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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赋

三江村千亩生态茶园里，技术人员
正在指导村民补栽茶苗；

青川县茗崛茶业公司的茶叶加工厂
建设工地上，弧光闪烁，机声轰鸣，占地
2600平方米的厂房日见规模；

具有川北民宿风格的三江村综合文
化中心，匠人们正在精心对门窗点缀复
古雕花工艺；

进入石坝乡的公路旁，一红底白字
的大标语映入眼帘：“脱贫致富无懒汉 自
己的事主动干”……

时值深秋，寒意渐近。但在青川县
边远山区的石坝乡，却显现出脱贫攻坚
战的热烈场面。

石坝乡距青川县城 59公里，是全县
最边远的乡镇之一，全乡有三江村、八一
村、中心村三个贫困村，228户贫困户，贫
困人口 629人。2014年以来，石坝乡精
准施策，多方聚资，实干苦干，成效显著，

“围绕一片、打造二线、治理三沟、建设四
园”的脱贫攻坚目标正有序推进。

谋实策：文化扶人心
在山区乡镇工作10余年的石坝乡党

委书记刘祥君，对脱贫工作有深刻的认
识：“偏远山区的群众脱贫，最大的障碍
在思想观念，一部分人多年形成的懒散
闲习气不改变，就会影响脱贫攻坚进
程。因此，扶贫必须先扶心。”乡党政精
准定位，以文化扶贫为突破口，激发村民
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他们在“文化扶
贫”上施展大手笔：投资 118万元，新建
260平方米的集传统农耕文化展览体验、
文化活动、农民夜校、图书阅览为一体的
三江村传统复古特色文化活动中心；打
造极具山乡特色的强家院民俗文化节点
和其它文化节点 20余处，提升了三江村

“幸福乡村、美丽家园”形象；打造农户庭
园文化，提升美丽幸福新村整体水平，新
建花台 2000米，新建竹栅栏 5000米，纳
入环境综合整治 120户，实现了“房前屋
后庭院化”和“村落民居整洁化”。与此
同时，乡、村一方面积极制定和宣传“乡
规民约”，让群众得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
理，“约”出好民风；另一方，乡上专门请
来专业人士，在村社公共场所和家家户
户的墙体创作以“勤劳、孝敬、文明、守
法”为内容的彩绘，让人们时常受到民俗

文化的洗礼。
浓厚的文化氛围使村民的思想观

念、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三江
村强家院社的陈自发，50多岁了仍孤身
一人，他是“因懒致贫”。在“文化扶贫”
活动中，陈自发日渐受到启发教育，主动
到茶园干活，今年已经收入 7000多元。
为了“住上好房子”，陈自发在大家的帮
扶下，今年 5月将房子改建一新，还在二
楼改建了一个小茶楼，取名“八戒茶楼”，
意在告诫自己不要像猪八戒那样“好吃
懒做”。

40多岁的八一村小清湾社何文芳，
家庭因病因学致贫。丈夫在外务工，孩
子在校读书，她在家里照顾年迈多病的
母亲，她自己也身患多种疾病。何文芳
克服困难，不等不靠，把自己的事做好。
在照顾好母亲的同时，种粮种茶、养猪养
鸡什么都干。何文芳说：天天看见“脱贫
致富无懒汉 自己的事主动干”这副对联，
心里就有使不完的劲。

像这样的事例，在三个贫困村还很
多。

出实招：聚力促发展
石坝乡各方面条件差，要发展必须

下狠功、出实招。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
石坝人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八方聚财，
促进发展。

“5·12”大地震发生后，浙江省丽水
市援建石坝乡，援建人员和石坝人结下
了深厚情谊，他们把石坝乡认作第二故
乡。从 2014年起，石坝乡加强与丽水市
联系，他们把家乡的变化尤其是脱贫攻
坚的情况及时向丽水市原援建指挥长郑
力平和全体援建人员通报。2016年 12
月下旬，石坝乡领导带着精心制作的专
题片《石坝山高 丽水情深》，再一次前往
丽水市请援建人员观看。石坝人对援建
人员的思念之情、石坝乡脱贫的艰辛，深
深地感动着市有关领导和援建人员，他
们又一次向石坝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2016年，引进青川致臻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中药村 500余亩，
建中药材加工厂一座，预计将实现人均
增收500元以上。

