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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陵山深处的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大堡子镇上河村，贫困户唐邦顺今
年秋天迎来了三件喜事：全家依靠易地扶
贫搬迁住进了新房，自己在新家附近工厂
找到了工作，女儿考上靖州县第一中学！
老唐在大门贴上对联：“搬出大山住新居
喜上眉梢，升学上班两不愁乐在其中”，
横批“三喜临门”。

这是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武陵山片区发起
了脱贫攻坚战。

吹起冲锋号
贵州省铜仁市有 29.33 万名贫困群众

要搬出大山，其中 12.55 万人直接搬到铜
仁主城区和开发区，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
规模，在全国少见。

为完成跨区域易地搬迁等艰巨的任
务，铜仁市、县两级选派了近 2000 名科
级以上干部包村、40000 多名干部包户。

“我们发起了脱贫总攻！”铜仁市市长陈少
荣说。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边，
“挂”在峭壁上的一口刀村令人望而生畏。

“ 腰 里 别 着 一 口 刀 ， 日 起 陡 子 上 高
毛 ， 转 过 坳 口 到 龙 湾 ， 日 落 万 丈 下 凉
桥”，一句顺口溜，讲述了过去走完一口
刀村的陡子、高毛、坳口、龙湾、凉桥几
个 组 ， 要 花 一 整 天 时 间 。 全 村 360 户 人
家，近 1／3 是贫困户。在高毛组，34 户
村民只有 1.5 亩水田，大家轮流耕种，轮
一圈要 34 年。

一 方 水 土 养 不 活 一 方 人 ， 怎 么 办 ？
“市县领导来反复调研，最后拍板，搬！”
村支书朱永学回忆道。

2017 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号角在这
里响起。

如今，200 多户村民搬迁到了 200 多
公里外的铜仁市城区开启了全新生活，住
上了新房，家门口进厂上班，一个月工资
赶得上过去种地一年的收入。年过花甲的
田桂花说，“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这种好
生活。”

包括湖南、贵州、湖北、重庆四省市
交界地区 71 个县 （市、区） 的武陵山片
区 ， 总 人 口 3600 余 万 ， 有 11303 个 贫 困

村 ， 占 全 国 贫 困 村 数 量 的 7.64％ 。 近 年
来，易地搬迁、产业扶贫、开山引水、修
路建桥⋯⋯武陵山的热土上，冲锋号嘹
亮，各地集中火力发起脱贫攻坚的总攻。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不
摘 穷 帽 ， 就 摘 官 帽 ” 的 气 魄 、“ 脱 几 层
皮”的决心开展脱贫攻坚。目前，宣恩、
来凤、鹤峰整县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30.61％降至 5.83％。

活跃在恩施大峡谷景区的“背篓哥”
刘成松，过去是典型的贫困户，“吃了上
顿没下顿”，如今彻底摆脱贫困，过上了
好日子，攒下存款数十万元。他说：“我
们 这 些 人 ， 都 是 依 靠 旅 游 才 有 了 好 活
路。”在恩施，近些年旅游迎来跨越式发
展，绿水青山逐步转化成金山银山，40
万各族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啃下硬骨头
目前，脱贫攻坚进入到最吃劲的时

候，面临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
打赢这场攻坚战，就必须啃下这些硬骨
头。”湖南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说。

深度贫困地区无疑是“硬骨头”。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是深度贫困
县，去年，当地还有 3 个村因为没通路脱
不了贫。

兴隆寨村就是其一。过去，村民从外
面回村，需要先坐渡船，再在山里步行约
1 个小时才能到家，山货运不出去，山外
的技术和人才引不进来。

“想尽办法也要修桥！”得益于东西扶
贫协作机制，当地政府与山东济南市章丘
区齐心协力开始建桥。扶贫干部们冒着刺
骨的寒风，趟着冰冷的河水，经常吃住在
工地上，终于在 2018 年 12 月，大桥以及
24 公里的村组公路建成通车。

