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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明确上海

市宝山区与云南省会泽县建
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 2018

年 1月，宝山区与会泽县签定
“携手奔小康”扶贫协作协议。

建
档
立
卡

    2017 年在古城街
道青云村投入沪滇帮扶
资金， 惠及建档立卡贫
困? 237? 603?。

结
队
帮
扶

    为加深两地合作交流搭建“连
心桥”, 上海市属国有企业 2个，

宝山区下属 32个村 102个企业
参与帮扶会泽县脱贫攻坚工作。

 项
目
落
地

    2019年，实施大桥乡错初村
千亩草莓种植基地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者米村、凉水村农田灌溉工
程， 有效解决了 9200 亩土地改
良、灌溉用水、用电和道路问题。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会泽公园内， 矗立
着一座巨大的铜钱雕像， 一座桥从钱眼中飞跨
而出，仿佛诉说着历史上“钱王之乡”的辉煌。 但
你可能想象不到，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是国
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是上海对口支援最后 7个

挂牌督战县之一。 2017年12月，明确上海市宝
山区与云南省会泽县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

今年以来， 全县通过一体化推进 “挂牌督
战”和“挂牌作战”，全面发起“百日总攻”，全县
贫困?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

刚性任务全面完成，达到摘帽条件。从 7月份开
始，全力开展“百日提升”行动，进一步提高脱贫
的质量和成色。

上月，本报记者走进会泽，记录这个千年古
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历史时刻。

    在全国 1113个挂牌督战村中，

会泽就占到了 113个。

会泽县委常委、副县长，上海
宝山区挂职扶贫干部张元军告诉

记者，上海援滇资金主要用于助
力补齐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短板，

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而对很多大
山里的老百姓来说，道路建设是所

有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感最强的。

51岁的李美英，住在宝云街道
交支村的王家屋据，这是一个大山

里的小地名。如今从山脚下的交支
小学开车到王家屋据，只要几分钟

时间，而这得益于今年建成的一条
约 4米宽、920米长的水泥路。路的

两旁，新种的格桑花随风起舞，给这
个小村庄点缀了一抹亮色。这条路

是交支村使用上海社会力量帮扶资
金，加上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建成的

8条村内道路之一。
李美英告诉记者，以前去山下

赶集买东西，需要背着背篓走只能

供一人通过的山间泥路，下雨天路
上都是很深的泥塘，“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当得知村里修路需要

劳动力，她家就积极报名。当挖掘机
挖路基时，男人们在后面用锄头清

理路面，她和其他妇女跟在后面用
板锄抓土。除了购买原材料、支付

设备费用和技术工的工钱，修路的
其他事项都通过村民自治解决。浇

水泥后为了固定两边路沿，村民们

还把自家的铁板、床板等都拿了出
来用。交支村第一书记张正美介

绍，为了早日完工，大家常常下雨天
也干活，不叫苦不叫累。最后，原来

只能修 1.2公里路的资金，最后修
了 1.8公里。

路修通后，大大方便了农产品

的运输。猪、羊之类的家畜，有商家
开车上门收购，不会像原来那样要

花一天时间，赶到六公里外的集市
去交易。村里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建起了 13个垃圾池。

    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了大山里

村民的生活。而产业的发展，则给村民
创造了致富的机会。9月 12日，本报

记者来到古城街道青云村和水城社区
之间的雪桃基地，看到成片的桃树已

经结满了果子，一个个都用纸袋包好，
再过半个月就能采摘上市。

基地负责人吕小奎介绍，这里海

拔 2400多米，二三月份下雪时雪桃树
开花，9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雪桃成

熟，生长周期比其他品种的桃子要长，
但营养丰富，售价也更高，今年是第一

年正式上市销售。
吕小奎，水城社区人，14岁就去

昆明打工学技术，后做消防工程攒了
点钱。他说：“雪桃基地所在的这片山，

原是非常缺水的荒山，只能种点玉米

和土豆。我父亲的坟地就在这里，每次

回来上坟时，看着这片土地撂荒很可
惜。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小孩子留给

老人，无法得到很好的照顾。我就想给
这边的老百姓做点实事。”

