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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脱贫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难点和重点，而如何破解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贫弱、生态脆
弱、社会文化积弱等难题，是少数民族
地区扶贫的关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和长城国兴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用 3 年的“住村”实践，坚持
扶贫、扶志、扶智三位一体，在少数民
族地区扶贫路上越走越顺，取得良好效
果。今年 9 月，记者和住村工作组一
起，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亚吐尔
乡哈拉苏村、拜城县康其乡墩艾日克村
等地，进村入户探访“三扶”新路。

民生帮扶“解燃眉”

9 月的南疆，果香四溢，稻菽飘
香。在哈拉苏村，一排排红砖房前种满
了绿莹莹的葡萄，农家院内的香梨和苹
果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村民们在新修的
活动中心跳起欢快的麦西来甫 （维吾尔
族的一种舞蹈），迎接维吾尔族传统的
盛大节日——古尔邦节。

忙碌的长城乌办第三批住村工作组
组长李洪江，却无暇欣赏美景、品尝美
食。他翻着密密麻麻的记事本，梳理着
一条条民生“台账”：今天上午与哈拉
苏村党支部书记毛尼亚孜·吐拉甫一起
到贫困村民家发放慰问金；中午到拜城
县亚吐尔乡都干买里村双语幼儿园察看
工程进展；下午到长城哈拉苏村巴扎

（综合市场） 和榨油厂调研节日生产情
况；傍晚到村卫生所了解药品和病人救
治情况⋯⋯

李洪江的第一站是刚刚失去丈夫的
村民古瓦汗·尼亚孜家。当收到慰问金
时，32 岁的尼亚孜眼含热泪地说：“要

是没有工作组帮扶，我一个女人带着 2
个孩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帕拉提也亚
克西，帕拉提也亚克西 （共产党好）！”

有 3 名残疾家属的古丽一家，收到
慰问金时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临别
时，他们拿出一面绣着“村民心中的长
城”的锦旗，赠送给住村工作组，依依
不舍地在院门口挥手道别。

这些看似工作量不大的民生“台
账”，在南疆地区的哈拉苏村真正落实
下去却并不轻松。由于地广人稀，当地
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一般都较远，行政村
与县城间的距离更远。哈拉苏离拜城县
城约 20 公里，离亚吐尔乡 13 公里，全
村人口共 2267 人，其中贫困户 180 户
664人。

过去，村里没有像样的村民活动场
所，更别说舞台、巴扎、学校和医院，
小到村民们跳舞、领慰问金、买卖东
西，大到上学、看病都不方便，千头万
绪的民生琐事亟需解决。

第一批住村工作组组长、长城乌办
副总经理孙康介绍，2014 年实施定点
帮扶以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张晓松先后 6 次到住村所在地考察，给
村民送去慰问金，并捐资13.6万元帮助
村里建起卫生所。为改善村民们的文化
生活，工作组先后投入 8 万元，建起了
村民活动大舞台。

第二批住村工作组组长、长城乌办
副 总 经 理 骆 驰 介 绍 ， 2015 年 住 村 期
间，工作组举行了“金秋助学”活动。
14名新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分别获得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系统内爱心人士
捐助的行李箱、运动服以及数千元的助
学金。

19岁的米热古丽·毛尼亚孜说：“我

的汉语水平一般，在住村干部的帮助下
获得 2500 元捐资，我将用这些钱提高
汉语水平，学好金融专业，努力为国家
建设出力。”

“捐助贫困大学生在全村建村以来
还是头一次，关心教育、关心孩子成
长，就是关心全村的希望，感谢工作
组！”毛尼亚孜·吐拉甫说。

今年 10 月，哈拉苏村的幼儿园、
旱厕、锅炉房先后竣工，到时哈拉苏村
的民生水平又有了更大提升。

精准扶贫谋长远

少数民族地区仅有输血、撒网式的
帮扶还远远不够。在长城乌办总经理曹
志强看来，3 年来的住村工作必须提升
当地造血能力，力争项目安排和资金使
用都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
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致富。

