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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发出公告，批准喀什地区莎车县、叶城
县、伽师县、英吉沙县，和田地区墨玉
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和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新疆 308.9 万现
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 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32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

新疆最后 10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标志着在新疆，绝对贫困问题得
到了历史性解决。

脱贫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进入 11月，虽说冬天的天黑得早，
室外又寒冷，但在和田地区墨玉县乌尔
其乡希坎尔库木什村里，村民却喜欢在
天黑后走出家门，在点亮了路灯的村庄
里转一转。

希坎尔库木什村的乡间小道一直
没有路灯，给村民夜间出行带来了不
便。7月底，新疆税务局派驻希坎尔库
木什村第一书记牙生·吐逊了解到这个
情况后，主动向上级单位反映。新疆税
务局想方设法筹措专项资金购买了 50
盏新型太阳能路灯，彻底解决了村里没
有路灯的问题。

“有了这明亮的路灯，晚上出门再
也不用担心了。”村委会副主任麦麦提
敏高兴地说。

走进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镇亚博
依村，“美丽庭院”示范街、村民休闲小
广场、光伏扶贫产业文化广场……充满
诗情画意的现代新农村气息扑面而
来。最引人关注的是村口一块“新疆光

伏扶贫第一村”的招牌。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驻村工作队引

进爱心企业捐赠 490万元，在亚博依村
建设 168 千瓦光伏发电精准扶贫一体
化项目，使其成为和田地区唯一的“光
伏村”。全额上网发电每年收益约 10
万元，通过村民民主评议，最终资金发
到 60户贫困户手中。

这个昔日的贫困村村容村貌日新
月异，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笆子房变
成富民安居房。

年轻人学到技能，外出就业更有底
气了；贫困户的增收途径变宽，收入来
源多样化了，生活也越来越幸福了。更
重要的是，通过脱贫攻坚，改善了村民

的生活环境，培养出一批有技术、能交
流、善管理的村民，为未来亚博依村提
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
达里雅布依村新搬迁点，多米提汗·依
明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清扫院落，望着自
家崭新的房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自
从去年 9月搬到新搬迁点，她觉得这里
的一切都很新鲜。

如今，新的移民搬迁点有支撑稳定
增收的产业，相对完善的配套基础设
施，有医院，有学校，有文化广场，还有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的加工厂、合作社。
在这里，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方式。

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动力

在喀什地区叶城县红石榴馕产业
园里，烤馕师傅正精心制作油馕、核桃
馕、芝麻馕、玫瑰花馕等各种口味的
馕。看到员工们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幸
福，看到馕产业园带动乡村馕铺经营方
式发生的变化，产业园负责人阿吾提·
麦麦提依明感慨地说，叶城县与农民增
收关系密切的馕、核桃、石榴等产业发
展起来后，广大农民脱贫增收的积极性
被点燃了，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变为

“我要脱贫”，这才是脱真贫、真脱贫。
为让更多的村民增强内生动力，喀

什地区英吉沙县深化细化包括扶志扶
智在内的“十大扶贫工程”，外因和内
因同时发力，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让
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说起这一点，乔勒潘乡哈萨克拉艾
日克村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加帕尔·
乌热依木感慨地说：“工作队队员和村
干部知道我想学习先进养殖技术，就安
排我到上海、苏州和疆内的一些养殖基
地，学习现代化养殖管理。掌握了先进
的管理理念，我可以带动更多贫困户一
起增收脱贫。”

今年，英吉沙县将实现 4万名贫困
人口农村实用技术培训，9880 名贫困
人口就业技能培训，500名创业致富带
头人创业培训，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基础。

在和田地区洛浦县杭桂达尔湾国
家级公益林管护站里，工作人员去年在
管护站附近种下的红柳都已长到了半
米高，一簇簇随风摇摆。

借助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救行

动，洛浦县利用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投
入，最大化地保证胡杨林生态系统切实
有效恢复。监测显示，通过生态水引洪
灌溉行动，灌溉区域内胡杨林出现恢复
性生长，灌草盖度明显增加。其中，来
自当地的村民成为增收的主要务工人
员。

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依
明托合提·麦麦提明说：“胡杨林生态
系统修复极大地解决当地劳动力的转
移，在有效改善植被生长条件、持续扩
大绿洲面积的同时，更多的劳动力靠双
手创造着幸福。”

脱贫成果巩固仍需持续发力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
县加马铁热克乡里，不起眼的甜菜种植
成为农民增收脱贫的新渠道，采取“党
组织+企业+农户”模式，与喀什奥都糖
业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公司将甜
菜种植田间管理承包给农户，拓宽了农
民的增收渠道。甜菜收获季节，全乡
3500 亩甜菜亩产 5 吨以上，收益超过
800万元。

