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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习近平的表扬，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总理也分别在今年3月
2日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印发的《扶真贫真扶贫——赣南革命老区精
准扶贫的探索与实践》上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赣州的做法，归结起来就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产业扶贫为重点，
统筹推进片区扶贫、移民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和整村扶贫，
内外兼修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今年，赣州还把精准扶贫列为“一号工程”，实行市级领导包县、县级领导包
乡、乡镇领导包村、双联干部包户的“四包责任制”，推行“532”结对帮扶：市级领
导5户、县处级干部3户、科级及以下干部2户结对帮扶，使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
工作组，每户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和脱贫措施，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筹集了
52.01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向贫困村、贫困户提供产业帮扶及相应担保。

我们很好奇，为什么是赣州，派15名村支书去梁家河。我们同样好奇，
为什么是赣州，在精准扶贫上取得了自上而下肯定的成绩。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地党史专家带我们去了兴国县的长冈乡。这个名
字许多人很熟悉，1933年，毛主席率团调查后，写出著名的《长冈乡调查》。
我们在他当年下榻的屋子周围，听当地党史专家讲述调查的历史背景，详
读如今已刻在墙上的《长冈乡调查》。“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
众”、“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把解决革命
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等三条工作经验正是将
一切都建立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之上。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但许多内在的东西不变。时隔40年，赣州的干部
们想去梁家河学习的，其实就是精神和规律，事关干部成长，事关党的事业

发展进步。
这种意志、精

神和规律，既在陕
北梁家河，也在赣
南苏区。

从 2011 年 开
始，赣州就在全市
干部队伍中开展干
部作风“三治”活
动，具体来说，治
庸、治懒、治散。当
地干部说，慵懒散
的问题，在几年前

的赣州还很突出，就连一些县里的主要领导，都经常找不着人，严重影响到
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除了“三治”，赣州还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
好作风，自2010年底就开始深入开展干部下基层“三送”工作：送政策、送温
暖、送服务。这一送，就送下去了10万干部，市、县、乡三级的每位干部都结对
联系服务群众，每户群众都有干部联系服务。在赣南，记者注意到，家家户户
的门前都张贴着一张联系服务牌，上面清楚地写着户主的名字以及与之结对
服务的干部的名字、单位、职务和电话。村民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随时都可
以拿起电话，照着联系牌上的号码拨过去，就能够及时得到帮助。

对政治规矩的强调，同样是当地抓作风的重点。当地官场如今流传一
句话：“如果连红绿灯都不愿意等，你这个干部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

在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看来，正是有了作风保障，赣州干事创业的环
境才日渐清朗，许多工作得到了有效推动。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重大历史机遇之
下，赣州之所以能如此迅速改变面貌，与当地干部作风的转变密不可分。

党的群众路线，源自苏区，如今也成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干部
们最为珍贵的财富。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群众路线多次强调。习近平说，“人心是
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事实上，习近平与苏区之间，也曾有过一段关于作风的佳话。
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有两瓶不太起眼的茶油。这是百岁老红军

王承登有感于习近平殷殷牵挂老区发展、家乡变化日新月异，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请当地人大代表捎给习近平的礼物。最终这份礼物没能送出，因为习
近平特别叮嘱，参会人员不能给他带任何礼物和土特产。习近平说，心意领
了，茶油不能收。于是，老红军将茶油转赠给了“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

如今，这个茶油的故事全国闻名。而到这个馆中的所有干部，看到
的已不仅是历史，而是现实。

赣州在向梁家河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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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是长征的出发地，陕北是长征的目的地。
今年4月，15名来自赣州的村支书从长征出发地到了目的地。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陕北有习近平总书记插过队的梁家河，他们专程去取经。如何学习梁
家河、做好村支书、打好攻坚战，如何做好精准扶贫，赣州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五一”期间，中组部、中农办和国务院
扶贫办共同印发 《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
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要求向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全覆盖”
选派第一书记。

通知明确了选派第一书记的重点范围，
一上来就是“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在实地
调查时记者发现，这一措施在赣州已实施数
年，每年都选派一批机关年轻干部、“三支一
扶”人员、大学生村官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
记。现在，赣州3649个村都选派了第一书记。

上个月，包括5名第一书记在内的赣州15
名村支书，难得出了趟省，到了陕北的梁家
河村。

他们去学了什么？习近平曾说，梁家河
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他们学到的，自然是大
学问。