“村里建起的长城哈拉苏村巴扎
（综合市场） 真不错。每周四到巴扎卖
了自家养的鸽子，一周的菜钱就有了。
最近，巴扎附近还新添置了榨油机、磨
面机，再不用跑到 20 里地之外的乡上
了。”72岁的老党员吾斯曼·阿尤甫曾是
哈拉苏村的老党支部书记，谈到村里的
新变化，老人连连竖起大拇指。

2014 年以来，村里成立了历史上
首个农业专业化合作社——古力巴格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销售和农资批
发成为 30 多户入社村民的另一项增收
法宝。2015 年以来，在养殖大户艾合
买提·买买提的带领下，村里养牛、养
羊的大户增加到 20 户。“工作组带来了
为牲畜治病的药池子技术，让我们的牛
羊成活率比原来提高了很多倍。”买买

提高兴地说。
随着租用巴扎摊位的商户增多，做

榨油和磨面生意的村民也开始活络起
来。一个小型巴扎、一个小型榨油厂、
一个磨面厂、一个农业合作社和一批种
养大户的出现，不仅改善了村民日常生
活，而且带动了当地民营经济越发活
跃，当地的就业难题也得到缓解。

不过，要增收仅靠传统农业种养和
村办工厂还差得很远。传统观念下，人
们大多像哈拉苏村的村民一样，不愿离
土离乡外出务工。为了做通村民的工
作，工作组、村委会的党员同志没少找
村民谈心。

三批工作组的真心付出凝聚了村民
的心。2015 年，工作组与村委会统一
联系安排，组织了 230 位村民到 100 里
外的尉犁县肖塘区和轮台县轮南镇务工
点拾棉花增加收入。为方便联系、确保
安全，村干部和工作组轮流进务工点为
村民提供服务。这次外出务工，拾棉花
村民大约每人可增收 1 万余元。“集体
务工有组织关心，用工方服务到位，采
摘价格合理！”村民艾沙·尼亚孜高兴
地说。

住村工作组 3 年来所做的工作让哈
拉苏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干打垒泥草
房被红砖房取代，窄窄的泥巴路被宽阔
的板油路替代，村小学、双语幼儿园、自
来水、电灯、手机、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
在哈拉苏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
生活用品已经进入 80%以上的农户家
庭。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
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 77 岁的村民
马木提·买买提所言：“现在村民每逢遇
到大事小事，都要找工作组谈心，村民们
和党员同志们比一家人还亲。”

深秋，记者来到位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红墩
子区的宝丰光伏发电、枸杞产
业基地，只见一排排深灰色的
光伏发电板在阳光下如海洋上
的点点风帆，十分壮观。光伏
板下，枸杞枝条上结满红红的
果实。

宁夏建设38万千瓦离地3
米跟踪式光伏组件，充分利用
组件下方的土地资源，开展苜
蓿、枸杞种植和牛羊养殖，并配
套建设生态观光一体化项目，
带动部分贫困县区劳务移民，
实现光伏建设与特色产业扶贫
的有机结合，这是宝丰集团将
能源优势和特色农业结合的一
种新尝试。

今年 3 月，宝丰集团共投
资300亿元建设光伏发电和枸
杞种植项目，规划发电功率
3GW，共 10 万 亩 枸 杞 扶 贫
田。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介
绍，一期项目建成后，对宁夏全
区 8 个贫困县建档立卡 8 万贫
困户给予经济补贴，年补贴2.4
亿元，保障建档立卡无劳动能
力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 3000
元的经济收入。二期枸杞扶贫
产业项目采用“企业+农户”合作经营模式，宝丰集团负
责制定统一管理标准、统一田间作业流程、统一产品质量
标准，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水肥一体化喷灌技术和现代机
械化设施设备，统一研发、种植、收购、加工、销售，零成本
承包给 8 个贫困县区建档立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农户，
由农户负责日常田间管理和采摘，农户既作为产业工人，
又是经营业主。项目将持续解决 1.7 万贫困户约 8 万贫
困人口就业。下一步，还将把枸杞产业扶贫项目与光伏
扶贫项目、休闲旅游项目融合发展，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枸
杞产业园、全国最大的“农、光、游”一体化示范基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资源丰富，光热资源充足，是国
家首批光伏扶贫项目试点 6 省区之一。2015 年，宁夏回
族自治区编制了首批光伏扶贫试点项目，涉及17个贫困
村及生态移民村12948户农户、总规模为51.56MW。截
至今年7月底，全区51.56MW光伏扶贫试点项目已建成
并网17.53MW，企业承诺农户每年300元至500元的屋
顶租赁费用兑现情况较好，有效增加了当地农户的收入。

