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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行走在川西高原上，雪

山巍峨，天蓝云白，安宁又悠远，令人

神往。只看一眼，便觉得心情大好。

家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

县麦宿镇真通村的牧民扎西措心情就

很不错。“我们一家现在搬进了牧民新

居 ，厨 房 是 独 立 的 ，厕 所 也 通 了 上 下

水，院子外面是宽敞的水泥路。”一大

早，扎西措就出了门，一边走一边跟记

者讲起了自己生活的新变化。行不多

时，一栋栋色彩浓郁的藏式民居出现

在眼前，这就是扎西措今天学习和工

作的地方——钦乐工坊。

说学习，扎西措在这里的扶贫车

间学习麦宿铜铸造技术，从最简单的

树脂，到彩绘，再到最复杂的铜铸，手

艺不断精进；说工作，扎西措在这里按

照扶贫车间接到的订单铸造打磨铜铸

部件，最初一天能挣 50 元，现在已经增

加了不少，2018 年成功实现脱贫。“去

年我在这儿工资收入就有 3 万元，今年

还会更高。”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扎西措一

家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带着

两个女儿生活的她，腿脚不太好，干不

了农活，住在破旧的毡房里，只能靠每

年不到 1 万元的低保补助生活。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成都高新区

对口支援工作队来到了这里，发现虽然

产业基础差，贫困发生率高，但也是川

西高原上的“文化富矿”，民族手工艺制

作底蕴深厚。助推当地特色文化产业

“走出雪域”，成都高新区对口支援工作

队把这作为产业帮扶的“先手棋”，累计

投入 2395 万元，帮助当地政府建设民

族手工艺展销中心和培训中心，先后开

设了 27个藏传工艺特色班。

这 些 藏 传 工 艺 特 色 班 既 负 责 教

学，也组织学员运用学到的成熟技艺

进行生产。学员大部分来自附近的贫

困家庭，有的学费全免，有的还包食

宿，扎西措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合作

社就业的方式，广泛培养各类手工艺人，帮助当地农牧民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截至目前，培养当地手工艺人 1000 多

名，有 100 多款工艺品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100 余户困难

家庭受益于这个项目，每年为当地困难家庭增加收入近

800 万元。

2020 年，德格县如期成功脱贫摘帽，扎西措和广大的

农牧民一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小康生活。“感谢党和政府！

我会继续钻研技艺，让日子更红火！还要把两个女儿也培

养好。现在的生活得来不易，但绝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年届四十的扎西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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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到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

刘四渠村，路两边，是沟壑纵横的黄

土梁，梁上散落着几户孤零零的人

家，张学梅就住在这里。外面风吹

得清冷，可掀帘走进去，门里却一片

热闹。握着回访人员的手，张学梅眼

角笑出皱纹。去年 3 月，她的儿子因

意外车祸去世，老伴儿也得了癌症。

原以为往后日子艰难了，没想到上报

情况后，县里、乡里的帮扶工作队立

马到家里，带来了帮扶政策，“现在

生活有了保障，日子过得去了！”

盐池作为宁夏西海固地区第一

个脱贫的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截至 2020
年底，全县脱贫户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2662 元，同比增长 18.8%，

实现农业总产值 7.1 亿元，同比增长

3.2%，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得到进一

步提升。

落实兜底保障
创业继续扶持

去年，刘四渠村的网格员朱仟了

解到张学梅家里的变故，立马使用手

机里的“脱贫攻坚动态监测预警”应

用程序，将情况填报上去。第二天，

县里就派了工作队过来，调研后，将

张学梅家定性为“突发致贫户”，不仅

给全家上了低保户待遇，还给儿媳妇

介绍了工作。“生产、生活、收入、用

水，乡亲们有什么问题，都能通过这

个应用程序反映解决。”朱仟打开手

机软件，里面农户数据管理、巡查管

理、帮扶信箱等功能排列整齐。

2020 年，盐池县依托脱贫攻坚

大数据平台，建立“红黄绿”三色动

态监测预警机制，在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个层面，建立四级

网格化管理模式，通过 1011 个基础

网格，形成“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

办”的治理体系。除了防止突发性

返贫，建立起动态防控机制，近几

年，盐池县还坚持“四不摘”政策，对

脱贫人员“扶上马，再送一程”，进行

专项帮扶。

2005 年 ，孙 清 艳 嫁 到 红 沟 梁

村，婚房是四处漏风的土坯房，那时

她 全 家 被 列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2014 年，孙清艳申请到 5 万元贴息