通车后，周边村组 1.2 万人有了脱贫
希望，3 个村陆续打造了近 170 亩蔬菜和
中药材基地，贫困户预计每年从中直接获
红利 50 多万元。

面对“最难啃的硬骨头”，恩施州打
造了有名的“尖刀班”。

恩施州委书记柯俊说，我们把“精兵
强将”向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倾斜，
由村两委、工作队和包村干部整合组成

“尖刀班”2433 个、19737 人，以充足的
力量保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实。

去年引爆海内外媒体圈的恩施土家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屯 堡 乡 田 凤 坪 村 “ 绝 壁 取
水”，就是“尖刀班”的杰作之一。

坐落于朝东岩下的田凤坪村，是恩施
市 19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缺水是田凤坪
村祖祖辈辈心头之痛。当地村民戏称“田
凤坪令人愁，吃水贵如油。”随着脱贫攻
坚深入，各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缺水成
为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去年秋天，“尖刀班”成员罗方宇、
杨文清带着村民成立探水队，身先士卒用
绳索下绝壁，进百米之下的岩洞中寻找水
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洞内一公里
深处的清泉。为把清泉引下绝壁，他们冒
着生命危险抬着发电机、电线等设备，进
入洞中铺设水管，安装发电机组。国网恩
施 市 供 电 公 司 在 洞 口 安 装 了 一 台 “ 专
变”，提供稳定的电力保障。经过各方努
力，彻底解决了村里 183 户、780 人的饮
水难题。

这种例子在恩施数不胜数。建始县茅
田乡铁厂村“尖刀班”在绝壁上搭建 136
步天梯，在绝壁洞内建蓄水池，实现了铁
厂村祖祖辈辈安全饮水的梦想；宣恩县晓
关乡骡马洞村“尖刀班”在悬崖峭壁上凿
出一条 6 公里长、5 米宽的通村公路，结
束该村不通公路的历史⋯⋯

迈步奔小康
脱贫不易，巩固更难。对于武陵山片

区各地来说，脱贫不是为了一时摘帽，而
是要真正实现稳定脱贫。

重庆市黔江区各级干部对两个群体格
外关注——未脱贫户，以及虽已脱贫、但
如遭变故也易返贫的脱贫边缘户。

在黔江区中医院骨科病房，经过膝关
节手术治疗的王永平，得知以后能摆脱拐
杖，实现自由行走时，这位 51 岁的贫困
户高兴得想要大喊。

黔江山高坡陡，容易导致骨关节磨损
大，加之山区潮湿阴冷的气候，髋膝骨关
节病多发，致残率高，是稳定脱贫的“拦
路虎”。近年来，黔江区整合资源，免费
为符合手术指征的深度贫困户更换人造髋

膝关节。经医保等报销后，剩余个人承担
部分由政府兜底解决，让这些因病致残的
深度贫困户摆脱残疾，实现“救治一人，
脱贫一户”。

对脱贫边缘户，黔江区也有对策：类
似“股权扶贫”这样的长效增收机制，脱
贫一段期限内保留股权，享受分红；脱贫
户发展产业的，继续给予贷款贴息；驻村
工作队不撤，继续当好群众脱贫领路人
⋯⋯

作为武陵山片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大
户”，在帮助 70 余万贫困群众“挪穷窝”
后，“拔穷根”是湖南省目前正在着手的
重点工作。

今年，怀化市的辰溪县将主要精力放
在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上，要帮助 15943
名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拔穷根”。辰溪县
县长谢建军说，当地通过“以奖代补”等
方式，发展特色产业基地 21 个，今年规
划实施总投资达 11.9 亿元的后续产业项目
有 23 个，重点发展稻花鱼、油茶、大棚
蔬菜、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引导搬迁
户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形
式加入，多措并举帮助他们增加稳定收
入。

