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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像往常一样，郭牛村村
党支部书记王清美察看山上种植的生姜
后，准备回家吃午饭。途中，看见有村
民赶着一大群跑山猪下山，她顺手从地
上捡起一把松枝，帮着把它们赶回村养
猪场。
“跑山猪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吃得

多、运动多、生长慢。虽然要养 10个月
以上才能出栏，但是能卖个好价钱，也不
用愁销路！”看着眼前活泼健壮的跑山
猪，王清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走过
的山路上，布满跑山猪留下的蹄印。

2008年汶川地震，北川县是受灾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的严重破坏，使
本就贫困的山村雪上加霜。对口帮扶之
初，全村 21 户贫困户零星散布在高山
密林中。人数虽然不多，扶贫同样不

易。
12年过去，昔日满目疮痍的土地上，

北川新县城拔地而起，人民群众早已开
始了新生活。养殖跑山猪、种植花椒生
姜、发展林地循环农业……郭牛村的产
业越来越多，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助力贫困群众增收，发展产业是关
键。着眼长远，扶贫产业不是零打碎敲，
而是形成完善产业链，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为贫困户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产业发展之初，许多贫困村集体
经济脆弱，面临启动资金缺乏、配套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4年间，军事科学
院帮助羊圈子村建成日光温室大棚 8
个、大棚围栏和配套生产用房 6间、菌
棒加工厂 1 处、木耳培植基地 40 亩；
帮助裴岭村建起面粉和油料加工厂；

帮助郭牛村建起跑山猪养殖场和藤椒
基地。

产业初步建立，产品的销路在哪
里？
“去年，村里产的西红柿已经被厂

家全部订购，年收入 20 万元左右。大
棚的绿色蔬菜主要销往附近农产品市场
和超市，价格比同类农产品高。”马占
山说，经军事科学院牵线搭桥，他们与
山东一家蔬菜企业签订协议，开展“订
单化种植”。

当前，羊圈子村木耳培植基地、菌
棒加工厂和蔬菜大棚，每年为村集体增
收约 1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75个，带
动 63户贫困户受益。

今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推动扶贫产业尽早复工复产，军事科
学院帮助羊圈子村村民合作社更换大棚
盖布、添置冬季取暖设备；国防工程研
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以市场价格购入
2 万余公斤面粉，在营区小卖部设立
“裴岭村农副产品销售专柜”；驻川某部
与郭牛村建立农特产品直销机制，实现
了从郭牛村“菜篮子”到部队官兵“菜
盘子”的无缝对接……

从给钱给物到自主造血

构筑乡村发展的“致富路”

夏日的燕山余脉，一片葱茏。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跟随军
事科学院工作组来到河北省隆化
县唐三营镇羊圈子村调研。作为
首都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和水
源地，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基
础设施焕然一新，村容村貌干净整
洁，看不出一点省级深度贫困村的
影子。

看出我们的惊讶，唐三营镇党
委书记金卫辰打开了话匣子：“水泥
路修到家门口，村民的腰包鼓了，年
轻人也娶上了媳妇。羊圈子村已经
变成了‘洋’圈子村。”

自 2016 年起，军事科学院与河
北省隆化县唐三营镇羊圈子村、河
南省嵩县闫庄镇裴岭村、四川省北
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郭牛村先后建
立结对帮扶关系。

3座小山村如何冲出重重大山
包围，闯出一条致富路？

隆化县地处革命老区，是董存
瑞烈士牺牲地。距离县城 60公里的
羊圈子村，地处燕山余脉，平均海拔
800余米。由于交通不便，当地产业
单一、发展滞后，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截至 2016 年底，全村共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256 户，贫困发生率达
63%。

坐拥绿水青山的羊圈子村村
民，曾经不止一次想发展生态产业，

走上致富路，最终都因交通不便而
放弃。
“以前，去县城只有一条‘超期

服役’的乡级水泥路。路面像撒了
核桃一样，走起来坑坑洼洼。”羊圈
子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
占山回忆，“有一年，我家种了 7亩茄
子和豆角，想运到县城去卖。谁知，
路上就颠坏了一半多，再便宜也没
人买，赔了不少钱。”

要致富，先修路。军事科学院
定点帮扶该村后，帮助村里修建了
7.35 公里水泥路，架设了 100 盏路
灯，实现 10个自然村道路村村通、主
路明。村民出行再也不会“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
“以前，村民出村上国道至少需

要 40分钟，现在只用 10分钟。”河北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道路通，百业兴。“路修好以后，
大棚蔬菜就不愁卖了。好多客户都
直接开车上门收菜。”村党支部书记
张士宇一脸兴奋，“还有许多游客自
驾来旅游，我们这个小山村人气越
来越旺。”

与羊圈子村一样，许多贫困村
资金缺乏，“有想法没办法”“有方向
没招数”。为此，军事科学院建立扶
贫专项资金，持续不断开展“输血”，
帮扶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美化村
容村貌，培育特色产业。

