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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产业发展壮筋骨

在湟中区鲁沙尔镇白土庄
村的田野上，占地面积887亩
的湟中区“十三五”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赛朵电站”在阳光
下闪闪发光。当地人说：“这是
在田野里建起的一座‘阳光银
行’。”每天12万度的发电量，9
万多元发电收益，让光伏发电
项目持续、深刻地改变着贫困
村和贫困户的面貌。那一块块
光伏板下蕴藏着的是当地老百
姓多年来的致富梦。

湟中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
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光照充足、
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交通便
利，有实施光伏扶贫得天独厚
的先天优势。

2018 年，湟中区把全区
156个贫困村纳入光伏扶贫工
程实施范围，整合资金2.5 亿
元，总装机容量34.1兆瓦，并
于2018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运行，每年产生电量超过4000
万千瓦时。2018 年已为 156
个贫困村集体分红468万元。

产业是脱贫的根基，也是
发展的动力。2016年以来，湟
中区所有产业扶持项目户实现
产业项目全覆盖，先后拨付产
业资金1.29亿元，涉及贫困户
6780户，共23822人。其中，
湟中区投资4535万元建成中
藏药材扶贫产业示范园，引进

入驻合作社（企业）17家，示范
引领群众种植中藏药材3.43万
亩，辐射带动贫困户550户。

杜恩春是土门关乡林马村
有名的孝子，为照顾肢体残疾
的老母亲，他无法外出打工，只
能靠几亩薄田和低保金维持生
活，38岁还没娶上媳妇。乡政
府和村“两委”请来畜牧专家，
手把手教杜恩春养猪，并帮他
利用产业扶持资金建起了养殖
场。上有政策支持，下有干部
扶持，杜恩春从 12 头仔猪养
起，很快成为了年出售仔猪40
头、育肥生猪 80头的养猪明
星，一年挣了4万多元。2017
年，杜恩春娶上了媳妇，夫妻二
人共同照顾母亲、操持家务，养
猪场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李家山镇汉水沟，村民
们在第一书记的指导下，凭借
传统的面食手工技艺，走出大
山、面向全国，至今已在各地建
立起 170 多个经营网点。如
今，汉水沟的农家手工馍馍不
仅注册了商标，还有了名气、树
了品牌、立了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建立
‘线上+线下’销售方式，拓宽馍
馍销售渠道，让群众收益和品
牌巩固达到双赢。”湟中区李家
山镇党委书记杜军说。

湟中区还发挥金融优势，
累计为贫困群众、扶贫专业合
作社发放借贷款8.12亿元，贴
息1661.7万元，有效解决了发
展产业融资难问题；统筹整合

扶贫资金1.96亿元，大力实施
村级集体经济“破零”工程，
380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集体经
济“破零”。

补短惠民真脱贫

饮水难、用水难的问题多
年来一直困扰着群加藏族乡来
路村的百姓。2018年，村里实
施了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家家户户用上了干净卫生、水
量充足的自来水，吃水难的问
题彻底解决。

群加藏族乡来路村村民文
国忠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来路
村的水三天两头断，吃水非常
困难。去年水网改造后，吃水
非常方便，再没有断过。”

湟中通过集中搬迁和插花
安置的方式，在8个乡镇易地搬
迁了 24 个行政村的 714 户、
2337人。为给贫困群众织牢保
障网，湟中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
程，强化贫困户就业技能培训
和就业扶助，保障贫困家庭学
生 15年免费义务教育，严格
落实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
及时将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纳入农村低保户保障范围，实
现贫困群众兜底保障全覆盖。

“以前的房子又黑又潮，住
着不舒服，想盖新的又没钱。
如今，通过危房改造我们住上
了新房子，又宽敞又明亮。”田
家寨镇下洛麻村村民马延寿满
心欢喜。

“这些红丝带是2019年国
庆节大桥通行时大家系上去
的，那一天所有人都高兴得不
得了！这桥修好后，大大方便
了我们的出行。”前庄村和附近
村庄的村民们纷纷称道。拦隆
口镇上庄村村委会主任景延洪
介绍，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
办与拦隆口镇结对帮扶，2018
年，西岗街道投资近300万元
在拦隆口修建新桥，为了纪念
这段帮扶情，新桥被命名为“隆
岗友谊桥”。

结上对子，走对路子，脱贫
就能加快步子。湟中区深入推
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南京栖

