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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裴玉松）近日，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
所、中国教育基金会在平武举行了2017年中国教育基金会

“平武爱心基金”“中国芯”奖学奖教金发放活动。
捐赠活动中，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基

金会，分别向锁江羌族乡中心小学77名学生、32名教师和平
武中学73名学生、12名优秀班主任及32名优秀教师发放了
共计35万元的奖学奖教金。发放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
究所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将
长此以往地关心和支持平武教育事业，帮助平武改善基础设施
设备，提高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希望平武广大教师不断更新
教育教学理念，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希望学生
们克服困难、潜心求学，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

据了解，自 2013 年起，“中国芯”奖学奖教金对平武品
学兼优的学生和教学成绩优秀的教师进行奖励，对促进平
武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教育基金会
为平武发放奖学奖教金

□ 本报记者 裴玉松 文/图

攻坚克难
年度脱贫初见成效

在水晶镇青龙村，已经竣工的村“两委”办
公大楼在山腰间分外惹眼。“今年雨季特别长，
又受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最恼火的时候我们
是用推土机运载混凝土上山。”该村“第一书
记”张静深知建村委办公大楼的艰辛。

今年几次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和“8·8”九
寨沟地震、“9·30”青川地震以及持续降雨天
气对平武贫困村道路建设、贫困户房屋改造
等影响极大，严重制约全县各类项目的建设
进度。在多次扶贫攻坚推进会上，李治平要
求：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职工要更加集中力
量、集体冲锋，才能打赢 2017 年的脱贫攻坚
翻身仗。在这样的背景下，平武前三季度取
得的扶贫战绩更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完成 216 公里村社
道路建设，入户路硬化率达到 70%以上；改
造危（破）旧房屋 576 户，1753 名贫困群众住

上好房子；贫困村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进
一步得到完善。

资金管理不断强化。整合涉农项目资金
1.4 亿元，融资到位贫困村道路建设资金
5.5 亿元；建立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 3650 万
元，贫困村集体经济全部达标；落实扶贫小
额信贷分险基金 950 万元，发放扶贫小额信
贷7454万元等。

帮扶成效不断提升。全面落实“六个一”
“三个一”帮扶力量，调整轮换驻村第一书记

64人、驻村农技员17人；倾力推动精准帮扶到
户到人，完成各级各类督导检查问题整改
645个；深入开展“回头看”“回头帮”和“两结对、
两帮扶”，整改140户348人“回头看”问题等。

截至9月底，平武贫困人口“一超六有”达标
3018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1.8%；贫困
村“一低五有”达标18个，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连续作战
确保任务全面完成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平武也面临着

尚有2000余公里村社道路需要建设、上万户
农房需要改造提升以及持续稳定增收渠道
缺乏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距离2017年结束不
到两个月，平武扶贫攻坚已按下了“快进
键”，确保各项任务全面完成。

在龙安镇莫鱼沟危旧房建设点，施工
建设如火如荼。此前，该村的建设点受地
理、交通条件和前期气候等多方因素影
响，工程进度相对滞后。经过多方努力，在
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现正加班加点追
赶进度。

在豆叩镇荣华村，帮扶部门平武县委宣
传部与当地村干部一起携手，拆掉泥土墙、
挖地基、搬运修房木料，一户一户拆、一户一
户建。干部群众正以“5+2”“白+黑”的连续作
战节奏，加速新房建设。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聚集攻坚力量，平武出台《关于统筹协调“五
个一”帮扶力量 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的工作
方案》，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统筹贫
困村“五个一”帮扶力量整体合力，进一步形
成上下联动、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

压实责任
聚焦攻克重难点

在 11 月 3 日召开的平武县脱贫攻坚验
收电视电话会议上，平武对前期整改发现的
问题进行及时整改，立足今年验收考核，着
眼明年贫困摘帽，为明年贫困县摘帽打下坚
实基础。与此同时，平武组成的验收小组正
将督察验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
我们已向相关乡镇、部门发出‘点球’，落实责
任，限期整改。当前时间紧迫，必须尽快把短板
补齐。”平武县委副书记、县长黄骏表示。