翻阅村干部们的学习记录，赣州干部眼
中的梁家河所蕴含的崇高精神，是坚定信

念、一心为民、艰苦奋斗、实干担当、

敢为人先、廉洁奉公。
说来容易，但是这学问如何实践？

“一个梁家河带起来，千百个梁家河跟上
来。”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党支部书记曾小
生从梁家河回来后，对记者这样感慨。他的
村子里绿树成荫，白墙在阳光
下晃眼，眼前是一片整齐高大
的小楼。看着几年前天差地别
的照片，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
的成绩一目了然。

让曾小生感到幸运的是，
他们村和梁家河村签下了结对
协议书，同样幸运的还有兴国
县长冈乡塘石村和埠头乡枫林
村。

从梁家河回来，整个赣州
都掀起了学习梁家河的热潮，
处处可见的是这样一句话“学
习梁家河、当好村支书、打好
攻坚战”。

历史已经走过 40 多年，同习近平在梁
家河插队时相比，时代早已发生巨变，赣州
为何选择学习梁家河？

不用急着找到答案，不妨先回顾历史。
1934 年，红军从赣南出发，完成了震惊世界
的万里长征，终点就在梁家河所在的陕北。
如今，同样的出发点和同样的目的地，只需
不到一天就能走到。然而今天从赣州出发的
人，真正想完成的使命，其实是又一场长征。

对于赣州来说，把扶贫攻坚视作长征并
不夸张。

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较大的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赣州的贫困人口的确不少。
2014年底，江西农村贫困人口276万人，赣州
有105.06万，占了近40%，扶贫工作可谓任重
道远。

但是回溯 2010 年底，赣州的贫困人口是
现在的一倍多。当时赣州的贫困人口是215.46
万人，3 年多时间共减少贫困人口 110.4 万，
且农民人均收入从当时的 4182 元，提高到了
去年的6970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
代表团审议时，对赣州的扶贫与贫困现状做
了凝练的总结：“2011年，我对振兴苏区发展
作过一次批示。这些年，你们把加快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和重大战略机遇，努力作为，带动了全省民
生改善，成绩令人鼓舞，但脱贫任务依然艰
巨。”

短短几年间，为何做出了成绩？赣州的
干部告诉记者4个字：精准扶贫。

没有建宽马路、大广场，没增加地标性
建筑，却少了110多万贫困人口。简要概括当
地这几年的扶贫实际情况，大概就这么一句
话。

行走赣州城，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几年
赣州不新建宽马路、大广场，城里没有增加
一处新的地标性建筑，把钱都投到让老百姓
得实惠的民生实事上。走到乡下，许多村子
的面貌却已天翻地覆，透风漏雨的危旧土坯
房变成了二层小楼，红土地上建起了小广
场。从破房子到崭新的楼房，对老百姓来
说，这种喜悦之情难以言喻。

然而扶贫不只是把老百姓请上楼。他们
吃什么、靠什么赚钱，是同样尖锐的问题。

一路嗅着槐花的香味，就到了信丰县。
所谓信丰，顾名思义，人信物丰。早些年，
这里是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所在地，
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核心区。

槐花最香处是大
塘埠镇沛东村。村民
曾广荣家的生活看上
去 颇 为 滋 润 ， 微 波
炉、饮水机、电视机
一应俱全，他说，这
些 都 是 沾 了 槐 米 的
光。然而，这个靠槐
米年收入 5 万元的家
庭，只有他的爱人在
家料理，其他人都在
外打工或是求学。槐
米容易处理，不需要
多大力气就能搞，是
扶贫的好产业。

当地看准了这一

点，对村子里的槐米产业进行有效扶持。如今，
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槐米。当地人递过来一本小
册子《金槐规范化生产标准操作规程》，照着做准
没错。

产量有多大？村里的经纪人肖国清算了
一笔账：去年，他帮村民们销出了 80 多吨，
其中一斤平均价格就要 25 元……所以当地民
谚说：“三年种槐树，不当贫困户。”

赣州的油茶同样是精准扶贫的项目。油
茶是南方一种特有的食用油料植物，可以食
用，又有药用价值。当年，赣南老区群众就
是用茶油、钨砂，从白区换回食盐、药品、
武器等物资支援红军。现在，油茶又成为老
区群众的“致富树”。

记者来到兴国县高兴镇的油茶低改基
地，一片片翠绿的油茶林中，村民尹维良种
了 60 多亩油茶，每年有近 3 万元收入。他满
脸笑容地说，准备再扩种 50 亩，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

