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0606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中国人，敢拼就能赢！
——代表委员亲历的脱贫攻坚故事

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们积极履职，深入脱贫攻坚主战场——他们帮助贫
困户发展产业、解决困难，以不同方式真扶贫、扶真
贫；他们凝聚社会各方共识和力量，助推精准扶贫、产
业扶贫、智力扶贫；他们奔走在神州大地上，倾听民

意、聚焦民生、汇集民智……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
承载着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期待，代表委员们再次相

聚全国两会会场。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宁夏、贵
州、安徽、四川、西藏、海南等地的部分代表委员，听
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以及他们对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真知灼见和深切期盼。

图①：2020年8月6日，为易地扶贫搬迁而建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里，小朋友在玩耍。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②：2020年10月31日，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的采菊农家女在展示金丝皇菊。 毕兴世摄 （人民图片）
图③：2020年5月15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返乡大学生施林娇在直播推销土特产。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图④：2021年3月2日，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的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种肥分析监测。 许庆勇摄 （人民图片）
图⑤：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老营盘镇竹富农村四好公路蜿蜒盘旋，穿越大山。（2020年12月9日拍摄） 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图⑥：2021年2月24日，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镇新民村社火队在文化广场上为乡亲们表演欢庆锣鼓。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图⑦：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东山镇将军寨村民新居。（2020年7月25日拍摄） 普佳勇摄 （人民图片）
图⑧：2020年11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江川小学的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跳绳比赛。 吴练勋摄 （人民图片）
图⑨：2020年6月21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依撒社区，一位村民抽中安置点房屋房号。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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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九，贵州省盘州市
淤泥乡岩博村晨雾缭绕，远处
的山林与民居若隐若现。一阵
鞭炮声中，村里的酒厂迎来节
后开工第一天。余留芬特意到
酿酒车间走了一圈，“今年争取
销量再上一个台阶，为乡村振
兴再添一把火！”

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是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
到2020年底，该村集体经济规模达1.2亿元，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3万元。

余留芬挂念的，还有另一家小微企业——盘州市秀
媚服饰有限公司。

“以往，我们村办企业岩博酒业经典款的外包装袋都
是找外地企业生产。去年，我们扶持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刘
汉林来做，他有技术、有抱负，很有发展前途。”余留芬想

着，要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刘汉林还有哪些困难。
20多公里外的娘娘山景区，盘州市秀媚服饰有限公

司厂房里，两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紧锣密鼓
地赶制酒外包装袋的订单。

刘汉林向余留芬介绍，公司今年还将扩大生产线，
解决近百人就业。余留芬很开心，当即表示今年还将为
公司提供更多订单。

“其实像刘汉林这样的年轻人回乡发展得好了，就

愿意留下来，能够带动更多人
就 业 。 脱 贫 只 是 最 低 标 准 ，
未 来 还 要 朝 着 乡 村 振 兴 迈
进，乡村振兴需要刘汉林们。”
余留芬说。

岩博酒厂现有职工近 800
人，其中不少是当地返乡就业
的大学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

回归，填补了企业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缺
口。今年，余留芬的提案将重点关注人才和产业在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支撑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和村级企业是农村引才、留才的主要
落脚点。”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余留芬认为，发展壮大
村级产业，保障各类人才的待遇和发展机会，才能激励
年轻人在农村大显身手。“今后，农村不再是退路，而是
为后世子孙谋幸福的新天地！”余留芬说。

“想不到吧？通过电子屏，咱们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小的
娃，能跟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娃共享一堂课啦！”全国人大
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马恒燕欣
慰地说。

履职以来，马恒燕最关注的就是教育扶贫。她先后提出“国

家支持宁夏全面实施‘互联网+教育’”“提高农村学校年生均
取暖补助”等建议，并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和落实。

马恒燕告诉记者，2018 年 7 月，教育部将宁夏列入“互联
网+教育”全国示范区；11 月，宁夏正式启动“互联网+教育”
示范区建设。现在，像闽宁镇原隆小学这样突破地域和时间限
制、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的“在线课堂”，在宁夏已相当普及。

“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改变命运、成
就梦想，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毕生追求。”马
恒燕经常这么说，也坚持这么做。