具体怎么抓？四聚焦攻克重难点。
聚焦目标任务抓攻坚。立足年度目标，

细化验收标准，落实最严要求，对标贫困户
脱贫“一超六有”、贫困村退出“一低五有”标
准开展退出验收和初验，以过硬减贫成效迎
接省市年度考核评估。

聚焦问题短板抓攻坚。以村、户为单元，
以问题为靶向，对照清单逐项改、上下联动
深入改，限时“清仓销号”整改问题，定人定
责定点“现场验靶”，恶补脱贫攻坚短板。

聚焦精准帮扶抓攻坚。严明脱贫攻坚
“五个严禁”“六个坚决”“七个一律”纪律规
定，完善奖惩机制，严格逗硬奖惩，领导带
头、以上率下、全体冲锋，确保高质量高水平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聚焦产业扶贫抓攻坚。坚持“短期能增收、
中期能致富、长期能小康”，充分用好农业产业
整合资金、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扶贫小额信
贷资金，扎实抓好“中蜂+”等主导特色产业，切
实解决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问题。

着眼贫困县摘帽目标，平武全面启动所
有贫困村及非贫困村2000余公里村社道路建
设；完成25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确保剩下的47个贫困村
全部实现村村有文化室、卫生室、通信网络
等；全力推动32个村“五改三建”、启动200余
人易地扶贫搬迁及所有危（破）旧房屋改造以
及安全用水、生活用电、广播电视等建设项
目，为明年贫困县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18个贫困村3018人加速“退出”冲刺——

平武：按下扶贫攻坚“快进键”
11月4日，在龙安镇报恩寺社

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四天的突击下，
该镇两岔河村贫困户杨正福两居
室的新房拔地而起。“建材都是用
马驮上来的，每天平均有20多位党
员志愿者加班加点赶工期！”龙安
镇报恩寺社区党委书记李海燕告
诉记者。

当下，平武县各地干群紧绷扶
贫攻坚这根弦不放，千方百计完成
年度脱贫任务。平武县委书记李治
平表示，紧盯年度脱贫目标，全县
年度脱贫重点工作、贫困对象验收
考核工作等正密集推进，18个预脱
贫村、3018人预脱贫人口正加速
脱贫冲刺。

龙安镇义务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帮助贫困户改造房屋龙安镇义务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帮助贫困户改造房屋

家庭医生上门为唐朝英检查身体家庭医生上门为唐朝英检查身体

□本报记者 裴玉松 文/图

去年，发生了两件事给平武县龙安镇庙
坝村的唐朝英一家带来了改变：被村上评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县中心医院的血液透析
室投入运行。这两件事，为经济捉襟见肘的
唐朝英一家带来了切实的改变。

时间倒退至 7 年前，原本幸福的家庭被
一个噩耗击碎：唐朝英被查出患上了尿毒
症！这让一家人顿时陷入了困境，随之而来

的是持续攀升的医疗支出。尿毒症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每周必须定期透

析排除血液中的毒素才能确保生命体
征稳定。这些年来，唐朝英是医院的常客，

一家人因病背负巨额债务。其夫睦兴军无固
定工作，赚点钱就投进了医院，儿子赚点钱也
多投入其中。“这些年，我们一家人难啊！”睦
兴军向记者长叹一声。

日子难，是因为两笔高昂的支出：医疗
费用和随之伴生的交通费等费用。患病后，
唐朝英主要在江油 903 医院就医，每周三和
周五分隔两次透析。从平武到江油的车费单
程 30 元，还有食宿费，这两笔支出每月就要
3000余元。虽然通过新农合等途径医疗费可
报销一大半，交通费和食宿费等却是硬性支
出。随着就医周期的延伸，家人举债的数目
也逐渐增加。

去年，正当唐朝英一家一筹莫展时，村上

考虑到其实际将其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了这个身份，唐朝英就可享受县内医疗报
销后自付费用在 10%以内的政策红利。因平
武不具备血液透析条件，唐朝英去年7月之前
只能在江油903医院就医。唐朝英要想享受贫
困户医疗报销的政策，就必须江油903医院出
具就医证明，报销比例虽大但手续较为麻烦。
随着县中心医院血液透析室的建成，唐朝英
的就医便捷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平武县卫计
局局长张天禄告诉记者，肾衰竭的贫困户患
者可在家门口就医，省去了来往奔波之苦和
交通费等支出，为广大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就
医提供了极大便利。

改变体现在实打实的数据上。对于唐朝
英来说，显性的减负体现在《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住院补偿审核表合打表》清单上。记者
看到，唐朝英就医最近一次结算共支出
52255.37 元，因在县域内住院救治，西药费、

化验费以及诊疗费都可享受健康扶贫减免
的最大额度。“我的自付费用仅 394.63 元，大
病也不用愁！”谈及国家政策带来的好处，唐
朝英十分感激。而在县内就医，交通费和生
活费都基本上省下，则是隐性支出。而且，从
唐朝英家里到平武县中心医院往返仅需十
元车费。