据了解，目前赣州有油茶林230万亩，年
产油量达1.2万吨，年产值36亿元，有8万多
贫困群众靠种油茶脱了贫。

精准扶贫，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尤为重要。
在红都瑞金的盐田希望小学，我们进了

一个教室。黑板打开，背后是一块大屏幕电
脑，里面储存着海量教案。山村里的孩子，
通过联网的电脑，上着北京、上海的老师们
制作的课程。窗外，是一片崭新的塑胶跑
道；教室旁，是每天中午吃饭的地方，孩子
们在这里享用政府提供的营养午餐。

离小学100米远，是一个敬老院。下午的
阳光洒在走廊上，所有的老人都眯着眼睛，
满脸安详。这里面有老红军后代，也有普通
的老农民，人生在此时都归于平静。

❶村支书到梁家河取经

❷用好组合拳精准扶贫❷用好组合拳精准扶贫

❸狠抓干部作风促发展

本报赣州电 （杨晓安、谢若闲） 今年是东江
水供港50周年。近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考察团来
到江西省赣州市，就供港水源——东江水源头水
资源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等进行专题调研。

赣州是后发展、欠发达的革命老区，为
保护东江源一方净土，送香港同胞一江清
水，赣州市在自身财力极为艰难的条件下，
竭力加大生态投入，坚决守住生态红线。

据悉，赣江和东江源头县撤办工业园，连续
8年禁伐天然阔叶林，近5年关闭和搬迁了2500
多家企业，拒绝对环境有破坏或污染的产业投资
项目3150多个，涉及资金上千亿元；为退果还林，源
区县的果农忍痛砍掉了近40万亩、1900余万株丰产
期的果树。

在安远三百山，当地老表都知道这里富含稀
土、钨矿，只要挖地几米，就能拿“泥巴”卖钱，但“不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今年 3月，河北一名
客商提出投资4000万元，在东江源区域内镇岗乡开
采、加工瓷土，被安远县有关部门当场婉拒。

通过这些努力和付出，东江源生态环境得到了
有效保护。目前，东江水系水质达标率为81.5%，地

表水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在 90%以上，分
别高出全国、全省平均水平40个和10个百分点。

纯朴的赣南老表就像苏区时期支援革命一样，为
了长远发展、为了大局利益、为了香港同胞饮水安全，

心甘情愿舍弃眼前利益、奉献一片真心。
一路走一路看，香港全国人大代表最直观的

感受是——东江源头地区群众作出的牺牲太大
了。人大代表被当地干部群众为保护东江源做
出的牺牲深深感动，建议通过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加大生态产业支持，推动赣港交流等
举措，让东江源生态环境得到可持续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力行有限公司主
席、香港赛马会董事范徐丽泰表示，保护东

江水源的任务是长远的，未来的任务还很艰
巨，要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不能长期

要求上游人民完全作出牺牲。
据了解，东江是珠江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

发源于江西赣州东南部，全长562千米。赣州境内
流域面积共 3532.6 平方公里，约占东江流域总面
积的1/10，源头流入东江多年平均径流量29.21亿
立方米，占东江年平均径流量的 12%。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香港曾因久旱无雨发生严重水荒。为
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同胞饮水问题，中央特批建设
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以济香港，保障了香
港75%的用水需求。

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赴赣州考察
建议设立生态补偿机制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日前在广州颁奖，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青年演员杨俊，凭借
在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 《永远的歌谣》 中的出色表演，喜
摘“梅花奖”（一度梅），为赣南采茶戏赢得荣誉。图为颁
奖典礼现场。 吴书梅摄

赣州演员喜“摘梅”

图为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团在参观调研 潘庆坤摄图为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团在参观调研 潘庆坤摄

村子里老百姓的新村子里老百姓的新家家挂着习近平的画像挂着习近平的画像，，以此表达内心以此表达内心
的感激的感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树宴赵树宴摄摄

赴梁家河学习考察的赣南赴梁家河学习考察的赣南1515名村支书在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名村支书在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
洞前召开座谈会洞前召开座谈会。。 杨院勤杨院勤摄摄

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树宴赵树宴摄摄

如今村民们住进了宽敞的楼房如今村民们住进了宽敞的楼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树宴赵树宴摄摄

当地随处可见习近平的讲话当地随处可见习近平的讲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树宴赵树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