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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
教育牵涉千家万户，是最重的任务、最

细的工作、最实的民生。作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治本之策，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
好教育，更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一直以来，北川聚焦教育扶贫目标任
务、指标要求，科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争
取县级部门协同配合，发动教职员工全员参
与。全面落实资助政策，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积极提升教育质量，落实五个“狠抓”，做到

“五个确保”，全面实现了全县适龄学生入学
率 100%，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率 100%，
标准化中心校建设达标率100%。

控辍保学，落实教育资助，
防止教育扶贫对象“脱靶漏靶”

“家里孩子都上学了吧？”“学习情况怎
么样？”“缺什么都不能缺了孩子的教育
啊！”……这是北川坝底小学校长李桂兰每
一次进村入户摸排学生入学情况时，一定会
提到的问题。

控辍保学，具体怎么抓？“为了确保每一
位适龄儿童少年都能读上书，我们采用一
名教师包干一个村的办法，利用双休日入
户摸排，也和当地干部联系，与派出所合
作，逐个核实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就
读情况，采集佐证材料，精准核实。”李桂兰
这样解释道。

窥一斑而知全豹。一直以来，北川为确
保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率
达到 100%，认真落实控辍保学“五长”责任
制，实现了县、乡、村、校“四级联动”控辍保
学机制，形成了“333”工作模式。对易辍学对
象采取“一对一、点对点、人盯人”的办法跟
踪监测，实施“一人一策、一人一案”的策略
严防死守，巩固入学率。完善特殊儿童送教
上门长效机制和考评机制，确保残疾儿童送
教上门有实效，确保残疾适龄儿童全部接受
义务教育。

为了不让一名贫困学生辍学，北川还通
过落实好普惠政策、特惠政策，争取社会资

助等方式，构建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
资助“一条龙”服务。

北川筹集 950 万元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对已享受普惠性政策资助外仍特别贫困的
学生实施资助，截至目前共资助 5318 人次，
发放救助金 659.85 万元；落实建档立卡中职
和大学生的生活补助，发放补助 1146 人次，
资金 185.75 万元；广泛争取公益组织、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等捐资、捐物 410 万元，资助
贫困学生4988人次。

建设中心校，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提升教育脱贫“内生动力”

毕业于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汽修专业的杨
兵，2015年毕业后成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的正式员工，如今月薪达到7000
元左右，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近年来，北川七一职业中学通过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强化实训等提升学生技能。
2014年以来年至今培训人数达6000余人次，
涌现出了大批“一技在手，脱贫一家”的典型
事例，取得了培训一个，就业一个，致富一
家，带头一片的良好效果。

而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北川大力建设中
心校，大力实行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育脱
贫的“内生动力”。

2014年以来，北川整合各类资金7493万
元用于教育扶贫工作，通过“一改二配一提
升”，改造提升35所义务教育学校，配齐设施
设备和师资。同时，各校结合自身实际，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开发特色课程，提升办学内
涵，形成了“一校一品牌”，在大力改善教学

“硬件”的同时，不断强化师资力量、校园文
化“软件”。

北川通过全面实施“一村一幼”，全县设
立 33 个村级幼教点，覆盖 311 个行政村，全
县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 96.7%，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91.2%；构建县内“名校+弱校”

发展共同体；与绵阳 10 所名校结对合作办
学；开展“新教育实验”“未来教育家”培养工
程，开展线上、线下业务培训等，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等方式，全面加强全县学前教育普惠
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通高中优质发
展以及职业教育特色发展，全力以赴解难
题，精准施策斩穷根。

宣教并重，多措并举，提升
教育扶贫群众满意度

教育扶贫，怎么扶？北川认为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也是重中之重。

去年底，在北川香泉乡黄江义校启动的
“大手牵小手，我们一起走”教育扶贫宣教活
动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不少变化——

“现在娃娃每周回来都会检查我们的‘作
业’，被子叠得整不整齐，院子扫得干不干净。
娃娃随时督促，大人都不好意思偷懒了，全村
的环境卫生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这份‘家庭作业’出得好!”黄江
义校初二学生家长孙国均感慨地说道。