辰溪县大水田乡土桥村贫困户柴泽
明，一家人过去挤在只有 20 平方米的破
旧木房里，地处偏远，长期穷困。2017
年，县里帮他搬迁到马路边，并为他量身
打 造 了 养 鹅 计 划 。“ 以 前 日 子 过 得 紧 巴
巴，搬出来后，天地宽了，致富也有希望
了！”柴泽明说，通过发展产业等，他家
今年毛收入可达到 8 万元。

除了加大劳务输出，辰溪县还重点推
进贫困户在城区就业，鼓励企业在安置点
办“扶贫车间”，实现“搬迁一户、就业
一人、脱贫一家”。

黄溪口镇毛家田村搬迁户舒青花每天
吃过早饭，就走路来到“扶贫车间”上
班，每月收入有 2000 元。穷了大半辈子
的她说：“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小孩读书
也很方便，我们很满足。”

大山深处的幸福回响
——“精准扶贫”的“武陵答卷”

新华社记者 周楠 向定杰 谭元斌 李松

本 报 讯 10 月 24 日 ， 慈 利
县零阳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成功
解救了一只受困居民家中的猫
头鹰。

当 天 下 午 ， 零 阳 镇 林 业 站
工作人员接到该镇零溪村群众
的电话，称有一只猫头鹰闯进
了 自 家 的 厨 房 ， 不 知 怎 么 处
理 。 工 作 人 员 立 即 赶 到 居 民
家 ， 看 到 了 困 在 厨 房 的 猫 头
鹰 为 了 飞 出 去 不 停 地 撞 击 玻
璃，状态十分疲惫。工作人员
利用猫头鹰休息的间隙，敏捷

地将它捉住，随后把猫头鹰放
回大自然，让它重获自由。

据 悉 ， 猫 头 鹰 又 叫 枭 ， 属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只猫头
鹰一年能吃掉几百只田鼠，相
当于每年为人类挽回几千斤粮
食的损失。该镇林业站工作人
员 表 示 ， 鸟 类 是 人 类 的 朋 友 ，
保护鸟类，维持生态平衡，是
广大居民和林业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王中建 唐卫民）

零阳镇林业站救助受困猫头鹰

本 报 讯 10 月 25 日 ， 第 21
届中国中部 （湖南） 农博会开
幕。武陵源区 5 家企业参加了此
次农博会。

5 家企业分别是张家界湘阿
妹食品有限公司、张家界乖幺
妹土家织锦有限公司、张家界
天子山剁辣椒有限公司、张家
界武陵源头茶叶有限公司和张
家界鱼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 这 5 家 企 业 在 湖 南 综 合 馆

（W2 馆）和 湖 南 产 业 扶 贫 展 区
（E3 馆）进行全方位现场展示。

武 陵 源 区 委 副 书 记 白 波 表
示，希望借农博会的“东风”，
搭建武陵源农业企业特色农产
品展示平台，学习国内外现代
农业生产、产品包装营销新技
术 ， 以 “ 优 秀 企 业 、 绿 色 产
品 、 生 态 品 牌 ” 为 宣 传 载 体 ，
进一步培育“武陵源特色生态
农产品”这张亮丽名片，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助推武陵源乡
村振兴。

（屈泽清 李祥富）

武陵源区 5 家企业亮相
第 21 届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

本报讯 近日，武陵源区委
政法委、区司法局驻索溪峪街
道双文村工作队、双文村村支

“两委”在该村村民小组分片召
开 “ 屋 场 会 ”， 与 村 民 促 膝 谈
心，宣讲党的扶贫政策，听取
群众意见，共商乡村振兴大计
和脱贫致富良策。

“ 屋 场 会 ” 上 ， 驻 村 工 作
队、村支“两委”先后充当宣
传 员 ， 向 村 民 宣 讲 武 陵 源 区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整改
情况及教育、医疗、住房、饮
水等扶贫方面的政策。村民们
纷 纷 热 情 参 与 ， 积 极 踊 跃 发
言，在充分肯定村里基础设施
建设、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乡
风文明变好的同时，也提出了

关于路灯入户、民生改善、修
屋建房、道路安全等多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驻村工作队员和
村干部认真听取村民的意见和
建议，面对面解答交流，现场
气氛热烈。