一年多来，唐朝英的尿毒症得到了有效
控制，而平武大力推行的家庭医生团队又给
像唐朝英这样的患者健康上了一道“安全
锁”。通过在全县大力推行“3+2+X”的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战略，基层包括贫困户患者在内
的病人们病情都会被团队知晓。每一个患者
的病情都能得到有效诊治，拥有自己私人的
健康卫士。

“为让贫困户在县内享受到高质量的医
疗救治，平武正从软硬件上逐步完善老百姓
的就医条件。”张天禄道。

花了5.2万元，自付不足400元
——龙安镇贫困户唐朝英看病记

本报讯（付艳 记者 裴玉松）近日，平武县文联组织文艺
家30余人深入基层，聚焦贫困村，开展“学习宣传十九大·脱
贫奔康我同行”采风创作活动。该活动旨在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营造人人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
社会氛围，用文化助推脱贫攻坚步伐。

踏着扶贫干部的足迹，文艺家们先后走访了锁江羌族
乡槐窝村、大印镇黄坪村、平通镇椒子山村、南坝镇垭头坪
村。在镇、村干部的陪同下，深入贫困村了解产业发展、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文化扶贫、干部驻村帮扶等政策
的落地落实情况，以及干部群众决战脱贫攻坚的奋进之路
和脱贫成果。文艺家们纷纷表示，通过深入群众，对全县的
脱贫攻坚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阔了视野，为日后的创
作收集到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据悉，本次采风活动将形成一批展现干部驻村帮扶、脱
贫攻坚特色做法和阶段性成效的小品、快板、说唱及诗歌、
散文等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

30名文艺家
走基层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裴玉松）日前，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石柱县文化委员会承办的首届全国千人玩牛大赛
决赛在重庆举行，平武虎牙“斗牦牛”在参加决赛的15个团
队中荣获优秀奖。

平武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初
赛，平武虎牙“斗牦牛”与全国其他14支队伍获得了决赛资
格。此次决赛，平武虎牙共派出一对“牦牛”，加上两人斗牛
共 6 人参赛。“这个比赛主要是使用牛的道具，由人来扮演
斗牛。每支队伍表演时间为4-6分钟。”该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平武虎牙“斗牦牛”于2009年被收入省级非遗
传承民间舞蹈保护名录，并曾多次登上世界非遗舞台。一直
以来，牦牛就在虎牙藏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
凡是欢庆丰收、过节（尤其是春节）或是有重要客人来访，虎
牙藏乡群众都要跳起他们的“斗牦牛舞”，尽情模仿牦牛嬉
戏、打闹等动作，表现虎牙藏人面对艰苦生活的坚强与乐
观，不但极具艺术性与观赏性，而且承袭了奔放、热情的藏
族风尚与精神。

平武虎牙“斗牦牛”
在全国千人玩牛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裴玉松）近日，平武县总工会向县内35家
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发放了共计10.5万元的创业帮扶专项
资金，每家企业领取的数目为3000元。本次帮扶资金发放的
企业均具有带动周边三户以上贫困户脱贫的特点，这些资金
将为企业在扩大生产以及帮扶能力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这笔资金真是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在发放仪式现
场，绵阳市翔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显淋拿到帮扶
资金后十分高兴。据了解，该公司主要从事大红公鸡的养殖
和销售，资金需求较大，创业陷入困境。“这次的创业帮扶资
金，使我对发展更有信心，更有利于推动我们农业产业的发
展，带动贫困户致富增收。”他说。其他领取资金的企业也纷
纷表示，这些资金是对他们前期帮扶贫困户所取得成绩的肯
定，他们也将积极发展生产，最终带动老百姓一起富。

平武希望这些企业结合现状，用好用活平武丰富的资
源，做大做强精品实体企业，带动更多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

35家平武本土企业
喜领创业帮扶资金

本报讯（记者 裴玉松）近日，大印镇文化第三季“纳吉
孝星”故事演讲大赛暨家风教育进校园活动正式上演。活动
通过故事讲演的方式，讲述了行孝道、推崇孝道为自己和家
人带来的改变，号召大家做孝道的践行者。

活动中，大印镇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们诵读了描述大印
风土人情、赞扬大印人民勤劳朴实的《大印三字经》，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将该镇的孝文化与羌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与以
往不同，活动采取的是旁人讲述和本人讲述的方式，将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孝星背后的故事与大家做了分享。长年照顾瘫
痪在床养母的王少菊、为患癌父亲多方求医问药的周琼、将
瘫痪母亲一直带在身边照料的刘东……11位老百姓将自己
践行孝道的故事进行了感人的分享，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
声。“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获奖有一种惶恐之感，感
谢大家的鼓励与肯定。”获选“纳吉孝星”的王兴国道。

