一的老师。

1987 年 冬 天 ，接 替 病 危 的 大
哥 走 上 这 三 尺 讲 台 ，王 建 林 从 此
离 开 城 市 ，把 青 春 奉 献 给 了 乡 村
教 育 事 业 。

“ 我 是 靠 读 书 走 出 去 的 ，明 白
读 书 对 山 里 孩 子 的 意 义 。”王 建
林 说 。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
耕田”是当地人的家训。会宁县地
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读书是走出
大山的主要途径。

最初，常山教学点只有一间教
室，黄土打墙，碎瓦遮顶，3 个年级的
20 多名学生挤在一起。缺桌少椅，
书本稀缺，王建林在操场上整出一
块平地，学生用木棍等物在地上演
算、练字，草编成的跳绳和脱了皮的
皮球是仅有的体育用品。

雨 天 ，教 室 成 了“ 水 帘 洞 ”；雪
天，王建林要从乡上挑煤回来给学
生御寒。

王建林改良教学点采用的“复
式 教 学 ”，将 各 年 级 的 课 程 重 新 编
排，使得所有年级能一起听课，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

艰 苦 的 环 境 并 没 有 给 这 里 的
成绩减分。在全乡教学评比中，常
山 教 学 点 的 多 项 考 核 指 标 常 年 名
列前茅。

浇灌了学生的心田，放学后，王
建 林 还 要 耕 耘 自 家 农 田 。 晚 上 备
课、批改作业。农忙时节，他顶着月
光挑粪耕地，第二天鸡鸣之前，还得
到地里忙活一阵。

教学与生活“无缝衔接”，劳累
不堪的王建林在 1997 年患上眼病，
但也没给自己批过一天假，“我请假
一天，耽误几十个学生的课程，算下
来就是耽误几十天。”

由于疏于治疗，小毛病落下了
病 根 ，常 年 视 线 模 糊 ，看 不 清 黑 板
上的字，可他认为，“孩子们就是我
的光。”

王 建 林 不 是 没 有 机 会 离 开 这
里。多年来，许多待遇优渥的岗位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一一婉拒，
因为他深爱着这片热土，坚守着孩
子眼中的“星辰”。

与此同时，随着脱贫攻坚工作
的不断进展，常山教学点的条件持
续 改 善 ，电 脑 、电 子 黑 板 、电 子 琴
……很多学生没听说过的教具出现
在教室，崭新的练习册替代了土地
上的“田字格”。

据统计，2013 年以来，会宁县共
建设校舍面积 376914 平方米，累计
投入教育装备资金 8415.44 万元，其
中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投 入 6383.19
万元。

“教 出 一 个 孩 子 ，一 家 人 脱 贫
致 富 就 有 了 希 望 。”王 建 林 共 教 出
近 300 个 学 生 ，其 中 40 多 人 考 上
大 学 。

也有学生在王建林耳濡目染之
下，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31 岁的
张翠霞便是其中之一。

大学毕业后，张翠霞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初中老师，她依然记得小
时候，王建林拿着粉笔头在凹凸不
平的黑板上写的板书，一个月都舍
不得用完一根铅笔。

“ 我 要 做 一 名 好 老 师 ，让 孩 子
们 的 未 来 有 更 多 选 择 。”张 翠 霞 看
着 今 天 完 备 的 教 学 环 境 和 一 双 双
求知的眼睛，也体会到了当年王老
师的苦心。

近年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
通过完善待遇保障机制、畅通职业
发展通道等方式，乡村教师的育人
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天色渐亮，一面国旗在操场中
央徐徐升起，四个学生庄严敬礼，齐
唱国歌。清脆的童音，飘向山外。

新华社记者 周 圆 杜 哲 宇
崔翰超

““孩子就是我的光孩子就是我的光””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艾依提·依明（右）在家中工作室和学徒一起制作乐
器（11月 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曼摄

与记者见面前，一向肆意随性的女
青年李萌破天荒地化了个妆。

李萌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
谷）的一名“85后”创业者，也是武汉小药
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新冠
肺炎疫情之后，智慧医疗等新兴业态迎
来发展机遇，公司的智慧药店无接触试
点业务近期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5年前，出生医生世家的李萌发现，传
统多级批发的药品流通模式效率不高，层
层转销也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已经成
为行业痛点。当时，互联网已经改变许多
传统行业的业态和模式，李萌找到好友商
量，大家决定一起创业改变行业现状。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创业
初期，为了开拓市场，李萌和她的团队
一年到头在外跑业务，常常是苦口婆心
说了两个小时，客户却不为所动。“但也
充满了欢乐。”李萌说，“比如，刚开始
时，我们对外宣称是要打造世界最有竞
争力的医药互联网公司，让老百姓吃上
便宜放心药。但那时只有 5 个人，自己
都觉得像是骗子，就改为打造中国最有
竞争力的医药互联网公司。”

