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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短柱油茶树进行
人工授粉渊彭凯/摄冤

织密防返贫致贫野监测网冶

这些年，在政府监测帮扶

下，黔西市太来乡硐口村脱贫户

尹彦文一家的生产生活逐渐走

向正轨。

“我和爱人相继患上肿瘤，

看病花了不少钱，还要供 3个孩
子读书，生活一度很艰难。”尹彦

文说，幸亏政府及时监测帮扶，

一家人生活才逐渐好转。

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产业

补助……通过走访、研判，帮扶

干部迅速采取一系列帮扶措施，

在尹彦文一家脱贫以来享有政

策不变的同时，持续加强帮扶。

“我身体逐渐康复，政府还补助

5000元养了 2头牛，对生活充满
信心。”尹彦文说。

精准分析监测对象的风险

类型，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

开展帮扶，尹彦文一家的变化是

毕节织密防返贫致贫“监测网”

的缩影。

毕节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

兴局）局长郑建旭说，这些年，全

市健全监测对象快速发现和响

应机制，注重行业部门预警与引

导农户自主申请相结合，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在曾经深度贫困的赫章县，

当地坚持防返贫与促产业双向

发力，建立“监测预警+动态帮
扶+产业赋能”闭环体系，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赫章县副县长付庆梅介绍，

2024 年，全县累计识别监测对
象 2.6 万人，消除返贫风险 1.68
万人。

打好多元帮扶野组合拳冶

经过一年改造，位于纳雍县

董地乡群山之间的石关苗寨焕

然一新。

白墙灰瓦的民居、设施完善

的广场、功能齐备的学校……昔

日偏远贫穷的苗寨，在民革中央

实施“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
下，成为纳雍县推进乡村振兴的

发展典型。

“现在房前屋后栽花种草，

人居环境简直大变样。”实实在

在的帮扶变化，让村民很感慨。

修建学校、培养人才、促进

就业……作为民革中央的定点

扶贫联系县，纳雍县的脱贫发展

得到民革中央大力支持，并逐渐

形成了“重点突出、领域协调、整

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如今，越

来越多力量参与到纳雍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进程中，持续

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纳雍

县副县长罗珍玉说。

去年，民革各级组织在纳雍

县投入和引进各类帮扶资金

5650 万元，培训各类人才 1912
人次。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中央

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定点或对口帮扶毕节的

8个县、市，并根据毕节所需，
结合各自所能不断完善、创新

帮扶机制。

在毕节，东西部协作也是推

动当地发展的重要工作。自对口

帮扶毕节以来，广州市因地制

宜探索开展“东西部协作+”合
作模式，在产业发展、智力扶

持、乡村治理等方面与毕节深

入开展协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郑建旭说，全市积极用好各

类帮扶力量，打好多元帮扶“组

合拳”，不仅依托东西部协作力

量，而且深入实施“万企兴万村”

等行动，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社

会组织等参与乡村振兴。

描绘城乡协同野新图景冶

搬迁进城这些年，张柳玉在

政府持续帮扶下总算在县城站

稳了脚跟。

张柳玉一家住在威宁县城

郊的开华家园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全县共有 2万人从偏远
乡镇搬迁至此，并在政府帮扶下

不断融入，逐渐成为这座山区县

城的“新市民”。

“搬迁前最担心进城后生活

无着落，政府逐渐帮助解决看

病、读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大

家过得更安心。”张柳玉说。

如今，她和爱人在小区门口

摆了个小吃摊，收入更稳定。

“十三五”期间，毕节市易地

扶贫搬迁总规模达 32.48 万人。
如何让大家“搬得出、留得住、能

致富”是当地做好易地搬迁“后

半篇文章”的重中之重。

郑建旭说，全市一直强化搬

迁劳动力稳岗就业监测和跟踪

服务，确保有劳动力家庭一户一

人以上稳定就业，同时健全完善

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多元保障，

让搬迁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生

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

注重以城带乡、城乡协同。

位于乌江源头水域的黔西

市化屋村，春日山花烂漫，是不

少人休闲踏青的好去处。特色农

家乐、非遗文创产品、游船观光

体验……这些年，随着帮扶资源

不断倾斜，这个曾经偏远落后的

苗族村寨积极探寻文旅融合发

展，描绘城乡协作“新图景”。

化屋村驻村干

部杨国奇说，全村努

力打造乡村旅游特

色品牌，以城市需求

为导向不断优化服

务、改革供给，吸引

更多城里人进村消

费，拓展脱贫群众致

富渠道。

渊据新华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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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间的野幸福回响冶
———贵州毕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观察