现场评委通过演讲比赛评选出了“纳吉孝星奖”和“纳
吉孝星道德风尚奖”。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家风教育进校园”
活动，通过“奉茶侍亲、温情浴足”等形式，让孩子们领悟了
孝老敬亲的重要性。

寻找羌族印记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裴玉松 文/图

从平武大印镇驱车28公里，拐过24道急
弯，青山间呈现出豁然开朗之景：500百亩有机
蓝莓、200亩车厘子、100亩有机脆红李、套种
的有机蔬菜……这就是位于该镇窝托村的万
丰有机农业基地，是巩胜与王润军两人，倾
尽5年心血打造的有机果蔬基地。

基地建立以来，王润军负责基地生产发
展，巩胜负责对接资源、开拓市场。既分工明
确又相互协作，他们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当地
老百姓，共同致富。

创业维艰 开荒种下希望

2012年，经营房地产的巩胜做出了一个
让家人极力反对的决定：找块地发展农业！为
什么要搞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农业？“我
是农校毕业的，也是农民的儿子，一直有一个
田园梦！”他说。而此时，巩胜的校友王润军也
有意在农业发展上施展拳脚，两人一拍即合。
经多方考察，二人最终敲定了基地选址。

等待他们的是难以预见的挑战。首先是
要修路。最初两年时间，王润军率领工人们在
山腰开出了一条 13 公里的产业道与外界相
连。因为基地面积大、荒坡地多、灌木丛杂乱
等，工人们一般早上五点出门，晚上七点才下

火线。而巩胜也没闲着，忙着跑资金、跑政策，
一有空就到基地来帮忙。

前三年，王润军夫妇一直住在简易窝棚
里。“一遇到下雨天地上的脸盆都要浮起来，
冬天我们就像睡在冰窖里头样。”妻子王月
群回忆道，夫妻俩那三年几乎没下过山。

基地平整后，巩胜与王润军从丹东采购
了 4 万株优质蓝莓苗回来栽种。他们还在专
家的指导下学习蓝莓栽种、管护技术等。随
后，车厘子、脆红李也相继下种，静等丰收。

政府扶持 提振发展信心

今年夏季，基地套种的300余亩有机高山
萝卜喜获丰收，却难以找到合适的销路。“盲
目扩种以及天气异常等主客观原因造成了大
面积滞销。”巩胜坦言。此时，一直关注、支持
基地发展的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大印镇党
委书记叶朝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向县上汇
报寻求支持，也多方联系厂家以打开销路。

巩胜与王润军在采访中表示，基地能取
得如此大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强力支
持。去年 10 月下旬，相关部门及时解决了万
丰农业基地有机农产品认证、成立果蔬专合
社以及危险路段安装波形护栏等七大问题，
补齐了基地多年来面临的短板。“特别是落
实了电力公司将电网拉上山，为基地生产生

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巩胜告诉记者。
基地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一直是二人

头疼的事情。为此，县农业局、县旅游局以
及县农委等相关部门将许多优惠政策尽
量向基地倾斜帮助他们提振发展信心。以
工代赈项目资金、财政结余资金、有机发
展补助……一个个扶持项目在此落地，这些
钱及时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农旅融合 带动脱贫致富

当下，正是有机蔬菜莲白的采摘高峰期，
十几位村民正忙着将蔬菜打包以待运送出
山。“每天可以挣80元，家门口打工又方便！”

贫困户唐国会笑道。基地现有常年聘用农民
工十余人，高峰期可达四五十人。“最近两年
基地年产值约500万元，每年发放农民工工资
可达150万元！”王润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去年，第三个合作伙伴范荣加入到创业
中来，三人瞅准森林康养的发展方向，做好
农旅融合这篇大文章。山脚与山顶的海拔落
差达1500余米，可感受四季不同之景。“冬季
山顶的雪已经呈冰棱了，山腰可能有飘雪，
山下可能还有小雨。”巩胜道。

重峦叠嶂，林叶纷飞，外来游客均对此
处的景色赞叹不已。按照他们的规划，未来
此处将建成一个综合性的森林康养基地。一
旦建成，对周边百姓带动作用不可估量。

大印镇两位合伙人大印镇两位合伙人55年打造年打造800800亩有机果蔬基地—亩有机果蔬基地———

荒山变成荒山变成““聚宝盆聚宝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