2016年，引进茗崛茶业有限公司，建
成三江村千亩生态茶园，并兴建茶园加工
厂，省、市、县领导多次到园区调研，并对
园区发展机制和园区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石坝乡党政一班人就是凭着“自己
的事主动干”这种朴实的情感，三年来筹
资 4000余万元，用于三个贫困村的路、
桥、水、电、网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村容村貌；兴厂建园，带动乡、村经
济发展，努力为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增收。

见实效：好梦终成真
石坝人实打实地干，强力推进脱贫

攻坚战，“围绕一片、打造二线、治理三
沟、建设四园”的成效正日益显现：

围绕三江、八一、中心三个省定贫困
村和其他一般贫困村扶贫开发片建设，
完成全乡整体连片脱贫正在全面铺开；

打造联通扶贫产业带、打造东雁公
路沿线人居环境的攻坚战正有序推进；

治理中心村、八一村和青龙至红光
乡界的主要河道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工
程建设基本完成，并做到了产业发展和
地质治理相得益彰；

三江生态茶叶种植园、八一中药材
产业园、中心生态养殖园和五一生态休

闲旅游园初具规模，六大支柱产业（茶
叶、中药材、长毛兔、生猪、银杏、核桃）成
效凸显；

“党员精品扶贫示范工程”由于项
目、对象、措施、资金、责任“五落实”，成
效明显，发挥出积极的示范作用……

“如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既照顾了
家人又能挣钱。”40多岁的村民董桂兰，
一边在茶园干活，一边高兴地说，“我今
年已经在茶园了挣了 7000多元，眼看脱
贫奔康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返乡创业的青川县茗崛茶业公司总
经理王文锦，先后投资 200余万元，建茶
园，修茶厂。他说：“我的梦想就是要带
动家乡人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上级领导常说：“石坝乡条件不是最
好的，但他们抓脱贫攻坚的经验是最好
的，这些经验是他们实打实地干出来
的。”

攻坚争朝夕，鼓点催人急。眼下，石
坝人满腔热情，怀揣“小康梦”，不停步，
朝前赶……

实干出实效
——青川县石坝乡脱贫攻坚纪实

杜华赋

“石坝乡条件不是最好的，但他
们抓脱贫攻坚的经验是最好的，这些
经验是他们实打实地干出来的。”这
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条件不好的地方，怎么抓好脱贫
攻坚工作？是找客观原因，应付工作，
贻误战机？还是主动出击，真抓实干，
积极作为？石坝人交出了好答卷。

石坝乡是青川县最边远的乡镇
之一，最高峰为北边缘的鸡公嘴，海
拔 1900 米。现有人口 1074 户，3008
人，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玉米、红薯、
土豆、油菜等农作物为主。2008 年

“5·12”地震及地震后频发的次生灾
害给全乡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受地质灾害、基础设施和交通条
件落后、缺乏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
全乡经济发展滞后，的的确确是“条
件不是最好的”。目前，全乡共有建
卡贫困户206户619人。脱贫攻坚更
是条件差、困难多、压力大。在重重
困难面前，石坝人迎难而上，积极寻
找脱贫攻坚的突破口，谋实策，出实
招，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
台阶，向着脱贫攻坚的目标挺进。

脱贫攻坚是全党的大事，是全社
会的要事，是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做好
的实事，更是让贫困群众得到实惠的
好事。要做好这件大事，不是说在嘴
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而是必须具
有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
实实在在地做，让贫困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用得上。只有这样，才能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才能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创出

“脱贫攻坚的好经验”。
开展脱贫攻坚战以来，各地各级

都在千方百计抓工作，谋发展，攻目
标；广大党员干部以脱贫攻坚为己
任，主动作为，苦干实干，成效明显。
但也有一些地方和干部，认为脱贫攻
坚条件差、困难多、压力大；有的甚至
抱怨帮扶单位没有带来大的项目，没
有带来更多的资金……因而影响了
群众脱贫攻坚的积极性，拖延了脱贫
攻坚的进度。我们要对照脱贫攻坚
的好思路、好举措、好做法、好经验，
真学真干，迎头赶上，从而整体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向前发展。

完成今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时
间紧迫，我们必须抓紧一切可以利用
的时间，集中精力，全力做好今年的
工作，积极准备明年的工作。

总而言之，实事必须实实在在地
做，才能促工作，出成效。

实事须实做

李兴怀

李鑫在苍溪县以工代赈办公室工
作，2016年 8月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苍
溪县雍河乡甘家村第一书记。甘家村四
个居民小组，102户 405人，幅员面积 4.5
平方公里。山高坡陡，自然条件差，是全
乡最贫困的村。李鑫授命后，没讲任何
要求，背上被盖卷及生活用品就到了甘
家村，吃住在村里。一年多来，在上级有
关部门的指导下，他和村干部一道踏踏
实实地工作，使甘家村的交通、水利、住
房、经济产业等方面快速发展，由一个贫
困村跃入全乡前列。