坚定的信念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
现在，公司已经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作
坊”发展为国内最为火爆的互联网医药

流通企业之一，员工也从最早的 5 人增
加到 5000 多人，服务全国 20 多个省份
超过 30 万家终端药店及基层诊所。借
助互联网“加持”，他们实现了药品流通
从生产厂商到药店和诊所的“直达”。

得益于李萌等人的辛勤工作，许多
边远山区享受到了和大城市一样的药
品供应。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下谷乡愈康大药
房，地处大山深处，店面不大，却承载着
全乡数千人的日常用药需求。老板徐宗
彩说，在小药药进入市场之前，药店的药
品种类单一，要到 3 个小时车程之外的
松柏镇进货。现在，只需要手机下单，丰
富的药品就能源源不断地供应过来，不
仅便捷放心，价格也更加优惠。

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在武汉封城的
情况下，小药药公司推出“网约”口罩服
务，让老百姓能够足不出户买到口罩，累
计向湖北全省供应 3 亿只口罩。此外，
还向湖北省内各大医院、社
区、药店累计捐赠及协助捐
赠物资超过 300万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提出更高的
要求。除了在药品流通环节不断创新，
小药药公司还通过自主研发“智慧脸”
新一代药店运营管理系统、“灵芝问诊”
互联网医院平台等多款产品全副武装
和赋能基层药店、诊所，提升广大药店
和诊所的综合管理和服务能力，已帮助
数万家药店实现数字化改造、线上化升
级。消费者可以实现远程下单购药，也
可以到药店问诊、开具处方、下单购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比如加快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使卫生健康体
系更加完善。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李
萌说，创业艰难而忙碌，但一代青年人
有一代青年人的使命。我们创业的初
心就是让医药流通安全、高效、透明，让
老百姓吃上便宜放心药，我们也会一直
为之坚持和努力。

新华社记者 王丽婧 李思远

“85后”青年光谷创业记

悠悠萧关，巍巍六盘，在庚子年初
冬见证了一场千年夙愿终实现的人间
奇迹。11 月 16 日，随着最后一个贫困
县西吉县脱贫出列，宁夏西海固历史性
告别绝对贫困。

“跺开西海固的一粒黄土，半粒在喊
渴，半粒在喊饿”，曾经的“中国贫困之
冠”有着太多悲苦记忆。从“三西”扶贫
到“八七”攻坚，从整村推进到精准扶贫，
中国共产党带领西海固人民历经近 40
载，破除一切致贫根，探索种种治穷策。

漫步于今日西海固，转目间山川凝
翠景色频换，移步处牛壮羊肥产业兴
旺，背负太久的贫困标签自此被封印在
历史深处。

举世瞩目的中国贫困之冠成功脱
贫，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典型意义。它
不单增强了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信
心，亦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一份厚重
的“中国方案”。

“破”的勇气——党群同心乘
风破浪

西海固是宁夏中南部 9个深度贫困
县区的概称。曾几何时，“三日不举火，十
年不制衣”是西海固的常态。直到 1982
年，仍有70%以上西海固群众不得温饱。

中南海连着西海固！在中央的直
接关心和宁夏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
西海固人民不破不立，鼓起勇气向一切
致贫魔咒宣战。

“冬天为了烧炕，村里人拿着镰刀像
梳头发一样，把山上能烧的所有东西全部
砍回家。”固原市青石林场护林员马维虎
记忆中儿时的家乡到处都是荒山秃岭。

过度索取源于极度匮乏，西海固一
度在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中走向死循
环。1953 年宁夏中南部 8 县人口 70 万，

1995 年就增长到 227 万人，人口密度是
联合国划定的干旱地区土地资源人口
承载上限的 3倍多。

西海固要想脱贫，必须要打破这种
死循环和人口资源分布不科学的状况。
自 1983年起，宁夏党委、政府以极大的勇
气和魄力，累计组织 123万移民迁往黄河
灌区，占现有宁夏人口总数的约六分之
一，终使南北人口空间分布渐趋科学。

百万移民为西海固腾出了发展空
间。然而已经满目疮痍的生态，并不会
随着搬迁自动成为宜居区。于是，留下
来的人接着向恶劣生态环境宣战，用 30
多年的时间实现河山再造。

彭阳县 1983 年建县时是全国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90 岁的彭阳县
第一任县委书记贾世昌说：“当时的生
态建设非常现实，不种草不种树，水土
就保持不住，老百姓就要饿肚子。”

