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2020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孟 航 □本版美编 郭佳卉 9

■李舰波

对症下药、精准滴灌、
“靶向治疗”

“饮水难、灌溉难、防汛难、
出行难。”“夏天水汪汪，冬天白
茫茫，只听蛤蟆叫，就是不打
粮。”阳高县地貌复杂，可耕地
少，还有面积巨大的谷地、盆地
等易涝易碱地。

2011年，作为应急管理部
（原国家安监总局）选派的扶贫
干部，谢留强从北京来到山西
省阳高县开展对口扶贫工作，
挂职担任阳高县副县长。

听说又来了一位扶贫干
部，阳高县的百姓们都苦笑道：

“祖祖辈辈种啥啥没有，咋能脱
得了贫？”

面对当地复杂艰巨的扶贫
工作形势与任务，初来乍到的
谢留强一度无从下手、寝食难
安，他思前想后，决定从基础设
施扶贫入手。

在组织的帮助下，谢留强
先后筹集资金500余万元，完
成了东小村镇集中供水站水源
补充工程；在秋林、东团堡、柳
家泉、大南沟等贫困村启动了
人畜饮水解困、截潜流等工程
项目建设，修复加固护村防洪
堤坝；实施机井配套工程，新打
机井1眼、配套机井4眼，缓解
了当地“饮水难、灌溉难、防汛
难”问题。“自从解决了用水难
问题后，我家这3亩多旱地变
成了水浇地，头一年就多收了
150多公斤玉米，现在能比原
来多了250多公斤!”正在翻地
的友宰村村民韩全山一边拍着
土埂，一边高兴地说。

为了破解阳高县盐碱地种
植难题，谢留强邀请了北京的
专家对当地的土地成分进行检
测，最终发现在这块“不毛之
地”上种出的西红柿，糖度比普
通西红柿高出5个点，符合国
家绿色食品A级标准。于是，

“盐碱地”变成了“聚宝盆”——
条条细管顺垄而埋，水肥一体
化自动滴灌，天敌昆虫互相“消
杀”，生物菌剂防止病害……阳
高县捧出了红遍全国的西红柿
品牌——阳高红，实现了“不留

半点农药害，真正绿
色无公害”的国家
绿 A 级西红柿的
规模生产。

村民张道清
喜不自禁：“我们
的西红柿现在
是明星品牌啦，
是北京、上海、
深圳那些大城市
的抢手货咧，京
东也准备收购我
们的西红柿了。”
由于口感好，含糖量
高，阳高县的西红柿
借助全国商超渠道，远
销北京、上海、广州、福州、
厦门等地，深受市场好评。
外地客商慕名前来驻地抢购，
田间地头的收购价格一度达到
11元/公斤，是同期普通番茄的
6.8倍。

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扶贫干部们知道，修好路、
种好番茄远远不能解决阳高县
的问题。有劳动能力的可以种
地，那没有劳动能力的怎么
办？总得让他们能自食其力。
2016 年 12 月，谢留强提出：

“贫困户内生动力太差，单打独
斗不行，只有抱团发展才有出
路。”于是，一个精准的帮扶规
划在阳高县初现雏形。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17栋
日光温室组成的产业扶贫示范
园拔地而起，成为狮子屯乡后
营、侯官屯两村的“衣食之源”，
委托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无
劳动能力的村民“坐享其成”。
投入生产的第一年，纯收入就
达到30万，除去20%的发展基
金后，24万元全部用于两村里
103户贫困户的分红，户均分
红2330元。

紧跟着落地狮子屯乡后营
村的是与山西省最大的畜牧养
殖企业——山西大象集团合作
的规模化生猪养殖项目，年出
栏生猪 1000 头，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模式让每一个村
民都能从中获益。还有鳌石乡
均田村的林药套种项目：2000
余亩苹果树下套种2000余亩

黄芪、丹参等多种中药材，比种
地的效益翻几倍，贫困户不但
可以把土地租出去收租金，还
能分红，能挣工资。

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扶贫就像做生意一样，必
须要给贫困群众把好关，选好
路，用好人，才能激发持久的生
命力。”这是谢留强在阳高县立
下的目标。