“光伏扶贫是好举措。”宁夏发改委主任张八五说，
“但贫困县贫困地区所在地不一定适合光伏发展的条件
或消纳的条件”。据了解，宁夏的国家级贫困县有不少位
于光伏条件不太理想的南部。综合考虑区光伏资源条
件，以规模化、园区化、集约化方式建设光伏扶贫工程更
为适合。张八五介绍，对于部分不在光伏园区内和不具
备光伏建设条件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区，由自治区统筹，
按照区、市、县（区）三级政府共同筹集光伏扶贫资本金的
方式，通过政府指定的融资平台，与已规划的光伏园区开
发主体进行合作，异地实施光伏扶贫。

“光伏加农业，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光伏板还可
防止果实晒伤。”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张吉忠说，按照规模化园区化集约化思路建设光伏扶贫
工程的思路，调动企业等社会资源参与，带动部分贫困户
实现产业脱贫和劳务移民脱贫，为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住 村 实 践 探 索“ 三 扶 ”新 路
本报记者 周 琳

宁夏宝丰集团

：

一地三用

光伏扶贫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卫
生计生局日前组织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等县
直医疗部门成立医疗志愿服务队，开展医疗志愿服务活
动，定期到全县扶贫村进行义诊，让“白衣天使”深入田间
地头，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行业特色，贡献应有力量。

今年 5 月份，该县卫生计生局在几所县直医院原有
几支志愿服务队基础上，增补各医院科室骨干力量进行
优化组合，成立隆化县医疗志愿服务小分队。整合后的
志愿服务队拓宽了服务渠道，提升了服务能力，对全县扶
贫村“分片定点”进行巡回义诊。对义诊中发现重大疾病
的困难家庭，县卫生计生局、县计划生育协会登统备案并
联合县民政、妇联、残联等部门，分门别类予以不同形式
的帮扶，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情况
的发生。

志愿服务队在义诊过程中，还有针对性地举办了多
场计生政策法规、健康素养和疾病预防等知识讲座。截
至 10 月中旬，全县共举行巡回义诊 31 次，义诊人数
6700 余人次，发放宣传手册 11000 余份，举办各类讲座
15场，向计生困难户和贫困家庭发放慰问品等物品价值
21000多元，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与好评。

“白衣天使”基层义诊助脱贫

今年以来，江西省鄱阳县侯家岗乡党委深入推行
“五民工作法”，即民情台账法、民情联系法、民情恳谈
法、民事代办法和民困帮扶法，帮助农民致富，要求懂
技术、熟经营的党员干部深入农家结对帮扶，及时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生活等问题。图为侯家岗乡党员干部在
帮助农民喂羊。 卓忠伟摄

“五民工作法”为民解忧

住 在 农 户 家 里 ，不 走 过

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乌鲁木齐办事处和长城国兴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通过 3 年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住

村”实践，坚持扶贫、扶志、扶

智三位一体，走出了一条帮助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新路子。日前，《经济日报》

记者随住村工作组一起，进村

入户实地探访“三扶”新路

▽ 9 月 8 日，长城乌办第三批住村工作组组长李洪江一行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亚吐尔乡哈拉苏村72岁的村民吾斯曼·阿尤
甫家发放慰问金。

△ 9 月 7 日，为迎接
维吾尔族传统的盛大节日
——古尔邦节，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拜城县亚吐尔乡
哈拉苏村村民在村活动中
心载歌载舞。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上接第一版）
双竹村的变迁仅仅是重庆通过基层

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一个剪影。重庆大城
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在2014
年底，全市有贫困村 1919 个，贫困人口
165.9万，扶贫攻坚任务繁重艰巨。