4月 8日，记者从甘肃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改革进行时

县区在落实”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临夏州全力推进积石

山 6.2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截
至目前，10190 户原址重建、
92187 户维修加固住房全面完
工，1.08 万户、14 个集中安置点
住房建成入住。

2023年 12月 18日，积石山
县发生 6.2级地震。震后一年多，
记者来到积石山县，看看乡亲们

的新房子住得如何？新家园建设

得如何？

铺开厚实的手工地毯，精美

的河州牡丹图案栩栩如生。“牡

丹寓意好，这就把地毯铺到卧

室。”苏么力克时不时往新房里

添置家具用品。

苏么力克从小生活在积石

山县大河家镇康吊村。当时，大

河家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一年多时间过去，在各级干

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当地通过维

修加固、原址重建、集中安置三

种方式，为村民们重建家园，苏

么力克搬进了统一建设的集中

安置点。

“这个安置点离原来的家不

到 100米。”苏么力克感慨道，他
家一共五口人，新房建筑面积超

过 150 平方米，四室两厅，布局
合理，空间宽敞。在康吊村集中

安置点里，13栋崭新的楼房鳞次
栉比，小区道路干净整洁，201户
村民在这里重新安家。

村党支部书记马黎雄介绍，

村民们搬进楼房后，用上暖气，

秋冬不用生炉子。物业公司负责

保洁，居住环境更干净，同时，党

群服务中心、小学和村幼儿园、

老年活动室等一应俱全。

苏么力克的这套房子成本

核算 30多万元，政府补贴了 16.5

万元、他获得贴息贷款 10 万元。
“算上装修费，我个人出了 10万
元出头的差价。住上了新房子，

接下来努力把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苏么力克说。

积石山县建设了 6 处楼房
集中安置点、7处平房安置点，共
建设房屋超过 1万套，已经全部
建成交付使用。

不远处的大河家镇梅坡村

安置点里，村民张进海正打扫着

自家小院。张进海选择了平房安

置点。120多平方米的平房分为
上下两层，离自家的田块也不

远。“这里到镇上不到 3公里，交
通也很方便。”张进海说。

在 10 个多月的施工期里，
积石山县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

成立工作专班，聘请专业技术人

员担任施工监理，全程进驻施工

场地监督检查，每周两次组织村

民进场查看监督。安置点实施

“清洁取暖改造项目”，为项目户

安装两台空气能热风机和一个

电暖气，经过政府补贴后，张进

海自己只掏了 1000元，而且 500
元还会以电费返还给他。

积石山县积极推进原址重

建。小孙子画好一幅画，蹦蹦跳

跳地来到张长录身前，画的内

容就是现在的新家。在石塬镇

肖红坪村，张长录住进了重建

的新房。

肖红坪村根据群众意愿和

本村地形实际，设计出多套新房

建设方案。张长录请施工队根据

自家情况进行了微调。

大伙儿都在重建，钢筋、水

泥价格会不会涨价？这是张长录

一开始最担心的事情。不过，他

很快发现，当地主动对接相关企

业，多部门加强市场监管，联合

防范哄抬价格、恶意涨价等行

为。企业保质保量提供材料，还

把便民采购点开到了村里。

走进张长录的新房，屋内层

高近 4米，视野宽阔敞亮。“房子
建得又快又好，住得舒心。”张长

录说。

在胡林家乡高关村，72岁的
马中元精神矍铄，坐在阳光房

里，享受着温暖舒适的阳光。他

家一共 11间房，在地震时遭受
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经过鉴定，马中元和施工队

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施工。这并

不是简单的“缝缝补补”，而是从

里到外的一次维修加固。在专家

指导下，房屋外层全部加装结构

柱，房屋上方加装横梁。“上上下

下都加固了，住起来更安心。”马

中元说。

“满福！”喝下一口三炮台

茶，马中元憧憬着，“生活一定会

更好。”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甘肃积石山县地震受灾群众多种方式迁新居

搬进野暖心房冶 生活再出发

春耕生产、乡村旅游、扶贫车间……春日的贵州乌蒙

山区，随处可见脱贫群众努力奋斗、勤劳致富的忙

碌身影。

“贵州扶贫看毕节”，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5年过

渡期”以来，在这个贵州曾经的脱贫主战场上，干部群众正持

续夯实脱贫基础，做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推动毕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