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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人民子弟兵助力民族地区群众脱贫攻坚素描

从云南贡山县城出发到独龙江乡，

沿群山盘旋而下，一座漂亮、现代的江

边小镇让人眼前一亮。作为我国28个

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独龙族的主

要聚居地，这里因山峻谷深、自然条件

恶劣，曾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

区之一。

如今，泥泞狭窄的土路、简陋破败的

茅草房不见了踪影，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灰顶黄墙的独龙民居、整洁的街道如

同一幅画卷，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是与

世隔绝的“贫困孤岛”。独龙乡翻天覆地

的变迁，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迈上

跨越式发展轨道的印证。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

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习主席的重

要指示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指明了方

向、注入了动力。新疆伊犁，党员干部

结对认亲、扶贫工作队因地施策，精准

扶贫提高了扶贫效率;甘肃临夏，优先

实施少数民族的水、电、路改造，民生改

善强化了情感纽带;湖南湘西，帮助村

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外在帮扶激活

了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民族地区脱贫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使得少数民族扶贫工作顺利推

进，民族地区发展欣欣向荣。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由于自

然环境、历史条件等多种原因，一些民族

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摆脱贫困

还存在不少难题。当前，距离2020年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时间越发紧迫。

可以说，反贫困斗争已到了一个关键时

刻，正是最吃劲的时候。为此，我们要以

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

有效的行动，把工作做到点上、根上，才

能切实让贫困群众得到实惠，让民族地

区加快发展。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是

很多民族地区面临的实际情况。事实

上，很多民族地区同时也是资源富集

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

区，这是独特的发展优势，但也说明了

其加速发展的复杂性。为此，加快民族

地区发展不能一概而论，而需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围绕“精准”二字下苦功，

不但要对标“体检”薄弱环节、找准找对

“穷根”，还要注重“靶向治疗”，针对存

在问题拿出过硬措施，从而确保脱贫攻

坚工作务实、脱贫工程扎实、脱贫结果

真实。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一个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各级组织领导和

各层骨干带动。北京南宫村、江苏华西

村等地的发展，早已给出了充分的证

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是党在当地的工

作触角，是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的桥

梁纽带，是脱贫攻坚“冲锋陷阵”的先锋

队。为此，要善于培养一批结构优、门类

全、专业强的后备干部和“专、精、尖”人

才，并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营造

“干部带头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

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是党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全面小康

是全国一盘棋，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

但要发挥好中央作用，调动发达地区

积极性，加大各方面支持力度，更需要

民族地区发挥自身特殊优势，不断向

改革要动力、要活力，释放发展潜力、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

“昔日一步跨千年，今朝跑步奔小

康。”这是脱贫摘帽民族地区流传很广

的一句话。当前，脱贫攻坚处于决战决

胜的关键阶段。只要各族人民共同携

手、守望相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就一定能啃下民族地区脱贫这块

“硬骨头”，培育出各民族共享小康的幸

福花。

守望相助，共育全面小康幸福花
■梁寒光 侯栋亮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中
心小学，最近落成了一座雕
塑：一名扎着腰带的解放军
战士，双手从肩背处托着两
名戴着红领巾的门巴族学
生，微笑着迈开步子……

走进这所位于雅鲁藏
布江下游的学校，围墙上的
两行大字映入眼帘——“做
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幸福家
园的建设者”。该校校长白
玛措姆对记者说，墨脱人民
为表达对子弟兵的感恩之
情，于去年 9月修建了这座
雕塑。

走进一间狭小的办公
室，记者看到四级军士长曹
世学正在备课。具有大专学
历的他，每周要给全校 190
多名学生上 6 节国防教育
课，而且很受欢迎。
“这所学校在1976年建

成之初只有一名老师，为改
善办学条件，子弟兵便以‘编
外教师’身份参与到教学
中。”聊起学校的历史，曹世
学很是了解。他介绍，仅这
几年，部队官兵就先后捐款
数十万元，帮助263名失学儿
童重返校园。

讲述中，曹世学还多次
提及战友周国仁——在校
任教 18年间不但做全科老
师，还担任过班主任，教过
的学生中后来有 179 名上
了大学，被教育部评为“全
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记
者在墨脱采访期间注意到，
很多人听到“周国仁”三个
字，都会亲切地说“那是我
们的周老师”，尊崇之意溢
于言表。
“教育方面的付出，仅是