吃尽穷山恶水之苦的彭阳此后 10
任县委书记都把种树作为任内最大政
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建县之初的 3%
提升至目前的 30.6%。在彭阳县“网红
打卡地”金鸡坪，昔日赤焦的“火焰山”
已经满目苍翠。从金鸡坪向低处望去，
只见云雾缭绕中梯田延绵不绝，仿佛一
个个印在西海固大地上的绿色指纹。

生态建设还意外地正在破解西海
固的另外一个魔咒——干旱。气象数
据显示，十年九旱的固原，近十年降水
量持续增长，2019 年降水量超过 750 毫
米。苦焦西海固正在变“润”！从与自
然相抗争，到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海固
找到战贫的“四两拨千斤”之法。

撼天易，最致贫的魔咒却在人的心
里。“人又不是牛，地里都种上草，人靠
啥吃饭呢？”西吉县将台堡镇西坪村村
民白雪琴第一次听到帮扶干部劝她种

艾草，头摇得像拨浪鼓。企业按订单回
收艾草、人可以到扶贫车间打工、土地
还能入股，帮扶干部嘴皮子磨破，才劝
动白雪琴试着种上艾草。如今她一亩
艾草的收入就超过 1500 元。

山已不是原来那座山，人亦不是原
来那样的人。破除了千百年来“吃啥种
啥”的传统农业观念，西海固人在技术
和资本的支撑下脑洞大开，艾草、芦笋、
菌菇、大果榛子纷纷扎根西海固，一场

“农业革命”已然袭来。

“立”的底气——制度优势凝
聚力量

善破更要善立。与改革开放相伴
而行的西海固开发扶贫，是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道路的起点。摸着石头过河，西
海固人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不断摸
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丰富着世界
减贫“工具箱”。

下课铃声刚响起，西吉县兴隆镇希
望小学的几名男生就冲向食堂。很快，
盛着牛肉烩菜、芹菜炒肉、红烧豆腐的
几个大桶被抬进教室。

农村学生能吃上丰盛的免费午餐，
正源于西海固的一次探索。“山区很多
孩子不吃早餐，上午第四节课时就饿得
无精打采。2010 年起我们每天上午给
孩子发一颗熟鸡蛋。”兴隆镇希望小学
校长锁志银说。

西海固的“一枚蛋”营养早餐工程
受到各方关注。2011 年国家决定启动
贫困地区营养午餐工程，仍选择在西海
固先行先试。如今这一民生工程已经
惠及全国超过 3000 万贫困地区学生。

有的探索成为经验源于“走得早”，
有的则因为“走得深”。

走进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3
个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一字排开，市民
办理任何业务不用再“对号入座”。固原
在宁夏率先实现“无差别一窗受理”政务
服务模式，正是向福建学习的结果。

“扶贫终会结束，我们要给当地留
下一些管长远的东西。”福建援宁干部、
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长黄水木说。

从最初的资金帮扶、劳务输出、产
业合作，逐步深入到发展模式的借鉴，
闽宁牵手 24 年为西海固脱贫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动力，成为中国
制度优势的一个绝佳范例。

最早实施有组织易地搬迁扶贫的
“吊庄”移民模式，拥有国内首个“旅游扶
贫试验区”的旅游扶贫模式，被国务院扶
贫办点名推广的金融扶贫模式……西海
固探索出的扶贫模式不单单推广于国
内，甚至在国际间也被奉为圭臬。

不久前，固原市原州区金融扶贫案
例展示在联合国网站上，并成为联合国
对发展中国家扶贫开发的课程。而被

闽宁镇村民称为“闽宁草”的菌草技术，
如今已经传播到 106 个国家，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它被叫作“林草”，在朝鲜则被
称“革命草”。

菌草技术发明者、福建援宁科学家
林占熺说，我们在闽宁协作基础上积极开
展国际扶贫，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贡献
中国方案，“闽宁草”正在造福全人类。

“斗”的志气——初心如磐不
负使命

西吉县宣布脱贫当晚，记者走进县
扶贫办。没有庆祝与欢呼，楼道里明晃
晃，静悄悄，只听见加班人“啪啪”的键
盘敲击声。“晚上吃饭时看到这个好消
息，和同事一人满上一碗面条汤干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还没到庆祝的时候
呢。”西吉县扶贫办副主任陈晓宁说。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翻越六盘
山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如今已成
为宁夏精神。西海固这片革命老区浸润
着革命先辈满腔热血，也见证着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脱贫战场上的初心使命。

今年 9 月，一段人给牛做人工呼吸
的短视频刷爆了宁夏人的朋友圈。视
频中跪地口对口救牛的人，正是同心县
河西镇旱天岭村村支书丁建华。“牛是
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宝贝，死一头损失可
不小。”丁建华担任村支书后，主动放弃
年入数十万元的生意，一头扎进老百姓
家的牛棚甘当“牛保姆”。

