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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促就业防返贫
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云南省大理州南

涧县公郎镇罗伯克茶场一派农忙景象。50
余名务工人员正在采摘新茶，阿母助路村低
保户字增从就是其中一员。“我每天可以采
20多公斤，采1公斤有7块钱，采春茶有6000
多元的报酬,这比往年外出打工挣得还多！”
字增从兴奋地说。

受疫情影响，该茶厂 2月 28日才开始复
工，大理军分区主动对接，优先安排低收入户
上工。“疫情之下，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
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大理军分区领导告
诉记者，就业是贫困群众增加收入、摆脱贫困
的重要途径，他们和辖区内复工的企业、车间
对接，通过搭建桥梁纽带，优先吸纳贫困户在
家门口的合作社、农场、种植园务工，优先引
导贫困户在工厂就业，提升带贫能力。

“要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不能满足
于贫困人口的一时‘摘帽’，还要对已脱贫人
口开展全面排查。”云南省军区领导介绍，他
们对照脱贫攻坚“回头看”，派出工作队分工
入户深入基层，对贫困户、不稳定脱贫户、边
缘户挨家挨户开展走访，及时识别返贫风
险、调整帮扶措施，动员广大民兵助力贫困
劳动力有序春耕生产。

“有了工作，收入才能有保障，心里才踏
实。”这些天，昆明市东川区因民镇村民姚伟
接到复工通知后，第一时间到广东务工。此
前，他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没有了收入来
源，家里经济压力陡增。前不久，昆明警备区
对接地方有关部门开展“一站式”服务，打通了
务工人员返岗“最后一公里”，姚伟顺利乘坐

“滇粤劳务协作返岗专列”前往广东返岗复工。
推进劳务输出，开展就业扶贫，是云南

省军区做好疫情期间扶贫工作的重点。在
镇雄县，该县人武部通过互联网发布上万个
就业岗位招聘信息，积极动员 200余人到广
东、福建、上海等地务工。针对群众出行难
题，他们统一协调包车并安排医务人员全程
护送，让务工人员安全出家门、进厂门。

在禄劝县，人武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促进低收入户增收，协调则黑乡新
增乡村公共服务性岗位177个，包括保洁员、
生态护林员、五保户管理员、村道路简易维
护管理员等，专门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无能力外出务工人员。

云端助力，不让疫情阻销路
地处北纬24度花卉种植的黄金带，三月

的昆明早已是鲜花葳蕤。今年 34岁的孙林
国是晋宁区团山村菊花种植户。去年，他在
村里承包了 5亩地，建起了 4个大棚种植非
洲菊，把摘好的鲜花送到30公里外的斗南国
际花卉市场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但突如其
来的疫情阻断了他的销售路。

晋宁是全球三大温带花卉鲜切花产地
之一，也是昆明斗南国际花卉市场重要的鲜
切花供应基地。2019年，该区花卉园艺种植
面积5.39万亩，其中鲜切花种植面积5万亩，
年产鲜切花41亿枝。受疫情影响，线下交易
流通渠道受阻，广大花农期待的情人节交易
顶峰没有如期出现，造成鲜花大量滞销。

“不能眼看着鲜花烂在地里。”晋宁区人
武部积极协调淘宝、天猫等多个电商平台，紧
急上线“助力云南花农”项目组，联动花商、花
农和快递行业，紧急调配资源，保证线上有花
可售，花农的鲜花能顺利从云南到达全国各
大城市。同时，号召年轻人一起“云”送花，用
线上预售的方式帮助花农打通市场、回笼资

金、渡过难关。看着满载鲜花的快递车络绎
不绝，孙林国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不仅是鲜花，春节后，冬季瓜菜也迎来产
销高峰。以销售全省各地农特产品为主的曲
靖市阿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公
司缺乏人手，大批的农副产品无法打包装车
运往外地，导致大批农户农产品滞销。