双 文 村 是 武 陵 源 区 的 贫 困
村。近三年来，在后盾单位的
支持下，统筹整合资金 2000 多
万 元 修 路 改 路 、 修 水 池 架 水
管、装路灯装监控、开展人居
环境改造等，惠及全村 1300 多
名群众。

据悉，近 3 年来，双文村已
召开大大小小的“屋场会”40
多场，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100 余
条，解决群众问题 50 多个。

（屈泽清）

索溪峪街道双文村
“屋场会”连民心

10 月 24 日，是二十四节气
的霜降。桑植县官地坪镇水流
村千亩白茶基地里，茶农正忙
碌在山山岭岭的茶株行间，一
幅幅白茶冬管的热闹场景让人
振 奋 不 已 ， 仿 佛 一 眼 就 能 看
出，来年又该是白茶的丰收年。

水流村是全镇 6 个白茶主产
村之一，白茶种植面积达 1500
亩，而官地坪镇更是全县白茶
产业大镇，种植总面积达 5000
亩。近年来，该镇坚持以“精
准扶贫、产业脱贫”为工作重
心，把白茶作为优势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通过政策性扶持和
有效发动推广，不少建档立卡
贫困户靠种植白茶摘掉了贫困
帽，走上了致富路。

霜 降 过 后 ， 就 是 立 冬 。 正
值难得的农闲时节，该镇分管
产业发展的副镇长罗立功专门
选派白茶培管指导员分赴 6 个白
茶 主 产 村 ， 携 手 村 支 “ 两 委 ”
一道下沉田间地头，示范引领
茶农做好白茶越冬防寒技术处
理，尝到白茶种植甜头的茶农

们纷纷走进茶园热火朝天的忙
活起来。

在 水 流 村 坪 塔 组 ， 建 档 立
卡 种 茶 户 周 阳 民 还 请 来 了 1 名

“小工”来帮忙锄草补肥，并对
树根进行石灰水防寒处理。“趁
着晴好天气，把茶园杂草打理
干净，上好冬肥、做好防寒措
施。”正在忙碌的周阳民看着眼
前一行行长势喜人的白茶乐呵
呵地说，“搭帮镇产业办白茶技
术员的悉心指导，咱家今年 10
亩白茶产值达 6 万多元，预计明
年收益会更大一些。”

登 上 水 流 村 山 间 的 制 高 点
放眼望去，只见全村白茶成块
成片分布在山路上。这些大大
小小交通便利的白茶园里，茶
农有的在清理排水沟，有的在
除杂草，有的在施冬肥，有的
在 给 白 茶 树 根 刷 石 灰 ⋯⋯ 种 植
白茶带来的美好“钱景”，鼓舞
着茶农们干劲十足，漫山遍野
的幸福笑声在山坳间茶园里此
起彼伏。

官地坪镇：白茶越冬培管忙丰产
邱德帅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
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
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近日，习近平
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 一 个 也 不 能 掉 队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全
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取得了重
大进展。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要采取有效
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响鼓重
锤，靶向聚焦。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的时间越来越近，剩下
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越到最后
时刻，越要聚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
深度贫困地区聚焦，把最贫困、最需要
帮扶的人精准识别出来，逐村逐户、逐
人逐项去解决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致
贫原因，破解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薄
弱 、 发 展 严 重 滞 后 等 困 境 ， 攻 坚 中 之
坚，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全身心
投入。“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曙光在前，重任

在肩，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更需树立必
胜信心，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求虚
功、不务虚名，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
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增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别是要在
深化思想沟通上下功夫，激发贫困群众
的脱贫信念，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切
断贫困代际传递，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把防止
返贫摆在重要位置。“胜非其难也，持之
者其难也。”必须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
严把贫困退出关，各项标准和程序都不
能有丝毫的松懈和滑坡。要注重强化产
业 扶 贫 ， 充 分 利 用 不 同 地 区 的 文 化 特