“受环境影响，同样的课本，孩子们接受程度不同，网络课
堂很容易出现听不懂、慢半拍的情况。”马恒燕说。为此，她带
领团队为闽宁镇原隆小学提供定制化网络服务。同时，针对该
校基础设施不足、师资较弱等问题，马恒燕将其纳入二十一小
集团化管理。

在马恒燕的带动下，宁夏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帮扶结对，开展
在线网络互动课堂的越来越多。目前全区 85%的班级配备了数字化
教学设备，建成 866 间在线互动课堂教室，覆盖 623 所中小学校。

今年两会，马恒燕的议案是，下大力气补齐农村师资力量短
板，提高教师待遇，打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
乡村教师队伍；健全长效帮学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流动、
线上教育资源共享。

“我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宁夏‘互联网+教育’的支持，让
更多大山里的娃实现梦想！”

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位于大别山区，这里是全国人
大代表、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的
家乡。

虽然已是 3 月，但还挺冷。“这种天气，采茶刚刚
好。”陈先志告诉记者，“今年气温比较合适，最近几年
我们大量使用有机肥，有效解决了土壤板结问题，对茶
叶的生长也有帮助。”

金寨县桃岭乡，因临近梅山水库，常年水分充足，
有适宜种茶的先天优势，但长期零星、分散的种植模
式，难以形成产业发展气候，村民很难受益。

陈先志和 9名种茶大户合作，创办了金寨县第一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专门从事茶叶种植采摘加工，带领乡亲们把万亩
荒山变成茶山花海。一片小小的茶叶，带动区域
内3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人均增收3600元。

如今，“云端”直播卖茶叶、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引进光伏项目、发展乡村旅游、走茶旅融
合之路……金寨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广。

支持金寨县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加大
支持特色农业保险力度、在实施乡村振兴中给

予更加灵活的用地政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陈先
志提交的议案建议件件关乎“三农”。今年两会前夕，
陈先志一直在各个乡镇奔波，与种植、养殖大户交流。
他准备了关于如何培养造就一批扎根农村的“土专家”

“田秀才”、为乡村振兴赋能的议案，向大会提交。
“一片茶叶能带富一方人，通过集中连片的方式发展

合作社，能让万亩荒山变绿变金。有了产业就有了‘饭
碗’，再加上良好的居住景观，群众的获得感不会是一句
空话。”陈先志说。

全国人大代表马恒燕

闽宁娃听上了中关村三小的课
本报记者 刘 峰

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

今年争取销量再上一个台阶
本报记者 程 焕 叶 子

全国人大代表陈先志

一片金寨茶叶带富一方人
本报记者 徐 靖

“李伟云，以前做驾校培训，2018年回乡流转100亩地，做桃树
生态种植。”

“侯德强，以前是做设施工业加工项目的，去年从成都返乡创业
做豆瓣食品加工……”

说起村里的年轻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

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如数家珍。
岫云村地处秦巴山区，不占地利，却从十几年前全市有名的贫

困村成为如今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的“电商村”。李君明白，乡村要
想振兴，关键得有人才。

李君本人就是最早返乡的人之一。他原本在成都一家企业当高
管，为了家乡面貌的根本改变，2008年毅然回到老家岫云村。2010
年，25岁的李君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

发展土鸡养殖、建立“岫云”品牌、发展电商，经过几番努
力，岫云村2014年成功脱贫。

脱贫只是新生活的开始，为了让乡亲们收入更稳定、过得巴适安逸，
李君又邀请众多企业开展“以购代捐”活动，把岫云村的扶贫体验店开到
了成都高新区。“村里有20多人在成都的店里务工，一年收入四五万元。”

李君认为，吸引更多能人返乡创业，最要紧的是让能人们看到
可以在村里有钱挣、有奔头。“这就需要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
政府也要帮助返乡创业人群解决难题。此外，还需要一些兜底措施
帮助返乡创业人才解决后顾之忧。”