得知这一情况后，沾益区人武部迅速协
调中国邮政10辆集装箱运输车，每天组织主
城区 3个街道抽组的基干民兵应急连 30人
小分队，对仓库里的马铃薯、雪莲果、生姜、
大蒜等农产品进行打包、装箱，有效解决了
农产品的积压滞销问题。

除了解决运输问题，在宾川县，人武部
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对辖区内电商公司进行
登记备案，第一时间发动民兵协助镇村两
级，在田间地头设置农副产品定点收购站，
鼓励引导农户利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切实改变以往集中、扎堆收
购的销售模式，有效解决了复工复产和防疫
期间的产销矛盾。

持续造血，扶贫项目稳推进
这些天，在昭通市镇雄县杉树林村，由

昭通军分区援建的扶贫制衣车间正在紧锣
密鼓施工中。

“本来 2月份就该投入使用，受疫情影
响，这一扶贫项目近期才开工。”昭通军分区
领导介绍，杉树林村是军分区多年挂钩帮扶
的贫困村，全村 2850户 9868人，贫困发生率
14.62%，打造建设扶贫车间，将实现 80户贫
困户稳定脱贫。

“扶贫攻坚，既要顾当前，更要谋长远，切
实帮助贫困户实现发展有路子、增收可持续、
脱贫不返贫。”云南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他

们通过持续造血，加快培育和引进一批扶贫
企业，增加农民收入，当好脱贫领路人。

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怒
江州脱贫任务依旧十分艰巨。3月中旬，位
于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的棒球
扶贫车间，棒球缝制手们正飞针走线。该扶
贫车间是怒江军分区对口援建福贡县建设
扶贫车间的一部分，他们利用搬迁群众中留
在安置点多为老人和妇女的劳动力结构特
点，引进以棒球加工为代表的珠海市企业，
实现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的有效衔接。

因地制宜是该军分区打造扶贫车间的主
线。自 2018年起，草果秆编织、民族服饰加
工等扶贫车间陆续在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建成。楼上居住、楼下就业、小区务工，该
军分区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迁让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增收、谋发展的脱贫新路子。

脱贫攻坚，造血才能管长远。春耕备耕
的号角吹响，在石林县青山村叠水血桃种
植示范基地里，县人武部扶贫工作队在田
间地头忙碌着，有的在嫁接苗穗，有的在除
草施肥。

叠水血桃种植是该人武部变“输血”为
“造血”的产业扶贫举措。他们依托血桃种
植专业合作社，扶持辖区内有条件的建档立
卡户发展血桃种植，免费提供嫁接苗穗、技
术指导、补助种苗购置等。今年，又有 10户
建档立卡户计划种植25亩。

3月 12日，昆明警备区扶贫工作队又一
次来到寻甸县七星村，对正在实施的“功山
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督导检查，对计
划实施的“林地野生菌采摘和林下苗鸡养殖
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在前期引导
176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入股豪东牧业有限
公司的基础上，继续注资，扩大产业增收模
式，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确保贫困户稳定
增收。

■禄劝县茂山镇娜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县人武部职工 关淑芬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们到娜拥村张家组走访人武部对口帮扶贫困户张学聪家，田野里的油菜花已经开放，桃树枝头上已挂满含苞待放的花蕾。张家组离村委会 8.7公里，海拔2500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属典型的高寒山区，进村道路为 2017年底修通的水泥硬化路。交通不便、人均耕地面积少、生产单一是导致该村贫困滞后的直接原因。因疫返贫，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65岁的张学聪是2017年新识别纳入的建档立卡户，重度痛风 20多年，丧失劳动力。儿子在禄劝县秀平中学上初三，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原始种植农作物。每年的医药费 、学费就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这几年在人武部的帮扶下，张学聪家已从2016年人均收入1250元提升到 2019年人均收入 5200元，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突如其来的疫情会不会让这个脱贫不久的家返贫？“种子、农药、化