阿克陶县因地制宜，积极调整种植
结构，不断推进土地规范化流转。截至
目前，全县成立专业合作社 422 家，整
合土地 10 万亩，形成了“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的产业扶贫格局。

和田地区皮山县克里阳乡尤勒滚
加依村村民萨拉麦提·图如普说：“现
在我有了稳定收入，日子比过去好多
了。你说这样咋能不脱贫？”这位过去
和妻子四处打零工，辛苦一个月顶多
2000 元收入的村民，如今成为皮山县

和佳新村驴标准化养殖中心的工人，一
个人每月工资就有 2500元。

皮山县按照“十百千万亿”产业规
划，持续优化驴、鹅、羊、兔、食用菌等
产业发展，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带
富能力不断提升。目前，皮山县布局了
4.2万头驴、600万只鹅、900万只兔、18
万只多胎羊等主导产业，带动全县 3.1
万户近 12万人脱贫增收。

在喀什地区莎车县乌达力克镇热
瓦特吾斯塘村鸽子养殖基地，20 岁的
阿曼尼莎·卡迪尔细心地照料着 3000
多羽鸽子。“我已经干了一年了，工资
每 个 月 都 在 增 加 ，还 学 到 了 养 殖 技
术。”她说。

莎车县委副书记、县长阿不都艾
尼·买买提介绍，近年来，莎车县以发
展产业促进就业为主，政府购买服务创
造就业岗位为补充，依托六大园区、乡
村车间，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
持农村“十小”服务业等多种方式，实
现了近 10万名困难家庭劳动力稳定就
业。

新疆扶贫办一级巡视员陈雷表示，
新疆扶贫办正认真研究谋划“十四五”
巩固脱贫成果工作，聚焦摘帽贫困县、
退出贫困村和脱贫人口，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在思想认识、目标任务、工作举措、政
策支持、工作机制上有效衔接，确保脱
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我们翻过了一座山，还必须再翻更高
的山，真正让各族百姓走出困扰他们千
百年的贫困怪圈，看到山外更美丽的景
色。”

（光明日报）

日前，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行在
乡村 游在路上”脱贫攻坚自驾主题宣
传活动在四川举行，此次活动组织全国
媒体自驾车队驶入“四好农村路”，通
过畅游乡村路、感受乡村美，广泛宣传
十八大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

地区百姓因修路筑桥带动产业发展、实
现增收致富的美好生活，充分展示脱贫
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活动共分为 3
站，并分别在眉山市丹棱县、乐山市井
研县和宜宾市屏山县举行了启动仪式。

据参加此次活动的交通运输部政

策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占川介绍，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
420 万公里，连起了村和村、乡和乡。
今年，基本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村 100%通客车，基本全面完成“两
通”这一脱贫攻坚兜底性任务。当前社
会已进入机动化时代，百姓乐于开车自
驾游。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的百
姓在车里看路，在车里看农村，在车里
看美景，把农村脱贫攻坚的故事传播出
去。

农村因路而兴，产业因路而旺。为
了解决农村道路狭窄，柑橘产业大道缺
乏的难题，丹棱县在十余个柑橘产业和
乡村旅游大村开展了农村公路升级行
动，建起了一条长达 14.4公里的生态旅
游环线公路，将原有的村道拓宽后串联
成圈，并打通周边的省道等主干道，在
重要节点新增观景平台，羊肠小道变身

奔康大道。同时，丹棱县以“农村路+
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按照“道路围
绕产业布局，产业围绕道路发展”的思
路，大力实施产业路建设，规划建设了
生态茶园路、桔橙产业路、葡萄采摘路
等特色农村公路 100余公里，带动了全
县晚熟桔橙、茶叶、优质李子等特色产
业 15万余亩。

井研县通过“四好农村路”融合 30
万亩柑橘产业，建设“百里产业大环
线”，打造“中国西部杂柑之乡”，全面
助推脱贫攻坚。产业环线建立了“粮经
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
二三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覆盖县域实现农业产值 22 亿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215元。

地处乌蒙山麓的屏山县，将“四好
农村路”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先行军，
举全县之智、集全县之力，克服山高坡

陡、地形破碎等重重困难，整合各类资
金约投入农村公路建设，5 年来，建成
村道联网路、通组公路、扶贫路、旅游
路、资源路、产业路等农村公路共计
1654公里，通畅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推
动了以茶叶、茵红李、白魔芋等种植业
的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如期实现
高质量脱贫。