除了主场作战的当地干部，还有一
支穿山越海来相助的“兄弟连”。福建漳
州干部张延能已经是第二次赴宁夏挂职，
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四处奔走为扶
贫企业对接订单：“那段时间根本感觉不
到累，跑 10个地方能对接成一笔订单，也
算对得起援宁干部身上的责任。”24 年
来，福建累计派出 183名干部和数千名支
医支教支农人员与西海固人共同战贫。

干部苦帮更要群众苦干，才能凝聚
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内生动力。44 岁的
红寺堡区大河乡红崖村妇女何文花遭
遇车祸后高位截瘫，一度靠在网络上

“卖惨”接受捐助度日。“感谢无私帮助
过 我 的 人 ，脚 没 了 ，但 是 我 还 有 手 。”
2017 年何文花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编
织工艺品在网上销售。如今她每天坐
着轮椅开直播卖货，不但自食其力，还
带动村里 20多名姐妹一起学编织。

贫困渐行渐远，幸福越来越近。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西海固换新颜，着轻装，
向着山绿民富的美丽新画卷奋力奔跑。

新华社记者 王磊 张亮 靳赫

探 寻 减 贫“ 中 国 策 ”
—写在西海固告别绝对贫困之际

农民在宁夏闽宁镇双孢菇栽培示范基地采摘蘑菇（3月 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近日，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
桥头镇红光村贫困户梁潮弟拿
到了为期三年的 10 万元人民币

“绿碳贷”。村党支部书记欧新
华在村民大会上说的“卖空气可
以挣钱”的话，变成了现实。

早几年，梁潮弟给孩子治病花
了不少钱，一家五口靠种地过活，
日子艰难。2017年，他借了钱，加
上申请办理了免息扶贫贷款，买了
800头猪苗，为脱贫奋力一搏。

今年，卖了第一批肥猪后，梁
潮 弟 先 把 贷 款 还 了 ，又 想 进 猪
苗。可是现在的猪苗价格已经涨
了三倍，他顿时觉得手头紧了。

就在这时，欧新华说又有扶贫
好政策了，村里的山林吸收二氧化
碳可以卖钱，能帮助村民申请贷款。

梁潮弟虽然听不大懂，但知
道 可 以 拿 贷 款 ，便 报 了 名 。 原
来，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
行、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和肇庆市
林业局针对省定贫困村，推动广
东怀集农村商业银行创新推出

“绿碳贷”融资模式。
红光村的 2 万多亩林地，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备案林业碳
普惠制核证减排量 3804 吨。这
些减排量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
所以 32.7 元/吨价格成交，实现
碳汇收入 12.4万元。

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红光
村接受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
等部门的建议，将这笔款作为贷
款风险补偿金存入怀集农商行，

由此获得 120 万元贷款授信。如果出现
坏账，怀集农商行承担80%的风险。

红光村是广东省定贫困村，有建档
立 卡 贫 困 户 67 户 226 人 ，现 已 全 部 脱
贫。“为了不返贫、奔小康，我们开了村民
大会，告诉大家凡是想创业、想发展的村
民都可以申请贷款。”欧新华说。

拿到贷款的梁潮弟高兴地说：“这下
可以买母猪回来生小猪了。”因为养殖规
模扩大，他还打算在村里再雇一个人。
另一个想发展药材种植的红光村村民，
当月也获得了 10万元“绿碳贷”贷款。

肇庆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北部，森
林覆盖率达到70.8%。据人民银行肇庆市
中心支行统计，截至今年9月末，肇庆市金
融机构办理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等类型
的环境权益融资达 7.1亿元，绿色贷款余
额135.6亿元。 新华社记者 壮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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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图 为 1111 月月 3030
日日，，一名留守妇女一名留守妇女
在 河 北 省 邢 台 市在 河 北 省 邢 台 市
南 和 区 和 阳 镇 东南 和 区 和 阳 镇 东
关 村 一 家 老 粗 布关 村 一 家 老 粗 布
加工厂工作加工厂工作。。

近年来近年来，，河北河北
省 邢 台 市 南 和 区省 邢 台 市 南 和 区
拓 宽 留 守 妇 女 就拓 宽 留 守 妇 女 就
业创业渠道业创业渠道，，依托依托
龙头公司带动龙头公司带动，，通通
过手工艺培训过手工艺培训，，扶扶
持 以 家 庭 为 生 产持 以 家 庭 为 生 产
单 位 的 特 色 手 工单 位 的 特 色 手 工
业业，，让留守妇女在让留守妇女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
增收增收。。

新 华 社 记新 华 社 记
者者 张驰张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