肥都已统计报送了，合作社已经安排发放了一部分。生猪养殖技术还需请专业技术人员来给我们指导指导，希望能想办法解决一下。”今天走访中，我们听到张学聪这样的请求。我们当即联系了县畜牧局，现场将张学聪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获得支持。
张学聪家仅仅是这几年人武部对口帮扶的74户贫困户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他们虽已全部脱贫，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会继续把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提升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不让一个群众掉队。

■洱源县牛街乡龙门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乡应急民兵班长 张振兴2020年3月12日 星期四 晴
今天上午，我带着村里建档立卡户杨金柱等18名即将返岗务工人员，集中到乡卫生院和村委会办理了健康证明和返岗登记表。前者是由乡村两级卫生机构出具，证明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感染症状；后者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其确属返城返岗人员。

有了这两张表，相关部门就能核实和追

溯出行人信息，并推送至目的地交通、人社

部门，形成疫情防控的闭环。后天，杨金柱

将和全县第三批返岗务工人员一道，乘坐点

对点服务专送大巴车前往昆明，届时转乘其

他交通工具前往务工地。

龙门村距乡政府所在地 7公里，属半山

区贫困村，有白、汉、傈僳、彝族 4个民族聚

居，外出务工是不少村民脱贫致富的选择，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

如何畅通渠道帮助他们返岗务工，成了我们

亟待解决的问题。

“往年正月十五一过，大伙儿已经坐着

高铁去广东复工了，今年还走得成不？”正月

一过，贫困户罗福前就心急如焚，时常给我

打电话咨询疫情动态和复工信息。前年经

过乡里组织的技能培训，49岁的罗福前选择

和妻子一道到广东珠海务工，夫妻俩省吃俭

用，日子一天天见好。这段时间因疫情无法

外出，夫妻俩很是犯愁。

好在乡里及时组织对返岗复工情况进

行摸底统计，这些天，我和扶贫队员、村里民

兵一道，深入村组对每户人家返岗人员底数

和返岗去向进行详细统计，相关情况由乡政

府统一上报县人社局。人社局积极与用工

地企业对接，组织人员、车辆，由企业承担费

用，实施了“包邮”返岗行动，畅通了农民工

返岗之路。

■寻甸县柯渡镇新沙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县人武部参谋 邓林海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雨转晴

下了一夜的小雨终于在早上7点左右停

了，阳光透过乌云洒下一片金黄。

匆匆吃过早饭，我们便来到新沙村文书

邓仕呈家，他的小女儿正在写作业，旁边还

立着一个手机。原来受疫情影响，学校不能

如期开学，但停课不停学，孩子们可以通过

“云课堂”在线学习。

在邓仕呈的带领下，我们决定到几户贫

困户家里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村子

后山的吴自荣家。30多年前，因为麻风病，

吴自荣和村里其他 3户搬到了山上居住，一

直没有通电，直到 2017年，才在政府的帮扶

下拉了电线。此外，还专门给他们几户人家

装了变压器，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新房。

“这里处在半山腰，网络信号不太稳定，

上网课比较困难。”吴自荣告诉我们，有时他

只好带着孩子到山顶上信号好的地方学习。

我们梳理辖区内的贫困家庭发现，需要

通过“云课堂”学习的学生有 15人。我赶紧

联系在电信公司上班的同学，帮助吴自荣

家和其他几户装上宽带、开通网络电视。

同时，协调村委会专门腾出一间有电脑、网

络的办公室专供学生学习，保证不让一户

贫困户的孩子因为没网络、没设备落下学

习课程。

尽锐出战尽锐出战，，春来春来扶贫战鼓响扶贫战鼓响
—云南省军区官兵投身抗疫扶贫两个战场纪事

■张 军 杨白冰 本报记者 柯 穴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疫情防
控，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脱贫攻坚亦是如此。

作为全国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云南有44.2万人尚未脱贫。其中，云南省军区各级挂钩帮扶
41个贫困村、3764户贫困户，任务重、挑战多。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扶贫项目
停工……面对疫情期间一连串扶贫难题，云南省军区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吹响决胜脱贫的冲锋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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