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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特殊教育学校，老师
在对残障儿童进行一对一引导式教育。

马华斌摄 （人民视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特殊教育学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特殊教育学校，，老师老师
在对残障儿童进行一对一引导式教育在对残障儿童进行一对一引导式教育。。

马华斌马华斌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江西省丰城市荷湖乡江西省丰城市荷湖乡，，党员志愿党员志愿
服务队队员服务队队员走访走访特困老人特困老人。。

周周 亮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山西省太原市社会山西省太原市社会 （（儿童儿童）） 福利福利
院院，，工作人员在照看一名婴儿工作人员在照看一名婴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杨晨光摄摄

▲在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蒋家寨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东湖小学，小学生正在吃自助营养餐。

袁福洪摄 （人民视觉）

▲▲在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蒋家寨易地扶贫搬迁在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蒋家寨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东湖小学安置点东湖小学，，小学生正在吃自助营养餐小学生正在吃自助营养餐。。

袁福洪袁福洪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沐爱镇石林村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沐爱镇石林村，，
当地成立了由当地成立了由 5252名残疾人股东参与的筠连羽名残疾人股东参与的筠连羽
梦养殖专业合作社梦养殖专业合作社。。

庄歌尔庄歌尔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从贫困户变成了“土专家”
本报记者 刘乐艺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
弱有所扶

熟悉郭月华的人都说：她“心头病”好
了，笑脸更多了。

“快请进，外面天热，坐下歇歇。”正在
清扫后院的郭月华，一见记者进屋，连忙洗
了手，一边笑着招呼，一边把水里泡着的青
枣捞出装盘。

8 月 26 日，记者来到江西省于都县梓山
镇岗脑村。郭月华的家，是座宽敞明亮的二
层楼，彩电、空调、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

家里最显眼的，当属客厅墙上挂着的
《脱贫光荣书》 ——姓名：郭月华；对象类
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党的政策好，解
了我的‘心头病’！”见记者瞧得仔细，63岁
的郭月华打开话匣子。

她说的“心头病”，是指欠下的债。
事情要从 2008 年说起。那年 9 月，儿媳

患上心脏病，急需手术治疗。儿子在建筑工
地打零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老伴
儿身体一直不好，之前治病花光了家里积蓄。

郭月华硬着头皮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
“最难时，就连一百、两百元，我也要借”。
幸运的是，近六万元的手术费终于凑够，儿
媳病情得到缓解，只是无法再干重活。

那阵子，“到了过年，我老头子就怕被催
债，吃年夜饭时，他还是唉唉地直叹气。”欠
债还钱，天经地义。钱从哪儿来？“咱什么手
艺都不会，只有一把子蛮力气。”除了自家几
亩田，郭月华又将邻居撂荒的十几亩地接了
过来。

“一天到晚都是在地里做事，早上6点出
门，晚上9点才能回家。”郭月华回忆，毕竟

上了岁数，自己经常累得直不起腰，一次半
夜上厕所，竟在厕所里睡着了。这么拼命干
活，还钱速度还是慢。

转机发生在2014年。因病致贫的郭月华
一家，那年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了一些
补贴，生活开始好转。不久，家里耕地流转
了出去，有了新的收入。郭月华想着，再打
份工。一天，村里的帮扶干部登门，请她去
大棚帮工。

“每天工作 8 小时，收入能有七八十元
钱，怎么算都比种地划算！”郭月华一口答
应。就近打工，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
多好。

原来，县里引进了外地龙头企业，在
岗脑村等 9 个村建了 3000 余亩蔬菜钢架大
棚，打造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于都地处
赣州东部，在蔬菜产业方面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富硒土壤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35%
左右。

“我们引导各村与龙头企业签订协议，组
建合作社经营管理。90%以上贫困户入股合
作社，参与蔬菜大棚的种植和管理，实现了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梓山镇乡村振兴办主任吕丹介绍。

郭月华带着记者，来到富硒蔬菜产业
园。只见，一个个钢架大棚如波浪起伏。大
棚内，一株株绿油油的丝瓜开花挂果，攀援
在架子上。“这段时间，主要工作是摘果。有
的秧苗长得慢，需要掰茬。你瞧，像这种侧
枝，很容易分走主干养分。”

说话间，郭月华猫起腰穿梭在瓜藤间，
掐掉多余的枝蔓。片刻工夫，她脸上就沁出
汗珠。别看现在动作娴熟，刚来这儿工作
时，郭月华却有些不知所措。

“那会儿，我只会做些修剪、采摘的活。
种大棚得掌握的基础技术，我是一项都不
会。”为了解决技术瓶颈，梓山镇聘请来了农
技专家，常年在大棚传授技术。从整地、覆

膜开始，郭月华一点点向技术员学，认真总
结经验。她还参加了县、乡组织的农业技术
培训班。

“学技术嘛，用心记是一方面，还要多实
践。”最初只是帮工的郭月华，如今成了远近
闻名的种植富硒丝瓜的“土专家”。她带领一
个六人小组，帮村里的种植合作社代管一个
丝瓜大棚，每月基本工资就有2700元。

两年前，她还大胆创业，承包了一个大
棚，每年增收七八万元。终于，一家人成功
脱贫摘帽，债还清了，“心头病”好了。现
在，房子装修了、汽车也买了。

“我们镇、村两级，对于郭月华的个人与
家庭情况进行过综合研判，采取了多种措施
防止返贫。”吕丹告诉记者，目前，郭月华老
两口的医保和社保由政府代缴，享有较高比
例的医保报销，两个孙子也享受教育补贴。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近落山。记者也将
结束采访，离开村子。“下次再来，我让你尝

尝我种的丝瓜，口感嫩着呢！”郭月华眉眼里
尽是自豪。

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

▲鸟瞰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 谢金俊摄
◀郭月华在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工作。 肖章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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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一家扶贫
车间里，工人正在赶制编织袋。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一家扶贫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一家扶贫
车间里车间里，，工人正在赶制工人正在赶制编织袋编织袋。。

王王 春春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实现“弱有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
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持续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
加强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工作，有效
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全国每年约
5000 万困难群体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
围，实施临时救助1000万左右人次。

面向未来，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到“健全分
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从“完善帮扶残
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到“健全老
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
我国对基本民生保障作出新部署、提出新
要求。

文化程度低、家庭条件差、家里有病
人，郭月华一度遇到较大困难。从发愁

“心头病”到满脸轻松笑容，从贫困户到种
菜“土专家”，她的表情变化、身份转变，
让记者印象深刻。

除了“他助”，郭月华的“自助”也让
人感动。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的吃苦精神，
不会就学、学完就用、用完就总结的精神
头，让她脱颖而出成了行家。

坐在她家刚装修的楼房里，站在她工
作的蔬菜大棚间，记者不由自主想到一句
话 ，“ 让 人 民 生 活 幸 福 是 ‘ 国 之 大
者’”。如何防止这个脱贫户返贫，当地
已有安排。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今，我国基本民生
保障迈上新台阶，困难群众正一步一步迈
向更美好的生活。

截至 2022 年 7月，全

国共有 6200 多万低

收入人口纳入动态监

测预警范围。

截至2021年底，全国

养育孤儿17.3 万人，

集中和分散供养平均

保 障 标 准 分 别 达

1697.4 元/人/月 和

1257.2元/人/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