从深山阻隔到四通八达

打通助农脱贫的“开山路”

“现在，我家种了 10多亩玉米，每年
能收入七八千元。村里还安排我当清洁
工，每月工资有 700 元。抽空再去山上
摘点野生杏，把杏仁卖给食品加工厂，又
能赚一笔。全部算下来，一年也有 2万
多元的收入。现在脱贫了，我也要和大
家一起奔小康。”记者发现，像羊圈子村
村民赵玉霞这样，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的村民不在少数。

他们并非盲目乐观。一方面，完善
的机制保障，带来收入的稳步增加；另一
方面，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更强的
幸福感和更高的追求。

2019年初，军事科学院党委发动各

研究单位，向“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发
起总攻。各单位针对每户贫困户的特
殊情况，因户施策，一户一策。今年 8
月初，羊圈子村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
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实现整村脱
贫。

记者进村采访时，军事医学研究院
援建的“军爱民文化广场”刚刚落成，文
体器材一应俱全。在村卫生室，该院管
理保障部捐赠的 3个医疗保健箱和部分
保健书籍摆放在显眼位置。在村民服务
中心，军事法制研究院设立的法律服务
站里，书架上整齐摆放着法律书籍，墙上
悬挂着村“法律后援团”各位律师的相关

信息。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乡村振兴的未来，寄托在一代代青
少年身上。
“以前，教室靠煤炉取暖，生起火来

满屋子都是烟。”羊圈子村小学校长李全
金说，“现在，学校 20间校舍都安装了壁
挂式电暖气，更换了铝塑门窗。学生们
都说，冬天，学校比家里还暖和！”

1000 公里外的裴岭村，学生们穿
着崭新的校服，坐在整修一新的教室
里，书声琅琅。他们的父母在参加“新
时代农民讲习所”，认真聆听农业专家
的辅导讲座。他们的爷爷奶奶，坐在
刚刚兴建的大戏楼前，饶有兴致地听
着豫剧。

2000 公里之外的擂鼓镇，军事科
学院驻川某部八一幼儿园与镇幼儿园
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帮助改善办园条
件、加强师资培训、提升办学能力。大
山里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享受着同等
教育……

从脱贫摘帽到持续问效

开辟走向未来的“振兴路”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
习主席强调，“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
退路和弹性。”

3年多来，军事科学院党委带领全院官兵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3个定点帮扶村全部实现整村脱贫，其中两个贫困村，检查考
评结果均为第一等次。

地处大山深处的贫困村，正阔步走在康庄大道上。

万山挡不住 闯出康庄路
—军事科学院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纪事

■王成龙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王 迪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螺旋式上升

的过程，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新

起点意味着新生活，意味着新奋斗。

在新起点上，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意义重大。

当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

成。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

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治

理能力明显提升，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

得到解决，贫困发生率降至0.6%。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需

要适时转换工作思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本

身是有机一体的。打赢脱贫攻坚战，

主要解决乡村贫困最突出的问题，为

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当突出问题

逐步得到解决，就需要推动减贫战略

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反过来看，真正实现长期

稳定脱贫，也必须依托乡村振兴。没

有乡村振兴，已经脱贫的地区，随时

有返贫风险。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任务是，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

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

面实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任

务，就必须把全面脱贫统一在乡村振兴

这个战略总目标框架内。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其中的关键是“建立长短结合、

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产业兴旺是实现全面脱贫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经济基础。乡村振

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产业发展不

足，必然经济收益低下。在这种情况

下，贫困群体的众多行为，必然会更

具有短期和局部均衡特征。这是引致

贫困地区产生诸多不合理现象的深层

原因。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应多渠道解

决好产品销路问题，提高产业收入的

稳定性。收入是脱贫的基础，收入稳

定了，脱贫也就稳定了。对贫困户而

言，由于存款少，经不起风吹雨打折

腾，也就更不愿意冒风险。提高收入

的稳定性，有利于稳定贫困户预期和

决策行为，从而带来更大收益。

发展集体经济是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保障。

分散单个的农户，造成基础设施重复

建设，带来固定资产闲置浪费问题。

发展集体经济，有利于提高劳动的规

模经济效率和分工效率，同时推动先

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能以破坏

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为了眼前和局

部利益，而丢掉更长远和更具全局性

和根本性的利益。

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身体健康的

重要保障，还是人格形成的自然孵化

器。卢梭认为，自然状态能够恢复人

的本性，唤回人的德性。良好和谐的

自然环境，是形成质朴和谐人格的自

然基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贫

困地区要追赶发达地区，应将创新放

在重要位置，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强烈意识，努力把各方面优秀人

才集聚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中

来，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宽容的人文环

境和更宽广的舞台。

（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新起点 新生活 新奋斗
■宋圭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数据显示，西藏已累计实现

62.8万贫困人口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帽。

从翻身农奴做主人，到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本解决

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图为在洛扎县洛扎镇，旦增曲珍（左）给新

房献哈达。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雪域高原 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