2015年，在充分考虑贫困现状、工作
基础和发展态势等因素基础上，重庆市
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2017 年基本脱
贫，2018 年做好扫尾工作”的总体目标，
要求在 2017 年基本完成 18 个重点区县、
1919个贫困村、165.9万贫困人口脱贫工
作，2018年“打扫战场”。

怎样才能按时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重
庆市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发挥基层党建工
作对扶贫开发的引领力、推动力和保障力，
坚持以党建工作引领脱贫攻坚。在重庆，扶
贫开发瞄准到哪里，党建就跟进到哪里。

去年 7 月，重庆市出台《关于大力加
强贫困村党组织建设助推扶贫攻坚工作
的通知》，明确将全市贫困村全部纳入后
进党组织进行重点整顿，实行挂单整改，
贫困不“摘帽”、后进不销号。

帮困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去年以来，
重庆市调整了不胜任现职的村级党组织
书记256名，并从区县部门和乡镇领导班
子成员、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改非干
部中选派了 2000 多名得力人员到贫困
村担任“第一书记”，同时向每个贫困村派
出 3 至 5 人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坚持吃在
村、干在村，不脱贫不撤离。

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一书记”们走村

访户，帮助贫困村建好班子队伍、理清发
展思路、提升治理水平。驻村工作队则帮
助贫困村制定脱贫规划、落实扶贫项目，
切实抓好修建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
开展技术服务、解决贫困群众生产、生活、
生计问题。

在丰都县保合镇普子场村，曾经坑坑
洼洼的泥土路如今全部实现了硬化，村民
们也开始走上了致富路。“去年7月，驻村
扶贫工作队刚驻村时，村里仅有一条通往
场镇的公路，小路没有硬化，村民出行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村民张琴告

诉记者，在工作队的帮扶下，不到一年时
间，普子场村不仅新建了 9.5 公里便道、
3.9 公里机耕道，改造了 6.5 公里泥结石
路和 10 公里人行便道，而且还引进了农
业公司，发展起了梨橙种植和山羊养殖。
如今，全村梨橙种植规模达2200亩，共带
动40多户贫困户参与种植。

普子场村的发展并非孤例。记者了解
到，截至目前，重庆全市累计选派驻村扶
贫工作队 2915 个，帮助贫困村制定脱贫
规划 2798 个、修建基础设施 2151 个、发
展特色产业 1694 个、开展技术服务 6449

次，真正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心骨。
党员干部驻进来，支部建设联起来。重

庆一方面统筹安排区县、乡镇党员干部和本
村党员干部，采取“一帮一”或“一帮几”方
式，对贫困户全覆盖结对帮扶。另一方面，不
少市直单位和区县采取党支部结对联建、强
村与弱村结对共建的帮扶模式，通过联建党
员队伍、互派干部挂职、整合产业项目、共享
销售渠道等方式，带动贫困村脱贫致富。

比如，重庆市农委38个直属单位党支
部与忠县38个贫困村党支部开展了城乡
支部结对联建；南川区推行“党员+贫困户”
制度，组织了1300余名党员致富能手结对
帮扶 2000 余户重点贫困户，帮助发展产
业；万州区铁峰乡桐元村与白土镇长槽村
结对共建，帮助长槽村规划建设起了500
亩猕猴桃基地，带动全村500多人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扶贫攻坚与
基层党建“双推进”取得实效，重庆市把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与扶贫工作考核结
合起来，坚持结果导向、传导动力压力，切
实把服务扶贫攻坚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
基层党建工作实不实、基层组织强不强的
重要标准。

扶贫开发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共促，为
重庆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增添了新动能。
2015 年，重庆市 18 个扶贫开发重点区县
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3.3%，高于全市增幅 2.6 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增幅 4.4 个百分点；实现了涪陵、潼
南 2 个区整体“摘帽”、808 个贫困村脱贫

“销号”、95.3万人脱贫。

重庆：

基层党建增活力 脱贫攻坚见实效

近年来，重庆市巫山县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大力实施生态效益农业结构调整，发
展庙党种植产业。图为巫山县大坪村药农在晾晒庙党。 王忠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