驻藏子弟兵帮扶群众的一个
缩影。”某团政委谢晓光告诉记者，1962年某部官兵奉命进驻墨
脱时，这个被称为“莲花秘境”的边陲小城一穷二白。为帮助群
众摆脱贫穷面貌，官兵在荒无人烟的山间，修水渠、垦荒地，手把
手地给群众传授种植技术。当地群众对党和军队充满感激，将
心中美丽圣洁的兰花，亲切地命名为“迷彩兰”。

开垦田地，建造新房，开办学校，修建大桥，养殖香猪，
种植蔬菜……在西藏服役近 20年的谢晓光，见证了很多
感人故事。

四级军士长杜伟，10多年来指导门巴族群众种植大棚
蔬菜，不但满足当地村民需要，还打开了临近市场。后来，
他又结合当地地理环境条件，和战友一起引导群众种植茶
树，拓宽了群众增收门路。

卫生员周强，10多年为格林村村民义务看病，与村里
很多人家关系都情同家人。近几年，他又结合当地群众健
康状况，为 400多名村民建立了医疗健康档案，并定期挨
家挨户巡诊、送药。

战士饶平，为帮老阿妈嘎玛措姆建设新房，跑很远地
方搬运木料，并亲自动手制作木板、房梁。后来，有了新房
的老阿妈还把饶平认作了“干儿子”。2004年 7月，饶平在
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老阿妈就成了他的守墓人。

……
曾几何时，闭塞的交通就像横亘在墨脱人面前的雪

山，阻挡着他们的脱贫之路。由此，修路筑桥成为子弟兵
心头的紧迫事。
“那年通桥典礼上，百姓手捧‘迷彩兰’献给子弟

兵，笑容像花儿一样。”嘎玛措姆回忆，为建设第一座
钢索桥，子弟兵步行 2个多月，翻雪山、钻密林、穿险
滩才从镇上扛回 12 根 300 米长的钢索，从而改变了群
众靠牛皮筏渡河的窘况。如今的墨脱，不但建了桥，
而且通了公路，全县通车里程达 400多公里，乡镇公路
通达率达 75%。
“路通了，人们一年 365天都可以进出墨脱，不但方便

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而且吸引很多外地人前来旅游。”谈
起路通以后的变化，嘎玛措姆很是兴奋。她说，很多群众
在家门口摆起了售货摊，售卖乌木筷、竹编等当地特色农
产品和手工艺品，如今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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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三
成 近年来，贵州省榕江县引导群众将传统苗族元素运用到服饰、床上用品、旅游商品等产品中，生产的蜡染制品年产值

近400万元，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这是该县三江乡分从村村民在制作蜡染产品。 新华社发

吃完早饭，艾力甫·图尔曼便早早来到村里
的电子商务服务站，娴熟地打开电脑，拿出记录
册，准备为村民们办理电商业务。

艾力甫·图尔曼所在的巴什英买里村，隶属
新疆伽师县和夏阿瓦提乡，地处塔里木盆地西
缘、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因受特殊的地理环
境条件影响，这个村人均耕地少，贫困人口多。
“这几年，在子弟兵的帮助下，我们村变化

大了！”听说笔者来采访，艾力甫·图尔曼言语间
难掩兴奋之情。他介绍，今年自己家种的 20多
亩伽师瓜，不但借助网络平台打开了销路，而且
价钱卖得也不错。

艾力甫·图尔曼一家有五口人，过去仅靠种
地年收入不足万元，加上两个孩子上学，日子过
得很拮据。与这个村结成帮扶对子后，喀什军

分区官兵通过调研了解到，当地群众种植的伽
师瓜形体匀称饱满，口感脆甜，但因物流等原
因，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只能在当地自产自
销，卖价很低。
“肉厚香甜玛瑙红，汁浓鲜美祖母绿。”喀什

军分区某部干部王继伟随口而出的这句话，道
出了伽师瓜的奥妙之处。他介绍，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相对滞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方法导致
伽师瓜商品化率一直很低，销路也很难打开。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部官兵发挥当地联
通宽带网络的技术优势，走“互联网+品牌农特”
之路，在邀请驻地院校教师为村民讲授网络和
农技知识基础上，协调地方政府引进农村淘宝
等电商平台联合推出电商扶贫项目，不但提升
了伽师瓜生产数质量，而且打出了品牌，村民足