色、资源优势，把后发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着力构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
造 血 功 能 。 要 保 持 政 策 稳 定 性 、 连 续
性，加强预警监测，适时对贫困人口组
织“回头看”，探索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
机制。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远，走下去，定能到达。作为三大攻坚
战之一，精准脱贫一步一个脚印，攻城
拔寨，稳步推进，中国人摆脱绝对贫困
的目标近在咫尺。成就鼓舞人心，前景
催 人 奋 进 。 让 我 们 迎 难 而 上 、 不 懈 拼
搏，谱写脱贫攻坚新篇章，团结奋斗创
造美好生活。 （据 新华网）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刘跃江

今年 39 岁的彭元首是桑植县空壳树乡
八斗桥村里的致富能人，他成立的绿盛源
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里不仅种有茶树菇、
黄心西瓜、八月瓜等特色蔬菜、水果，还
养殖了几十只梅花鹿，山坳坳里时而传出
的呦呦鹿鸣，为大山里增添了几分别样的
情调。

说 起 养 鹿 的 经 过 ， 彭 元 首 一 脸 的 兴
奋，2018 年他多次前往江西省吉水县梅花
鹿养殖基地进行学习考察，当年 12 月彭元
首与同伴一行前往内蒙古赤峰的皇家猎场
引进纯正的梅花鹿种鹿 35 只，其中雄鹿 23
只，雌鹿 12 只，在合作社搭建养殖棚圈 200
多平方米，走上了特色养殖的致富之路。

相对养羊、养牛而言，虽说养鹿是陌
生行业，但是收益有保障，长远算账比传
统养牛喂羊经济效益强的多。一头小鹿在
一年半时间可以收回成本，两年就能见到
效益，3 至 4 年就可以使投资翻三番。一头
7 岁的成年公鹿每年可以收两茬鹿茸，每年
6 月头茬能割 2 公斤鹿茸，立秋之前还能再
割 1 公斤鹿茸，鹿茸是名贵的中药材，市场
价在每斤 5000 元上下。一头梅花鹿寿命 20
年至 35 年，收获鹿茸年限达 15 年之久，是
个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的好创业产业项目 。

为了拓宽梅花鹿及产品的销售，彭元首又
积极与养鹿同行进行学习交流，还学会了
酿制鹿茸酒的技艺以及鹿茸、鹿血的加工
制作。

据 了 解 ， 梅 花 鹿 养 殖 在 桑 植 县 无 先
例，前期的风险全都由合作社来承担，彭
元首说，他有个心愿，就是把自己的家乡
变成桑植县养鹿第一村。为了与全村乡亲
共同致富，彭元首与村支“两委”签订合
作协议，村支“两委”以入股的形式投入
资金 20 万元，前三年合作社对八斗桥村实
行固定分红每年 1.5 万元，村支“两委”再
将 1.5 万元的分红收入用来鼓励村内老百姓
养鸡，对贫困户以每只 2.5 元、非贫困户每
只 2 元进行奖补，三年之后，根据合作社发
展情况，再以入股梅花鹿总销售额的 6-8%
进行分红，带动更多的农户发展养殖业。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梅花鹿将会成
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法宝。”说起未
来，彭元首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空壳树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八斗桥村
通过“党支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 鼓 励 群 众 发 展 养 殖 业 ， 让 “ 懒 汉 ” 先

“脱懒”，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带领村
里群众一个不落的全都走上致富路。

八斗桥村：特色养殖 致富有“鹿”
本报记者 向文 通讯员 代小林

连日来，慈利县龙潭河镇金坪村组织群众在毫茂山顶油茶基地采摘油
茶果。2016 年，金坪村村支“两委”为了发展一村一品，破解经济瓶
颈，开荒山种植油茶果，三年过去，油茶树长势喜人，今年已开始挂果。
图为村民们结伴采摘油茶果。 吴志华 摄

鹿茸与鹿茸酒、鹿血酒。

美丽安静的梅花鹿。

彭元首和他的鹿。

养殖基地里整齐的鹿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