找准贫困原因
李鑫到了雍河乡甘家村，就住在村委

会的办公室，自己买了电饭锅、热水壶、
米、面、油、盐等安起了一个家。到村的第
一天，他参加全村党员干部见面会，倾听
大家对脱贫攻坚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
他和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了解情况。经
过一段时间走访了解，弄清了贫困的原
因：一是干部群众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
下，缺乏脱贫奔康的信心和决心；二是自
然条件差，全村四个组，一二组在山上，三
四组在山下，海拔 600至 1100米，来往要
借走松光村 1、2、3、4、6组的路，全长 8公
里，骑车半小时，步行要两小时才能达到
村的中心点；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无

产业项目；四是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水源
不足；五是土坯房户多，共有 47户，占总
户数的48%。掌握第一手资料后，李鑫和
村“两委”干部及时召开党员干部会，提出
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并向乡领导和本单
位领导汇报，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接着，
李鑫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带领群众投入
脱贫攻坚战。

改变贫困面貌
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乡党委的

直接指导，李鑫的劲头更足了。他利用
党员干部会、群众会和农民夜校，向大家
宣讲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动员干部群
众要抓住机遇，苦干实干，尽快摆脱贫
困。把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后，他和村“两
委”干部一起，带领群众大搞基础建设和
发展集体经济。首先是修路，由山下的
四组修到山上一、二组，全长三公里，由
四组修至三组 1.2公里；全村 102户的入
户路 2.3公里，今年 8月底已全部完成硬
化，现在正在加宽由乡至村的公路。其
次是建房，31户人的土坯危房，全部建成
砖混楼房并入住。第三是固塘，对一、二
组的三口山坪塘通过清淤、治漏、加固，
已蓄满了水，为抗旱作好了准备。第四
是通气，今年 5月，宏泰燃气公司把天然
气安装到三、四组，使村民用上了天然
气。第五是引水，今年 7月，全村百姓已
吃上了从石牛村水库引入的自来水。第

六是增收，征用三组权家坝 30亩土地，
挖成 12口鱼塘，把甘家沟的流水引入鱼
塘，可容水四万多立方，既养鱼，又保三
组灌田，这项工作在 10 月中旬全面完
工，完工后由公司承包养鱼，除土地流转
费外，公司每年可上交村红利 3万元左
右，甘家村不再是“空壳村”。

防止脱贫反弹
为了防止脱贫又返贫的现象，李鑫

一边面对面地与 26户贫困户谈心交心，
鼓励他们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一边积
极为他们安排好实用可靠的产业发展项
目。经过各方面努力，有七户养猪，多的
50头，少的30头，每户养母猪二到四头，
自繁自养，既可降低成本，又能增加收
入；有17户种植猕猴桃，他们栽植2亩-5
亩，今冬明春可嫁接，2019年可挂果保收
入了；还有的养鸡，最多的达到 300只左
右。为了发展好种、养殖业，贫困户除了
参加乡上组织的培训技术外，村里还派
请养猪能手、猕猴桃技术员经常传授技
术，及时解决种、养殖业中的难题。这
样，贫困户有信心、有产业、有技术、有收
入，就能防止返贫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甘家村人
们的精神面貌和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看见这些变化，村民说，感谢
党的好政策，感谢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
感谢第一书记李鑫的辛勤付出。

辛勤付出变面貌
——记苍溪县雍河乡甘家村第一书记李鑫本报记者 刘怀英

两年前的方山村，438户 1543人中
精准识别建卡贫困户有 111户 389人，
其中病残户103户332人。87户建卡贫
困户都居住 60、70年代的土坯房，年久
失修。经过两年来的帮扶，如今走进方
山村，以前的破旧土坯危房变成了崭新
明亮的川北新居；以前村民挑水吃背水
吃，现在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这一
切的变化，与昭化区政协机关的精准帮
扶密切相关。

安居工程，让村民们住上好房子
10月31日，记者来到昭化区王家镇

方山村，所到之处，一派生机蓬勃的新
村面貌呈现眼前，在秋日暖阳的映照下
显得格外温馨。

见到 4社的高占学时，他正在他新
房的院坝里晒谷子，近70岁的他患严重
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腰椎盘突出，儿媳是
先天性精神病患者，2014年被纳入贫困
户。

