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精准脱贫

向欣 本报记者 周俊 陈绍海

“目前，村上完成了4个组共500亩、
3万株藤椒袋装苗的定植工作。”10月 12
日，在旺苍县龙凤镇天井村，望着眼前一
大片藤椒树苗，该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
一书记杨开勇说：“藤椒当年下种，次年
就结果，盛产后亩产鲜果近 500公斤，按
目前市价每公斤 25元计算，每亩纯利润
可达8000元以上。”杨开勇还有着更大的
目标：争取再用一年时间，打造一座面积
达 2000亩的藤椒产业园，让更多的荒山
坡变成绿色“聚宝盆”。

今年来，旺苍县立足于“早”，着眼于
“快”，落脚于“实”，奋力打好“春季攻势”
“夏季战役”“秋季攻坚”和“冬季冲刺”脱
贫攻坚“四大战役”，下足“绣花”功夫，决
胜全面小康。

“大比武”亮剑“斩穷根”
“南凤村有‘一村一品’标准化示范

园5个、特色微庭园727个。川山村有啥
拿得出手？”在东河镇脱贫攻坚“大比武”
现场，40多平方米的房间被村民挤得满
满当当，南凤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昶宏首
先发问，“火药味儿”十足。川山村党支
部书记魏永超不甘示弱，“我们争做‘四
好村’，你们得行不？我们的胭脂桃要出
川、出国，你们得行不？”几句反问，引来

村民阵阵掌声。
为纵深推进脱贫攻坚，切实解决干

部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
的问题，旺苍县聚力项目投资、脱贫攻
坚、产业发展“大比武”，倒逼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让群众“更满意”。

前不久，旺苍县组织乡镇、部门主要
负责人召开项目投资“大比武”工作流动
现场会，乡镇、部门“一把手”深入东河现
代农业园区QQ农场、蓝莓基地等重点项
目施工现场，看进度，听介绍，比照干。
县领导现场点评，考评组现场打分、排
位，让乡镇、部门“一把手”们“坐立不
安”。排名靠后“一把手”们纷纷表示，

“下来后要好好反省总结，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把进度赶上来。”

“科技造血”脱贫门路广
“种植的部分藤椒根部变色腐烂，根

皮与木质分离，木质呈黑色，请问该怎么
防治？”在龙凤镇人民村一大片藤椒地里，
当地贫困户唐鸣杰忙着用手机拍照，将藤
椒种植难题发送给“四川科技扶贫在线”
旺苍县运管中心农技专家岳剑锋的手机
APP中。“这是藤椒根腐病，由腐皮镰孢菌
引起的土传病害……”收到唐鸣杰的“科
技需求”，岳剑锋立即作了回复。

该县扶贫移民局负责人李伟说，为
彻底打通科学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实现科技服务“零距离”，率先建立“四川
科技扶贫在线”旺苍运管中心，为 310名
技术专家安装并指导使用“四川科技扶
贫在线”手机 APP。目前已在水磨、松
浪、五红等 15 个村建立了科技服务驿
站。在高阳、木门、农建等示范园区和农
资示范店建成农产品监管可视系统。

为将“科技”扶贫与“人才”扶贫有效
结合，该县坚持“一批平台”统领，集中打
造“科技星创天地”，入驻科技型经营主
体 50家，投入“种子资金”500万元，培育
了一批科技特派员、科技微小企业、农村
电商；围绕茶叶、核桃、畜牧、中药材“四
大支柱产业”，建立 13个特色“科技专家
大院”直接服务产业发展，“联姻”贫困群
众，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脱贫攻坚生
产力。

科技之力已成全县精准施策脱贫攻
坚的强力支撑。去年，全县科技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帮助全县精准
完成 9509名贫困人口脱贫、30个贫困村
退出的目标任务，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 4.7%；今年力争科技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51%，助力完成 39个贫困
村退出、8706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
务。

“金融活水”激发奔康新动能
对于48岁的普济镇秀海村贫困户杨

登文一家来说，今年有个不错的光景：前
两年栽种的 10亩猕猴桃今年进入丰产
期，产量达到 2万斤，今年 9月销售额达
到10多万元。“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
脱贫奔小康。”杨登文感叹：“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金融扶贫政策帮了大忙，赶上了
好时代。”