不出户就将瓜销到了全国各地。
“借助网络金桥，我们收获的瓜大部分销售给

了内地客商，不但卖得快，而且价格也好。”村民艾
尼瓦尔·克然木是位种瓜能手，借着互联网拓宽销
路的他，今年又扩大了种植规模。他说，本月初自
己就收到河北邯郸一家水果商的“超大”订单和订
金，这几天正和雇工忙着为人家备货呢。
“这不，又来一单！”说话间，艾尼瓦尔·克然

木的手机突然响起，悠扬的铃声映衬出他舒畅
的心情。挂了这个从浙江宁波打来的电话，艾
尼瓦尔·克然木安排家人再准备一批货。

说话间已是日上竿头，艾尼瓦尔·克然木转
过身用手擦了把汗，继续忙碌着。他说，村里很
多人每天都忙到很晚，尽管比较辛苦，但看着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大家越干越有劲！

驻疆某部官兵发挥技术优势助力拓宽农产品销路——

“互联网＋”架起群众致富桥
■张银伶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小康，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安
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贫困，
犹如横在小康路上的一块顽石，
必须尽快清除。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8000多万人，创造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

时至今日，脱贫攻坚面临的
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这其
中，就包括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
民族地区。这些地方大多自然条
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脱贫难度
大，是深度贫困的集中地。

今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
年初以来，驻民族地区广大官兵
发挥优势、铆足干劲，以坚定有力
的行动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这里，我们撷取一组故事，
为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的官兵加
油鼓劲。

引 语

“一条条水泥路，蜿蜒盘旋伸向深山，天堑
变通途，结束了人背马驼的艰难岁月；一盏盏新
能源路灯，伫立在峡谷村落，深夜如白昼，结束
了摸黑走夜路的艰难日子……”一边忙着手里
的活，阿华一边轻声吟唱着这首傈僳族的《感党
恩》。浑厚的歌声，表达了傈僳族群众对党的感
激之情。

阿华以前所在的村位于怒江大峡谷，是个
典型的傈僳族群居村落。一直以来，傈僳族群
众在横断山区怒江、澜沧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
繁衍生息。大山养育了傈僳儿女，也束缚了他
们的发展。这几年，党和政府通过易地搬迁，帮
助一批批傈僳族群众从山上搬进了位于山下安
置点的新家。

起初，对于搬新家，阿华跟妻子的意见并不
一致，二人甚至发生了争执。

“我受够了高山上的种种不便。”阿华说，出
行是一条土路晴通雨阻，建房时建材运费比建
材还贵，更头疼的是孩子上学每周都要接送，车
费加吃饭要 100多块。而他的妻子担心搬到山
下不能种菜种粮，生活无着落。

到村里调研的武警怒江支队官兵了解发
现，像阿华家这样的情况还不是个案。讨
论分析后，他们形成一个共识：搬下山可
以改善群众一时的居住条件，想获得长远发
展还要为群众找到生活门路。为此，他们一
方面联系当地企业、建筑工地为群众寻找就
业岗位，一方面协调职业院校开展烹饪、驾
驶、种植养殖等技能培训，帮群众掌握一
技之长。

随着怒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独具民族特
色的傈僳族服饰广受游客欢迎。但苦于每件衣

服都需要傈僳族妇女纯手工针织，一直不能量
产。致富能手三四益从中嗅到了商机——他把
亲戚朋友中会编花、懂针织的妇女集中起来，
在家里开了个傈僳族服饰小作坊，一年收入近
8万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支队官兵跟当
地政府一起鼓励三四益办了个“扶贫车间”，
吸引 100多人前来务工。此举不仅解决了民族
服饰的用工问题，也解决了部分搬迁户的就业
问题。
“在这里务工时间灵活，家里有事可以忙自

己的，空闲了我就过来。”在“扶贫车间”务工的
贫困户波四一说，她业余时间到车间做衣服，干
了 3个月已收入 3000多元。与波四一不一样的
是，住进新家的阿华学会了黑山羊养殖技术，并
于上半年建造了一个小型黑山羊养殖场，卖羊
已收入6万多元。

武警怒江支队官兵务实举措帮扶傈僳族群众——

一技之长解决生活后顾之忧
■彭泽壮 罗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