贷款，一次性购买了 80 只羊，搞起

了养殖。第二年，挣了近 10 万元，

全家都脱了贫。日子过好了，可她

还想过得更好。孙清艳和丈夫一起

到北京，交了 3 万元的学费，学了一

手烤鸭手艺。技成归来，孙清艳决

定在县城开一家烤鸭店，但启动资

金让她犯了愁。

想 来 想 去 ，孙 清 艳 去 找 村 干

部。了解到情况后，村支书说：“这

有什么难的，以前你们家是建档立

卡户，现在创了业，村里脱贫不脱政

策，给你担保贷款！”这一番话让她

舒了心。孙清艳拿着村里帮忙担保

的 32 万元贴息贷款，把店开了起来，

不久收入就达到 100 万元，还开了第

二家店。现在，孙清艳的两家店吸

纳了 14 名困难群众和留守妇女就

业，“我是吃过苦的人，现在自己有

能力了，也要回馈社会。”孙清艳说。

利用项目资金
激发内生动力

“吕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点儿

项目资金。”盐池县农业农村局里，

农技中心主任吕志涛一抬眼，看到

办公室门口站着一群人。仔细瞧，

是花马池镇曹泥洼村的村支书张志

铭，还有村里的党员、群众代表。

“上次村里拿了 100 多万元的

建设资金，盖了 30 座大棚，大伙儿

脱了贫。现在村里人去学习致富经

验，回来大家一合计，觉得发展水果

温室能赚更多钱。这不，又找您申

请资金来了！”张志铭说得挺实在。

“你 们 村 做 得 不 错 ，你 不 来 找

我 ，我 们 也 要 开 会 研 究 给 你 资 金

的。”吕志涛答得挺干脆。

不久，第一批 150 万元的闽宁

对口扶贫协作项目资金到账，村里

建起 26 个高标准种植大棚，不仅有

毛桃、油桃、李子、葡萄等水果品种，

还开辟了 90 亩特色采摘园。“村里

总想盖水果温室，可就是缺钱。如

今有了资金，一座温室补贴 2.5 万

元，大家都有了热情。你看，我光采

摘园就能挣 5 万元，这可是以前收

入的 4 倍。”油桃温室里虽闷热，可

村民郭峰却笑得合不拢嘴。

2016 年至今，盐池县累计争取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资金近 2 亿

元，组织实施 11 大类 67 个项目，用

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闽宁示范村

建设、生态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一

大批帮扶项目。

同一个镇的郭记沟村也拿到了

发展资金，钱有了，怎么用才好？走

在村头的田地里，村委会主任黎仲

彪琢磨，村里耕地面积 1.2 万多亩，

地势又平坦，是不是发展农田机械

更合适？

村集体大会上，大家一块讨论，

村民一致赞成。当场就有人核算出

了成本，开春犁地、播种、施肥，秋后

收割、脱粒，用别人的农机，一亩地

180 元，村里自己搞机械，只要 120
元，合算！

拿 定 主 意 ，村 里 就 加 紧 采 购 。

2019 年 4 月，利用帮扶资金，郭记沟

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成立，当年为

村民让利 4.1 万元，合作社净利润达

到 3.5 万余元，成为郭记沟村集体收

入的“第一桶金”。如今，郭记沟村村

民主动和农机合作社签订了机械化

管理服务合同，村委会还抓住毗邻内

蒙古、陕西的区位优势，开拓周边市

场。村头，黎仲彪拿着手机给记者

展示刚接的内蒙古订单，“你看，640
多亩地，都交给我们来打理，这可是

村民自己给合作社引荐的项目。”

福建对口帮扶
推进全面协作

在 361°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繁忙的流水线上，一件件国产运动

衣经过裁剪、缝制、包装，即将从福

建泉州晋江市陈埭镇走向全国。30
岁的宋立华心里格外舒坦。

家住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长滩乡

李滩村，宋立华高中毕业后挑起了

养家糊口的担子，学得一手电工本

事的他，却在去年初受疫情影响闲

在了家里。在宁夏当地人社部门的

牵线搭桥下，宋立华在去年 11 月来

到福建晋江这个聚集了很多民营企

业的城市。

不错的收入、整洁的宿舍、舒适

的气候……在晋江，宋立华的小日

子越过越甜，眼下，他正考虑在晋江

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点对点”式的

闽宁劳务协作，改变了宋立华的生

活，也让宁夏农村居民搭上了脱贫

致富的“快车”。

宋立华发现，距家乡 2000 多公

里的晋江，从便利店到商超再到专

业销售平台，处处可见宁夏葡萄酒

的身影。为宁夏葡萄酒扎根福建、

走向市场架桥开路的企业之一便是

福建省闽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航空物流，新鲜的盐池滩

羊 肉 72 小 时 内 即 可 到 达 福 州 、厦

门，每斤售价达六七十元；宁夏的枸

杞、枸杞原浆等产品成为热销保健

品，深受福建居民青睐……这些年，

在福建晋江籍商人、闽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章的努力下，

越来越多的“宁字号”产品走上福建

人的餐桌、走进福建人的生活。

对口帮扶宁夏吴忠市 25 年来，

泉州选派 11 批 46 名挂职干部，累计

投入对口帮扶资金 4.2 亿多元，累计

引进 100 余个投资协议项目，总投

资 300 多亿元，培养各类人才数万

人次。吴忠持续做好扶贫开发工

作，城乡发生巨大变化。

这些年来，福建泉州下辖的晋

江、石狮、安溪、洛江、永春、德化等

地，先后深度对接帮扶吴忠市盐池

县、同心县、红寺堡区。2019 年底，

两地协作传出喜讯：盐池县、同心

县、红寺堡区全部摘帽，18 万名贫

困人口脱贫，其中盐池县在宁夏所

有贫困县中率先摘帽。

“进入新发展阶段，闽宁协作被

赋予了新的重要使命，从原来的单

向帮扶，转变为两省区通过全要素、

全方位、全领域的合作，走出一条共

赢、共富、共享的道路。”今年 7 月，

福建省委书记尹力在第十二批援宁

挂职干部欢送座谈会上表示。

巩固帮扶成果，闽宁协作变单向帮扶为全方位合作——

脱贫不脱政策 衔接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秦瑞杰 刘晓宇

核心阅读

近年来，宁夏盐池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
力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政策兜底保障，对脱贫
户“扶上马，再送一程”；
利用闽宁对口援助资
金，发展特色产业，激发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福建省对口援助下，
不光盐池一地，中卫等
地也在脱贫后继续发
力，闽宁协作从原来单
向帮扶，逐渐转变为两
省区全要素、全方位、全
领域合作。

■做好民生保障④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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