“我们通过开展这个活动，确保了每一
位学生及家长都能知晓政策范围、评审条
件、资助标准和申办流程，不仅大大提高了
社会对教育惠民政策的知晓率，还能有效提
高教育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北川教体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举措远不止此。近年来，北川还开展了
“万名教师进万家”活动，各校纷纷发动教
职员工开展进村入户，近两年，全县教职员
工累计走访 28000 余人次，各校组织宣传
队到村宣讲 600 余次。同时还开展政策大
宣传活动，向县内就读学生发放政策（普惠
与特惠）告知单，向在县外就读学生发放告
知函，累计发放 57900 余份，在全县掀起脱
贫热潮，也点燃了更多贫困家庭生活的新
希望。

教育在路上，扶贫不能停。如今，在北川
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推进下，在不断加大教
育扶贫投入力度和覆盖面的努力下，在提升
全县教育发展水平的目标激励下，教育这一
关乎民生，关乎未来的希望工程，正在为北
川脱贫攻坚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

适龄学生入学率100%，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率100%，标准化中心校建设达标率100%——

北川：教育扶贫点燃生活新希望

北川课堂多姿多彩北川课堂多姿多彩

本报讯（李杨 记者 邓雪琳）“我们村的
撸九猪肉是纯粮食喂养的，健康又营养，欢
迎到这里来品尝购买！”小坝镇大包村第一
书记母小菊，从去年开始就当起了村里生态
猪肉的品牌代言人，她还给生态猪取了个响
亮的名字，叫“撸九”猪肉（意思是撸起袖子
加油干，猪养了9个多月）。

纯粮食喂养的生态猪广受消费者欢迎，
母小菊通过拓展市场，把合作社养殖的 300
多头生态猪卖到了26元一斤，高出市场价一
倍多，订单一波接一波，村里的百姓提到她
都竖起了大拇指。

实际上，像母小菊这样为本村代言农产
品的第一书记在北川还有很多。背上行囊，
吃住在村，爬最高的山，走最险的路……自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北川93名第一书记
扎根村上，上接“天线”找项目、寻资金，下接

“地气”理思路、谋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对第

一书记工作支持力度，北川还深入开展第一
书记“为村代言”活动，一方面出台相关政
策，大力支持活动推行，另一方面还通过“网
店+实体店”相结合的经营模式，畅通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发挥北川第一书记带动作用和
品牌力量，助农增收致富。

扶持政策如何帮？北川通过组建农技、
法律等8个“专家服务团”，组织企业经营、农
业技术等方面专家人才，定期到村到户开展
服务，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民企联村”，100
多家民营企业与第一书记牵手，落实帮扶项
目，打造茶叶、魔芋、白果等精品农业示范基
地，提供产业支持。

线上平台如何建？为抢抓“互联网+”机
遇，北川采用“电商+公司+第一书记+专合社+
农户”的模式，搭建羌货馆线上平台，并入驻
县电商产业港，实现网上销售农特产品。由第
一书记负责收集、整理联系村农产品，与农户

商定价格，提供给公司，为产品质量和发货时
间作保证，合作公司则提供商标、资质和技术
支持，为农产品网销提供保障。

同时，还在“京东-北川羌族馆”里开辟
了第一书记“我为我村代言”专区，开设“北
川结亲帮”微信公众号，植入“京东-北川羌
族馆”链接，点击链接即可实现网上下单，简
便快捷。自 3 月开通以来，北川第一书记“羌
货馆”每天销售额基本维持在 4000 元左右，
总销售额已突破50万元。

线下平台如何搭？今年5月，在北川新县
城巴拿恰举办的“5·12”十周年商贸活动及
特色饮食文化节上，第一书记的展位吸引了
各地游客的目光。93个贫困村第一书记全部
参加，为土蜂蜜、腊肉、中药材、粮食酒、羊肚
菌等贫困村的特色农产品或旅游景点，亲自
上阵吆喝。短短几天，销售额达到15万元，接
受预约订单 26 笔，为 30 多个贫困村下半年

农特产品找到了市场。
不仅如此，北川还在电商港规划了 200

多平方米展厅，建起了第一书记代言产品线
下直销点——“第一书记羌货馆”，给馆内的
每个产品都印上了第一书记姓名及联系方
式，配上了二维码身份证，只需手机扫码，就
可以看到产品的价格、产地等详细信息，既
方便又快捷。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川第一书记代
言活动已帮助贫困群众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近千万元、年人均增收480元，66个贫困村通
过验收退出、19315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北
川县整体“摘帽”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老
百姓生活得到实实在在改善。