2015年上半年，吕小奎到处寻找
耐寒耐旱的种植品种。2015 年下半

年，桃园开始土地流转和基础设施建

设，2016年 1月开始种植雪桃。2017

年又开始种植雪山梨、车厘子和苹果，

同时进行肉牛养殖和生猪养殖，形成
了种养循环模式。

他表示，通过上海的帮扶，解决了
水、电和路的问题。雪桃种植面积有

1300亩，盛果期产量超过 1500吨，产
值超过 3000万元。接下来准备打造农

旅文一体化发展，让农户学技术学管理

后，公司以反承包模式，划片区给农户

种植管理，公司统一标准，经营销售。
48岁的青云村村民胡国林，家里

有 6口人，在基地工作了 4年多。他告
诉记者，以前要花个把小时到 3公里

以外挑水，2桶水用一天，洗脸洗脚后
舍不得倒掉，还要留着喂猪。就算收成

好，一年也只有 3000多元纯收入，大

女儿读到初二后只能辍学。
雪桃基地建起来后，胡国林的生

活就不一样了———水管从基地的蓄水
池一直通到村里，家里用上了太阳能

热水器。他和妻子两人都在基地打工，
包午饭和晚饭，夫妻俩一个月有 5000

多元工资，加上每年 1万多元的土地
流转收入和贷款分红收入等，一家人

一年可以存下 5万元。胡国林小女儿
在昆明上大学，他说：“1万多元的大

学学费，我们付得起啦。”

    地处乌蒙之巅的会泽县，有近 40

万人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冷凉
地区和泥石流滑坡地带，资源承载能

力严重不足，公共配套成本过大，扶贫
难见效、易返贫。

搬不动山，就搬人。为从根本上解

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脱贫和发展问
题，彻底斩断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全县建设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 102个，搬迁安置 2.6万户 10.2万

人。其中，县城安置1.9万户 8.2万人，
占总搬迁人口的 80%，截至 6月底已

全部搬迁入住，这里也成为全国最大

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
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进、稳得

住、逐步能致富”，着力抓好医院、学校
等配套建设和后续扶持，是沪滇协作

的工作重点。
今年 7月投入使用的以礼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就是沪滇健康扶贫协作

项目之一。院长张荣超介绍，中心总面
积 3000多平方米，以公共卫生服务为

主，以中医为特色，承担预防保健、基
本医疗、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等综合卫生服务功能，“易地搬迁的人
群中，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很多在外

面打工，所以老年人慢性病的诊治是

我们的工作重点”。
9月 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崭

新的医院大楼宽敞明亮、科室齐全。医
院的清洁工邹配珍告诉记者，自己是

建档立卡户，原来住在矿山镇老坪子
村的大山里，出行非常不便，到镇上看

病要走十几公里，房子是土坯房，平时
种地、喂猪，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如今

易地搬迁后，一家六口住上了 120平

方米的大房子。她自己通过家政公司
介绍来到医院上班，一个月能拿 1400

元，做得好还能加钱。上班骑自行车只
要 10分钟，以后公交开通后 3到 5分

钟就够了。
搬迁户中，有很多是留守妇女、老

人和残疾人，搬迁后他们的就业是一大

问题。沪滇资金在安置点设立了扶贫车
间，可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55人。扶

贫车间用工门槛相对较低，方便了老弱
病残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增收。

记者来到沪滇资金扶持的奋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正在流

水线上，有条不紊地绕线、转线圈、点
焊、点胶、注塑和抛光……29 岁的王

前燕，目不转晴地盯着一台显微镜进
行检测工作。王前燕说，她目前实习期

能拿到 1500元，转正后可达到 2500

元左右。以前，王前燕住在马路乡荒田

村，土房子漏风又漏雨，如今一家三口
住上了 60平方米的电梯房。她说：“我

以前参加过高考，达到了专科线，但因
为家里穷供不起我读书，只能高中毕

业就种地了。现在我希望能够孩子供
养努力读书，考上大学。”

46岁的主管邱少林，前几年在深
圳打工，学了点技术。今年搬迁过来

后，在业主群里看到招工信息，和妻子
一商量就决定一起回来就业，“离家

近、安心，还能照顾老人，存下的钱比

在深圳的多。”