据了解，近年来四川省农村公路建
设跑出“加速度”，总里程达到 29.1万公
里，位居全国第一。“十三五”期，四川
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建成乡镇通硬化
路 3524 公里和建制村通硬化路 4 万公
里，解决 181个乡镇和 6844个建制村通
硬化路，分别占全国的 74%和 21%。
2019 年提前一年实现乡镇和建制村通
硬化路交通兜底目标。2020 年 6 月凉
山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开通“金通工
程”客运班线，标志着四川提前 3 个月

全面实现乡镇和建制村“两通”目标。
同时，四川积极开展“四好农村路”

示范创建工作，累计创建“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 10 个，省级示范县 45
个，示范县总数位居全国第一，目前正
在开展第四批“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和
首批示范市考评，预计今年全省示范县
总数将接近 70 个，“示范引领、比学赶
超、全面带动”的全省“四好农村路”高
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此外，支持贫
困地区资源路四川大力实施贫困地区
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和美丽乡村路
建设，有效盘活贫困地区资源，带动一
大批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打造了一批示
范路、美丽路，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带去了人气和财气，大幅提高了贫困地
区教育和医疗保障水平，城市文明、基
本公共服务随着交通的改善逐步向贫
困地区纵深覆盖。 （经济日报）

甘肃省人民政府 21日批准最后
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至此，甘肃 75
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困
扰陇原大地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全省干
部群众铆足干劲，通过产业扶贫、兜
底保障等多种方式，在消除绝对贫
困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统计，2013
年至今，甘肃已减贫 552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通
过产业发展实现了脱贫。

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收入
大幅增加。2017 年至 2019 年，甘肃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10.2%、10.3%、11.8%，明显高于甘肃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谁能想到，在这个庄稼都难成
活的山沟沟里，竟能增收致富。”站
在贫瘠、干旱的黄土塬上，44岁的窑
坡 村 村 民 梁 兵 仍 感 觉“ 像 做 梦 一
样”。

这个过去以种马铃薯为生的村
子，如今成了定西市安定区牛羊养
殖先进村。梁兵说，6 年前，在扶贫
干部的带领下，部分村民发展起了
牛羊养殖。他家里的 16 头牛、16 只
羊今年能给他带来 15万元的收入。

山还是那座土山，田还是那些

旱田，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生活
却早已不同。窑坡村如今家家户户
养牛羊，现存栏牛超过 600 头、羊
1800 多只，村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模
样。

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
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
决。目前，甘肃已动态消除义务教育
辍学现象，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
决，贫困县乡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的“空白点”已全面补齐，有 49.9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搬入新居。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稳步提
升。甘肃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
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

等较快发展，贫困户自我发展渠道
不断拓展。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介绍，甘肃省已脱贫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中，务工收入占总收
入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占 76%。

不止如此，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目前，全省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已全部通了硬化
路和客车，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到了 99.8%。行政村光纤宽带和 4G
网络覆盖率均超过 99%，电商服务
站实现有贫困村的乡镇全覆盖。

苦瘠不再，新程已启。生产生
活条件的改善推动新业态在贫困山
乡涌现。

“没想到世代种地为生的农民
也能吃起‘旅游饭’，没想到‘美丽’
也能战胜‘贫困’。”平凉市泾川县白
家村村民杨彩虹说，通过发展乡村
旅游，曾经封闭、贫穷的“小土村”，
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白家村不是个例。甘肃省政府
统计，甘肃已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900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225 个，有
55.46 万名贫困群众依靠发展旅游
实现稳定脱贫。绿水青山真正变成
了金山银山。

甘 肃 贫 困 地 区 正 焕 发 勃 勃 生
机，绽放新颜。

“脱贫摘帽并不等于脱贫攻坚

画上了句号。”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主任任燕顺说，一些脱贫户虽然
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家庭经
营规模小、外出务工缺技能，稳定脱
贫 根 基 不 牢 ，需 要“ 扶 上 马 、送 一
程”；一些边缘户家底薄、抗风险能
力弱；一些脱贫村产业链条短、集体
经济弱……这些短板弱项，仍然需
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小康之路仍
需要夯实根基，下足“绣花”功夫。

甘肃底子薄、发展欠账大是现
实，不屈的甘肃人民将一以贯之、接
续奋斗。任燕顺说，甘肃将继续保
持攻坚态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新华社）

苦 瘠 不 再 新 程 已 启
——写在甘肃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之际

脱贫摘帽后 再翻更高的山
——新疆最后10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四川“四好农村路”带动产业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