杨登文所说的金融扶贫政策，是农
行旺苍支行在该村推行的“惠农通”“惠
农卡”“惠农贷”“三惠一体”金融精准扶
贫模式。

“种植猕猴桃初见效益，和家人商量
正准备扩大种植规模和品种，但资金成
为最大难题。”杨登文说，农行旺苍支行
得知情况后，在一个星期内，开展了入户
调查、评级授信，有针对性地制定贷款方
案，通过“惠农贷”，很快将 6万元贷款发
放到办理的惠农卡上。因为有技术、品
种好，他家种植的猕猴桃还未成熟就被
预订一空。

“扶贫小额信贷，贫困户受益是关
键。搭建‘三惠一体’的金融精准扶贫平
台十分必要。”李伟说，目前，农行在旺苍
县 297个行政村建立了“金穗惠农通”服
务点375个，实现了金融服务对全县乡镇
和行政村 100%覆盖，支行惠农卡发卡总
量达到6.9万张。

旺苍：决胜全面小康征战正酣

李霞

“没想到党委政府帮我脱了贫，还给
这么高的奖励，真的感谢帮扶干部、感谢
党的好政策！”10月 12日下午，刚从成都
领奖回到家中的凡万华，见到笔者，依然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利州区龙潭乡官山村的凡万华，曾
是因病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而今他
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被授予首届“四川
脱贫榜样”。

因病返贫 重拾信心谋出路
早在 2015年 7月，凡万华的妻子被

查出肺癌晚期，仅4个月就将这个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掏空了。相濡以沫的妻子
突然没了，留给他和儿子的是一个一贫
如洗的家，不善言辞的凡万华感到整个
世界都塌了……

就在凡万华走投无路时，脱贫攻坚
政策像春风一样吹进了他的心里，让他
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凡万华被列入因病
致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近半百的他
决定擦干眼泪再谋出路。

官山村都是贫瘠的挂坡地，加之气

温条件不好，种啥都不景气。官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岳秀国告诉笔者，橘子树、梨
树、李子树、猕猴桃等等，村民们挨个试
了个遍，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

“种果树不行，养猪总得行嘛!”表面
上，凡万华抱着以往村民种果树的心态
试一下，但实际上他在倾其所有“下赌
注”，能否过上好日子，能否成功摘穷帽，
全在此一举。

“定了！就在火地坡干。想饥荒年
代，国家一声令下开荒造地，大伙憋着一
股劲儿，一把火就将荒地开垦成了‘菜篮
子’，我就不信在这里还把猪儿养不好！”
遥远的记忆唤醒了凡万华，眼前仿佛看到
了当年村民自力更生，热火朝天的场景。