现在，每逢村里在外的能人返乡，李君都要跑前跑后联系帮扶
政策。“有了这些返乡能人的带动，小农户就有了学习标杆，乡村才
能更快实现全面振兴。”李君笑眯眯地说。

“再过 1 个月就能上市，田头收购价四五块钱 1
斤，每亩至少能收3000斤。打安镇种了500亩，3个
多月能让150多户农民增收600多万元……”

看着地里结实饱满的板栗南瓜，全国政协委
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羊风极喜
上眉梢，拿笔在工作本上记着账。

这工作本，羊风极总是随身带着。打开看，密
密麻麻记录着镇里每项产业的收成。“算明白了，才
知道哪个产业收益最大，哪个产业收成平平。”

58岁的羊风极，1981年高中毕业后就被打安镇
田表村的乡亲们推选为村委会干部，多年来带领群
众开荒种橡胶，让贫穷的黎族村庄成了十里八乡都

羡慕的脱贫村。
近几年，天然橡胶价格低迷，最差的年头 1 斤

橡胶还卖不过 1 瓶矿泉水，胶林弃割成了羊风极的
一桩心事。“实施橡胶保险”“以奖代补，鼓励胶农
割胶”，作为一个从国家级贫困县走出来的全国政
协委员，羊风极把这些提案带到了全国两会，得到
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开始实
施，一度“消失”的胶碗，又重新挂到橡胶树上。

老羊不满足，种胶最终还是看老天的“脸色”。
要想让乡亲们发财，得多找其他的路。

看到一些乡亲种了一两季水稻后，地就撂荒
了，羊风极牵线引进农业科技公司，发动村民，在

800多亩撂荒地上种植南瓜和黄秋葵。
起初，镇里有人劝：“种植品种如果选不对，

造成产品滞销，弄不好要落埋怨，这些事干了还
吃力不讨好。”羊风极听完嘿嘿笑：“如果谁都怕
落埋怨，这也不做，那也不干，谁来带领村民振
兴乡村？”

老羊跑遍了省里、县里的农业科研机构，咨询
了好多家农业科技公司，请农业专家到打安镇实地
考察土壤状况，终于定下了种植品种。

这不，效果显出来了，今年收成准错不了！

提起以前的墨脱县城，全
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墨脱
县完全小学副校长格桑德吉直
叹气：夏天泥石流，冬天雪封
山，想出去难，想进来也难。

现在的墨脱，就连冬天也
变得热闹起来。“县城超市里啥
都能买到。前几天我从墨脱走
时，还看到游客进出。”

2019 年，墨脱县脱贫摘帽的喜讯让每个墨脱人为之
振奋，格桑德吉说：“墨脱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城。能与全国一道如期脱贫，走上富起来的道路，主要
原因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真正走出了一条具有墨脱特
点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之路。”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确保贫困户脱
贫不返贫，近年来，墨脱县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以茶叶、旅游业、民族手工业、特色林果种植业为
代表的特色农牧产业。

“像我自己家，一个人做茶产业，一年收入就有几万
元。”格桑德吉说。放眼全县，仅2019年就为农民群众发
放青茶收益款 1000多万元，带动了墨脱县 6个乡镇 23个
行政村共计832户3677人创收。

在制定产业脱贫计划时，墨脱县也很有章法。既扶
持贫困户发展能够短期内迅速见效的“短、平、快”产

业，又鼓励贫困户参与发展茶
叶、乡村旅游等“长、远、稳”
产业，不断鼓励、支持龙头企业
以“公司+基地+农户+实体店

（网店） ”“合作社+农户”等模
式，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

“除了产业发展，大家还把
巩固脱贫成果聚焦到靠教育‘挖

穷根’。”格桑德吉兴奋地告诉记者，现在墨脱学校硬件
软件跟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入学率达到
100%，专业教师分布很均匀，许多墨脱当地大学生都能
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门巴族姑娘巴珍在墨脱县城开了一家墨脱特产店，
在网上直播卖货，一天能卖出很多东西。”在格桑德吉眼
中，墨脱每天都发生着不少新鲜事，“墨脱的生活越变越
方便，大家越来越幸福！”

全国人大代表李君

能人返乡让村里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全国人大代表格桑德吉

墨脱的生活越来越热闹了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全国政协委员羊风极

工作本上记满乡亲增收账
本报记者 黄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