道路建设获得感最强

先修路

    “我们要拿出最好的东西到上

海去，只许搞成功，不许搞失败
……”9月 13日下午，副县长张元军

召集 8 位当地企业家和另外 3 位
宝山区援滇干部，开会讨论关于 9

月下旬前往上海召开农产品展销
会的事宜。张元军告诉记者，这

次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活动，非常
不容易。

张元军今年 50岁，原在宝山
区区级机关党工委任副调研员。去

年 7月一到会泽，他就开始走村入

户做调研，每一个项目从前期规划
到推进验收，一点也不放松。他认

为，国家资金做大项目，沪滇资金
要拾遗补缺做精准，做当地所需、

上海所能，不能浪费。
一年多来，看着一个个产业慢

慢起来，山区老百姓家门口的烂泥
路变成水泥路，当地教育医疗大量

引进上海资源，张元军很有成就
感。除了沪滇项目，他还分管市场

监管工作。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在
大清早或半夜里去察看农贸市场。

他不仅自己资助贫困学生，还发动
朋友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因为不

愿意看到优秀的贫困孩子辍学。
“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我的人生

变得丰满了，我想尽我所能帮助更
多的人”。

和张元军同一天到会泽工作
的，还有会泽县扶贫办副主任曹玉

峰。记者在采访的一周时间里，经常

看到曹玉峰拿着两个手机，一个手
机看文件，一个手机打电话，不停地

核实修改内容。曹玉峰说，如果不来
会泽，想象不出两地会有这么大的

差距———有一次下乡，他遇到两个
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样子，

但其实已经上了高中，明显是营养
不良。那两个瘦小的身影，让他至今

难忘。记得第一次吃到村民送上的
“灵芝烤鲍鱼”，一看其实就是“牛粪

烤土豆”。虽然一开始有点难下咽，
但看着村民纯朴真诚的目光，曹玉

峰吃得很香。
让曹玉峰最挂念的，还是在上

海上初三的儿子。从小学到初一，
一直是他辅导功课，但来到会泽

后，孩子的成绩就开始下降，“我最
近一直在视频和他谈心，希望他能

够自主学习，自己不要，别人再想

帮也没用啊。”
除了 3年工作期的张元军和曹

玉峰外，管春晖和张饶雄是 1年期。
管春晖今年 7月离开了只有 2岁半

的孩子，来会泽负责督战村的项目
工作，“虽然我只在这工作 1年，但

也不想荒废，希望实实在在为老百

姓做点事情。”
在会泽农业农村局做消费扶贫

工作的张饶雄，因为经常下乡跑项
目，脸黑得像包公。他说：“因为高原

反应，大家晚上都睡不好，经常会
醒，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我们还是

挺开心的，四个人能够住在一块、吃
在一块，互相交流，后方支援也力度

很大。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一
定会成为人生中美好的回忆。”

扶贫路上无悔的选择

好干部

昔日荒山变金山银山种雪桃

10.2万人易地搬新居搬下山

 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是全国最大的县城集中安置点

荩 上海援滇干部、会泽县

扶贫办副主任曹玉峰下乡
路上拿着两个手机， 不停

地打电话联系工作

茛 会泽县奋精电子扶贫

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流水
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绕线、

转线圈等操作

■ 会泽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铜钱雕像

格桑花开在家门口
特派记者 屠瑜 / 文 王凯 / 摄

“格桑花儿开，浪漫染云彩。 花蕊捧着
心，花瓣牵着爱……”印象中，在藏区才有
的格桑花， 记者却在会泽采访时随处可
见，公路两边、山路两侧、稻虾田旁……姹
紫嫣红的花儿随风起舞，竞相开放。

“为什么会种格桑花？ ”我很好奇。 “因
为这种花好看啊，可以美化人居环境！ ”宝
云街道党工委书记杨雁频说。 司机汪庆冬
告诉记者：“在两旁开着格桑花的公路上
开车，实在是一种享受。 ”

在藏语中，“格桑” 是 “美好时光”或
“幸福”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

记者看到，许多曾经的建档立卡户，通过
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帮扶，靠自己的双手和
努力，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他们
的笑容，也像盛开的格桑花一般美丽。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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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南华
云南省曲靖市
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

手把手教我养殖小龙虾
    我23 ?那年， 有天早上睡觉醒

来脖子不能动了， 以为是落枕，就
没舍得去医院 ， 没想到就一直没

好。 如今我的背躬着，直不起来，脖
子不太能动，只能靠肩膀转动。我生

病没多久，父亲得了风湿病，不能干
重力活。我的母亲脑梗也有七八年时

间了。

以前，我靠种地打临工为生，除了
自己的两个孩子要照顾， 我老婆的哥

哥生病去世， 我又负担起了他女儿的

生活，还料理了岳父岳母的身后事。 生
活很艰难，也多亏了邻居的帮衬，有钱

的给钱，有米的给米，让我很感动。

去年底， 上海原心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来到村里办稻虾养殖基地。 今年

3月份，经村干部推荐，我来到基地工
作，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人。 刚开始

什么也不会，基地负责人就手把手地
教我，慢慢地我学会了小龙虾的养殖

技术。

现在我白天主要从事饲料投喂、

清洁防护等全过程管理， 晚上在这

边看塘，观察小龙虾的状况，做好防
护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 4000多元。

我老婆也在这边工作， 种水稻和茭
白，一个月有 2000多元。

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 希望能

多存点钱， 早日把去年盖房子借的钱
还掉。

支援
大事记

   今年投入援滇资金在易地扶贫
搬迁县城安置区实施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和幼儿园建设项目，惠及建
档立卡? 8762? 3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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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安置8.2万山民进县城，规模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