“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会住上砖
房，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我还住在土
坯房中。”提起房子，高占学脸上乐开了
花。

“住上新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下
大雨也不用担心房后泥石流滑坡，门前
就是公路，做啥都方便。”2社的高天双
提起房子，更是激动不已。他以前的家
离新家 1公里，因住半山腰，路不通不
说，房后是悬岩，一遇下大雨就滑坡。

“担惊受怕住了几十年，这下好了，可以
高枕无忧了。”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他家享受 5万元，建 50平方米的房屋。
搬到新家后，用上了天然气，环境好了
心情自然就好了。

石板路、白墙体、小洋房……记者
看到，在方山村，除了建卡贫困户和易
地搬迁的村民房子面貌一新外，非贫困
户的房屋也是焕然一新。

“让群众真正住上好房子，摸底、讲
政策、协调土地、选址、建房、搬房等程
序，帮扶干部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扶
贫工作才能扶到群众的心坎上。”昭化
区政协纪检组长、方山村第一书记黄邦
杰说。

截至目前，全村新建房122户，改造
旧房 120 户以上，宅基地复耕 30 户以
上，传统村落保护改善 22户，改厕、改
圈、改厨、院坝硬化、花台、栏杆、门窗等
修缮一新。

“住上好房子后，村民自然就知道
爱清洁讲卫生，房屋周边环境改善了，
村民的好习惯慢慢养成，素质也一天天
提升，真正做到了‘四好’。”方山村党支

部书记张学智告诉记者。

产业带动，村民腰包鼓起来
要想富，找门路。
从方山寺向山下看，一串串鱼塘错

落有致，一群群鱼儿在水里时而扑腾时
而吃食，好不悠闲。

“鱼塘里共投放4万元的鱼苗，我们
探索壮大集体经济。按照‘支部+集体+
合作社+农户模式’，新建昭化区方山村
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我们用
土地入股，土地给租金，最后分红。”方
山村8社社长陈斌洪告诉记者。

60岁的郑敏洪被公司聘为管理人
员，除了自己 1.5亩土地入股可得 600
元，家里 3个人分红 60元。另外，他的
工资按一斤鱼他得 0.50元，今年共卖出
5000斤鱼，郑敏洪的工资为2500元。

见到 7社 67岁的社长王维炳时，他
正在晒玉米，两层小洋房干净整洁。

“别看他是一个人在家，能干得
很。去年一人在家卖了80头猪，纯利润
就16万。”7社社长杨银昌告诉记者。

“今年共养了 35头猪，已卖 18头，
我还养了5头牛，挣个10万没问题。”王
维炳说。

7社的吴彦江是建卡贫困户，家中
经营着一台拖拉机，以前道路条件差，
全村硬化的道路很少，拖拉机一年也挣
不了多少钱，现在不一样了，不光是村
道、社道硬化了，就连很多入户路也硬
化了，路修好了后，拖拉机生意更红火
了，他说以后还打算把拖拉机换成卡
车，继续跑运输。

让村民感到更高兴的是，佳和中驰
农业开发公司投资1.4亿元，在4社流转
土地400亩，建立万头种猪繁育场，由村
民代养或带动建卡贫困户务工，带动村
民致富……

“两年前，这里没有产业，村民靠传
统种养殖生活。我们来帮扶后，和村上
一起想办法，引进几家企业来带动村民
脱贫致富，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等项目，让方山村彻底告别贫困。”黄
帮杰说。

如今，在区政协领导的联系指导
下，方山村坚持精准扶贫与新村建设突
出农民增收为中心，积极推广藤椒、生
态黑猪、土鸡鸭、水产养殖、优质粮油
等，实现综合治贫，全域脱贫。据初步
估算，达产后全村总产值达1000万元以
上，户均增收 1.5至 2万元，其中贫困户
户均收入 4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 2014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万元以
上，实现 2020年底方山村 111户 389人
全部致富奔康。

方山村的变迁

11月2日，青川县总工会举
办 2017 年农民工技能培训班。
培训班为期 10 天，主要针对板
桥乡 120 户贫困户的中蜂养殖
技术培训。通过专家讲解、现场
技能传授、操作示范和答疑解
惑，使学员学到了养蜂知识，掌
握了一门脱贫致富的技能。图
为培训现场。 王灿 摄

图为石坝乡三江村千亩生态茶园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