自强自立 火地坡上新生活
走进凡万华的“放野火地坡”家庭农

场，四周被柏树林包裹着，像是“挂”在半
山腰，对面仍是被墨绿柏林覆盖的山，山
脚下躺着一条深不见底的长谷，吆喝一
嗓子，回音听得见。

2016年 2月，在惠农扶贫政策及亲
朋好友的支持下，凡万华借贷11万块钱、
流转 22 户村民的土地，硬是在海拔近

700米的大山深处，“开辟”出了近 50亩
的跑山猪农场。

刚建养猪场时，火地坡上不通水、不
通电。凡万华风雨无阻，肩挑背扛，陆陆
续续将买来的14000斤玉米，硬是从1公
里外的老房子处挪到了养猪场。

“哪个当农民的还嫌脏怕累哦，为了
方便照顾猪仔，我还陪猪睡了几个月
哩！”面对养猪过程中所有的苦与难，凡
万华不愿多提。

每天早上5点过，随着生产用房里磨
粉机发出一阵咕哒咕哒的声响，凡万华
一天的劳作就开始了……

“再苦再累都要爬起来哟，自己站不稳
脚，别人再扶都没得用……”凡万华告诉笔
者，当过村里计工员的老父亲经常告诫他，

“人要靠自己双手，这是活人的原则。”
凡万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他用

勤劳的双手过上了新生活：2016年卖了
20头跑山猪；2017年卖了 40头，并在当
年年底就将 11万元的贷款全部还清；今
年预计要卖50头……

感恩奋进 带领乡亲共奔康
每天清晨，利州区 110 路口市场里

“火地坡”跑山猪肉店门前，顾客络绎不
绝。

肉铺生意火爆，除了因为凡万华供
应的是纯粮食喂养的跑山猪肉，更多的
是他感恩奋进。去年年底，凡万华特意
杀了两头跑山猪，在火地坡农场摆了十
几桌，请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五保户”
共享“脱贫宴”，还免费赠送每人 3斤猪
肉，以此感谢扶贫干部和众乡邻多年来
对他的支持和帮助。

经营火地坡农场，除了放养生猪，凡
万华还种植红薯、玉米等作物 40余亩。
平时在农场务工的村民少则三五人，多
则近十余人。村民务工年收入最高能达
到8000元左右。

“脱了贫，更带领乡亲们一道走上小
康幸福的路子。”凡万华信心满怀地说，
现在城里的肉铺有了稳定的销路，接下
来想把后山近 40亩荒地开拓出来，准备
明年养 100头，毛收入估计也有 15万元
左右，带领更多的乡亲一起发展产业，做
大农场。

如今，“放野火地坡”家庭农场通过
市级验收，凡万华正在积极申报省级家
庭农场。

火地坡上的自强汉
——利州区龙潭乡官山村村民凡万华脱贫记

15日，记者在位于广元经济技术
开发区王家营工业园大众4S与格兰
德之间的王家营水沟看到，以前的臭
水、淤泥、杂草等脏、乱、差现象不见
了，展现在眼前的是河道里的水面波
光粼粼、清澈见底、河道两边鲜花盛
开、两边的厂房、树木的倒影印在水
面上，河道两边一排排太阳能正在吸
收光能……

据了解，王家沟作为开发区4条
黑臭水体治理点之一，总投资154万
元，采用最新工艺“高效微生物制剂+
生态修复”的方式进行黑臭水体修
复，工程总长0.85公里，体量约2万立
方米，经过 4 个月的整治，如今已实
现河道“水清无味”，消除黑臭水体目
标。与传统清污方法节约 100 余万
元，用清洁能源发电，可每年节约电
费5万元。

图为治理后的广元经济技术开
发区王家营沟实现“水清、无味、有
鱼”的景象。

本报记者刘怀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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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属于每一个
人，要幸福就要奋斗。

四川日报评论员

精神文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地方
的重要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将“兴文化”作为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提出更
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重
要要求。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提出加快推
进文化小康建设，这对守正创新加快
文化强省建设、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意义。

文化小康是全面小康的组成部
分，表现为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人们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文化
价值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更加强
大，对推动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作用更
加显著。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
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高，文化供给矛
盾已由缺不缺、够不够转化为好不好、
精不精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我们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导向，推动巴蜀文化繁荣兴
盛，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
精神食粮。

加快推进文化小康建设，要积极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
的根本，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巴
蜀文化灿烂悠久，要认真总结四川历
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经验，推进
古蜀文明保护，实施振兴川剧和曲艺
工程，加强典籍文物、传统村落等整理
保护，弘扬优秀民族文学音乐、乡土文
化风俗，用传统文化根脉滋养现代文
明生活。

加快推进文化小康建设，要深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重点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把城市和农
村统筹起来，把“硬件”和“软件”结合
起来，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提
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
性。紧扣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打赢脱
贫攻坚战，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农民更有精
气神，让农村更有吸引力。

加快推进文化小康建设，要培养
能创造精品力作的文艺川军。文艺是
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也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按照“把导向、强主体、出精品、出
人才”思路，培养一支德艺双馨、服务
大众、影响广泛的文艺川军，培育一批
有市场竞争能力的骨干企业，推出一
批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带动各
文艺门类竞相发展、全面繁荣。“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引导
作家艺术家用心用情书写伟大时代，
创造更多具有四川特色、巴蜀气派、中
国精神的时代之作。文艺工作者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
上的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
领风尚。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我们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
履行好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推动
巴蜀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壮大文化自信这个国家民族发展
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转自10月15日《四川日报》）