霞区构建形成“街道与乡镇、社
区与农村、园区与园区、部门与
部门、企业与农村”五维协作框
架，栖霞区组织130余名医疗、
教育、农业等领域专家赴湟中
区帮扶指导，先后投入3000万
元实施玉拉智能温室大棚、泥
麻隆中藏药材加工基地等10
项产业协作项目，带动4600余
名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湟中深入实施十个行业扶
贫专项行动，十个部门各显身
手，统筹整合高原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
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项目资
金，狠抓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先后投入各类项目资金 7亿
元，全面补齐了全区贫困村和
非贫困村水、电、路、网、房等方
面存在的短板和欠账。

扶志扶智拔穷根

“您现在有多少积分？”
“这次我姑娘考上大学积

了5分，加上之前的积分，我可
以兑换一个热水壶。”

“这个超市办得好啊，不用
花一分钱，靠自己平日里积极
参加村里活动的积分就可以换
东西了。”

一大早，共和镇葱湾村的
“励志爱心超市”里就聚集了不
少挑选商品的群众。

“励志爱心超市”面积不
大，但货架上的物品却不少，粮
油、日用品、小型家用电器、学
习及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和普
通超市不同的是，货架上的物
品挂的不是价格标签，而是5
分、10分不等的分值标签。超
市里的墙壁上还悬挂着《“励志
爱心超市”运营办法》《“励志爱
心超市”积分兑换流程图》《“励
志爱心超市”管理制度》，柜台
前的超市管理员认真记录着兑
换台账。

自2018年以来，湟中区积
极创新工作方法，在全区39个
贫困村建立了“励志爱心超
市”，通过积分制引导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产业发展、政策知晓、

家庭美德、生态保护、移风易俗
等活动，用积分在励志爱心超
市中兑换商品。目前，湟中区
已在15个乡镇81个村建设运
营“励志爱心超市”，兑换积分
累计191万分，兑换物品总价
值170万元。

“励志爱心超市运行两年
多来，不仅激活了群众脱贫致
富、建设美丽家园的内生动力，
还撬动了各方资金投入，增强
了我们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底
气，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收获了群众满意的点赞。”共和
镇葱湾村村委会主任祁如信
说：“‘励志爱心超市’把过去由
单位、个人简单的捐钱捐物，变
为困难群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获取，由‘被动接受’变为‘主
动争取’，基本消除了贫困户
等、靠、要的思想，也促使村民
珍惜扶贫政策，不等不靠，自力
更生。”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湟中区制定了《贫困户励志奖
励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脱贫攻
坚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筹资
300余万元，对全县选树的20
名“脱贫致富明星”、20名“扶
贫创业明星”及200余户通过
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示范带动
效应好的“脱贫光荣户”进行了
表彰奖励。此外，湟中区大力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深入推进
文明村镇、“五星级文明户”创
建，指导贫困村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发挥村民议事会、乡贤
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作用，强
化贫困群众精神文明建设；扎
实推进文化扶贫工作，配置文
化活动器材293套，建设文化
活动场所80个，丰富贫困群众
文化生活。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
湟中区28565人摆脱贫困，15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
率由 2016 年初的 13.7%降到
2018年底的0.23%。2019年，
湟中区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并
实现绝对贫困“清零”目标，解
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被
国务院评为全国脱贫攻坚“组
织创新奖”。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

在脱贫攻坚路上铿锵前行在脱贫攻坚路上铿锵前行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原湟中县）的卡阳村，背靠原始森林，在藏语中被称为“干净、纯洁

的地方”。守着莽莽青山、苍苍林海的卡阳人，曾经的日子过得并不惬意，隔绝、封闭的自然条件

让当地村民的生活处于贫困之中。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湟中区从生态保护破局，依托生态优势，挖掘生态潜力，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一年时间里，卡阳从“久在山中人不知”的偏僻山村一跃成为4A级的网红景

区；村民人均收入超万元，既富了口袋，又保了生态。

卡阳村今昔巨变是湟中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有着46万人口的湟中是青海省农

业大县、人口大县，这里地形复杂、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力低，产业结构单一。过

去，湟中农业靠天吃饭，工业先天不足，服务业低端落后，财政实力底子薄，基础设施欠账多，贫困

面广、量大、程度深。全县380个行政村中有156个贫困村，村村都有贫困户，每12个农村人口中

就有1个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13.7%，因病因残致贫占比高达41.8%。

回首脱贫攻坚决战之初，湟中区470名党员干部在长达20米的军令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毅然把责任扛在了肩头。数千名扶贫干部进村入户，与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入户动员10

万多人次，集中培训1100多场次，全面打响了一场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脱贫攻坚大会战，走出

了一条具有湟中特色的脱贫发展之路。

湟中区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 季春燕摄

湟中区田家寨镇田家寨村千紫缘种植园采茶工人采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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