产业搭建完了之后，还要
有渠道支撑。为了让产品走出
去，谢留强和他带领的扶贫工
作队不辞辛苦，日夜奔走，不但
在北京成立了农产品营销中
心、还与上海、北京、海南等地
的十余家大型超市、批发市场、
电商平台签订直采协议，将贫
困县的绿色农副产品定向向外
输送，彻底让当地老百姓吃了

“定心丸”。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

部。谢留强深知下派的扶贫
干部迟早要离开，只有把党的
队伍建设好，才能把扶贫项目
经营好、延续好。在阳高县开
展扶贫工作的9年中，谢留强
在全县新成立了97个农村专
业扶贫合作社，其中42个合作
社由村党支部牵头，形成了

“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贫困
户+产业扶贫资金”的坚固组
织机构，淬炼出一支支“不走

的扶贫工作队”。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

愚。为了将阳高县的“穷根儿”
彻底铲除掉，扶贫工作队结合
当地实际，对困难群体按照年
龄、劳动能力、健康状况进行分
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救助
活动，组织县劳动部门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扶助有能力的困
难家庭就业创业，培养贫困家
庭的“造血”功能。

随着与省内外大型企业、
超市的深入合作，村民的思想
觉悟和眼界也上升了一个高
度，明白了要依靠科技才能生
产出来好产品，只有不断生产
高品质的产品才能经营好品牌
这张名片，只有品牌好，才能有
源源不断的好生活！

面对着阳高县262个村庄
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衣食住
行，一病一痛都是扶贫工作队
的牵挂。

扶贫干部们经常深入年老
体弱和身有残疾的特困户家
中，帮助群众解心结、解难题、
扶思想、长志气，给他们送去慰
问品、慰问金，把党和政府的关
爱温暖送到了群众中去。

越了解农民的所虑所盼，
医疗扶贫也越成为扶贫工作队
的“心头大事”——有的村里医
疗条件差，村民看病难，小病全
靠熬，生生熬成了大病。为此，
扶贫干部们联系了北京的医疗

专家、教授，会同当地医疗单
位，为村民量血压、测心电图、
询问病史、开具处方、提供治疗
方案，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
的问题，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帮
助村民们掌握日常保健、疾病
预防等基本健康保健知识和技
能。同时，医疗队的专家还与
县人民医院开展多种健康讲
座，传授相关医疗技术和实践
经验，并深入当地贫困群众家
中，免费赠送了价值两万余元
的药品，不仅把优质的健康服
务送到了农民家门口，更是把
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农民心
坎上，为健康脱贫贡献了一份
力量。

后营村的一位群众感激地
说：“北京的大医院派了大专家
来到我们家门口给我们看病、
检查身体，还不要钱，感谢扶贫
干部，感谢党的好政策！”

从北京到阳高，从县城到
乡镇，从一寸寸贫瘠的土地到
一棵棵蓬勃的“摇钱树”，应急
扶贫队成员立下“不拔穷根儿
不罢休”的誓言，以多年的坚
守，将阳高县从“全国贫困县”
的名单中拉出来，进入经济发
展的快车道，为如期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了重要力量。截至
2018 年底，阳高县累计脱贫
18349户 40031人，以全省综
合评价优秀脱贫摘帽。

定点扶贫定点扶贫““靶向治疗靶向治疗””

盐碱地种出盐碱地种出““塞上玛瑙塞上玛瑙””

截至2020年6月，国家应急管理部（原国家安监总局）共

派出9批扶贫工作队共16人奔赴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等地

开展扶贫工作。面对复杂艰巨的扶贫形势，扶贫工作队经过

多次讨论和论证，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从医疗与教育、基础

设施设备、产业与政策扶贫三方面彻底拔掉了阳高县的穷

根，助当地贫困农户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

▲扶贫干部、阳高县副县长谢留强手把手指导西红柿种

植户打理秧苗。 李舰波供图

▲小小圣女果，脱贫大文章，村姑笑颜开，腰包日日涨。李舰波供图

◀2018年9月21日，阳高县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暨2018“西红柿红了”农

业嘉年华活动，当地农民纷纷在现场展销推广自家的特色农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