加快文化小康建设满足人民新期待

“东西扶贫协作，不仅弥补了我县发展短板，同
时激活了发展动能，为攻克脱贫奔康最后堡垒注入
了新动力。”青川县扶贫移民局局长刘会方如是说。

近年来，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
委东西部扶贫协作部署要求，青川县坚持“青川
所需，吴兴所能，精准扶贫，惠民共赢”原则，
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紧密携手，在“产业发
展、人才智力培育、社会力量投入、生态环保和
资金支持”等方面建立起了多层次、立体化的

“共赢互利、协同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全县各
项帮扶工作，成效显著。

立项引资 夯实发展基础
“今年，吴兴对青川扶贫协作的力度更大、节奏

更快，双方交往更密切。”青川县副县长罗建忠说。
随着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纵深推进，在每年1000
万元的基础上，2018年追加帮扶资金至3000万元，
对七佛贡茶、油橄榄等28个青川特色产业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促进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目前3个项目
已完成，其余项目工程量达到 65%以上，项目建设
吸收 36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建成后将带动
7251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分红受益。

首批帮扶项目——安吉白茶已签约落地，基地
种植前期的生产道路、土地平整、水系配套等基础设
施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计划投入 2288 万元，将在
沙州镇青坪村、关庄镇固井村、瓦砾乡柳河村规划建
设 1500 亩白茶种植基地，受赠茶苗贫困户涉及 9个
乡镇 18 个村（贫困村 11 个），可直接带动 663 户
2084 人增收致富，其中，贫困户 512 户 1544 人。

“中玺电器年产600台电梯生产线、明锋湖羊年
产1500头湖羊养殖及加工项目即将正式签约，大量
推介项目正在进行前期考察。”青川县扶贫移民局
副局长赵万本介绍道，优势企业引进将带动全县产
业强势发展。

依托吴兴童装产业优势，拟定在乔庄镇、竹园镇、
木鱼镇、板桥乡等乡镇建成4个“扶贫车间”。建成后，
将带动就业4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50余人。

技能培训 激活发展动力
吴兴区委组织部与青川县委组织部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依托湖州市委党校“浙江生态文明干
部学院”、谷堆乡村振兴学院（乡创基地）等平台优
势，把吴兴作为青川干部人才培训基地，每年定期
为青川培养干部人才不少于90名，协助青川建立专
家工作站3个。多年来，开展电子商务、农业实用技
术等专题培训280期2.7万余人次，今年落实专项培

训经费80万元，在湖州开展了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等专题培训，受训721人。

结对帮扶 增添发展活力
本着“优势互补，聚焦脱贫、互动精准”原则，两地结对帮扶有序展开。形成了

吴兴区与青川县、八里店镇与竹园镇、移沿山村与河口村、湖师附小与马鹿小学、
吴兴区人民医院与青川县人民医院“1+4”结对帮扶体系。签订了湖州市红十字
会、吴兴区红十字会和湖州师范学院与青川县、竹园镇、河口村三级结对关系。

积极发动湖州市社会爱心人士关注青川、情系青川。截至目前，已募集童装
1800套，书包等学习用具 128套，体育用品 261件，定制校服 48套，学生床上用品
48套，电脑 80台，折合人民币近 40万元。募集美欣达慈善基金 150万元，湖州市
贫困家庭就业帮扶资金 100万元，湖州市慈善总会扶贫济困资金 10万元。实施

“进专柜、进商超、进市场、进商圈、进餐企、进社区”“六进”工程，为青川高质量农
特产品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销售空间。聘请湖州市旅发委主任干永福为“青川
县全域旅游发展特聘顾问”，推动青川旅游发展。签订“东西部扶贫吴兴——青川
劳务协作协议”，成立“劳务协作联络站”，达成赴浙就业意向42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16人，组织开展技能培训28人。同时进一步落实社会民生改造、特色产业
协作等东西部扶贫协作“十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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