如今，北川第一书记早已成为贫困村的
代言人、特色产品的代言人，更是百姓幸福生
活的代言人。相信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羌山
优质产品走出大山，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打通线上线下 搭建销售平台

北川：93名第一书记“代言”特色农产品

□本报记者 邓雪琳 文/图

“杨大爷，今天挖了好多斤洋芋
啊？”“人手够不够，不够我来帮你
挖！”……22 日，记者来到擂鼓镇南
华村，当下正逢洋芋收获的季节，

“洋芋”成了热门词，这二十多天来，
第一书记张斌每日都会带着村里的
干部走家串户询问各家洋芋收成情
况，不仅如此，他还当起了村里洋芋
的代言人，把洋芋卖出了大山。

“我们这里的洋芋是高山种
植，不仅纯天然无公害，而且口感
好，营养价值高，所以在市场上很
受欢迎！”在贫困户杨光义的洋芋
地里，张斌熟练地挥动着锄头，一
边帮杨大爷挖着洋芋，一边给记者
介绍。“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
里的洋芋，我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
销售，而且也会主动当起代言人
去学校、单位和企业销售，现在订
单不少呢！”

“前些天我刚挖出几百斤洋芋，
张书记下午就帮我收走卖出去了，
我简直不担心销路，真的太感谢党

和政府咯！”挖了整整一筐洋芋的杨
光义，谈到洋芋受欢迎便乐呵得合
不拢嘴。

和杨大爷一样乐滋滋的还有贫
困户苗金成，“今年洋芋不仅收成好
哦，书记他们还帮我们全部卖出了，
我是越干越有动力哟！”拿着 400 元
卖洋芋的货款钱，他开心地对记者
说道。

“其实除了洋芋，我们这边还有
很多特色农产品。”张斌告诉记者，
地处龙门山脉的南华村，地理位置
偏远，交通不便，村民只能依靠单纯
的种植、养殖业，2014 年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22 户 67 人，是全县 9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之一。“现在不一
样咯，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大家依
靠传统种植、养殖业也能增收，日子
也是越过越好！”

原来，南华村除了可以种植土
豆、玉米、高山蔬菜外，林间还适宜
种植黄连、玄参、厚朴等中药材，当
地政府因地制宜，确定了以中药材
种植为主，大力发展生态猪、生态
鸡、蜜蜂养殖和经济林木，并成立了

专业的合作社，实现产业的短、中、
长有机结合，村民既能免费学到技
术，收成后还不愁销路，日子当然越
过越好。

残疾人贫困户陈明富，便是这
条因地制宜的脱贫路径中受益的
一员。以前，他一直依靠种植黄连
勉强维持生活，但始终种植面积太
小，没能形成规模，黄连种植时间
又长，家中的生活总是入不敷出。

早些年，在政府的帮助和扶持
下，陈明富不仅掌握了更加熟练的
技术，现在黄连种植规模已达到了
六十余亩，一下成为了村里家喻户
晓的脱贫“明星”，“这些生活是我
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每一个帮助过
我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一定要把日
子越过越红火！”陈明富感慨地对
记者说。

“未来，我们会结合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南华村乡村旅游发展，巩固现有产
业，让村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好，
信心更足！”谈到接下来村里的发
展大计，张斌充满信心。

擂鼓镇南华村——

因地制宜兴产业因地制宜兴产业 村民脱贫添信心村民脱贫添信心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 文/图）近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的重点文化项目，首部羌族红色题材院线电影——《红
色土司》在北川顺利完成部分取景拍摄（如图），本部电影预
计将在今年内完成拍摄，制作完成后将在央视播出。

据介绍，电影《红色土司》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完
成，具有真实感和历史厚重感。电影取材于 1935 年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借道羌区北上抗日期间的一段可歌可泣的珍贵
史实，客观、真实再现了松潘镇(今松潘县)坪呷竹寺羌族土
司安登榜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领导当地群众投身革命事
业，奉献了自己宝贵生命的故事。

红色题材院线电影《红色土司》
在北川取景拍摄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近日，由北川安委办组织的“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2018 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
在禹龙广场举行。北川公安、交通、安监、旅游等 20 多个安
委会成员单位和部分重点企事业单位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四周到处悬挂和摆放着的主题横幅、安全展
板，营造出了浓厚的宣传氛围，现场设立的 19 个咨询台前
更是聚集了不少人气，累计接受群众现场咨询达到上千人
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为群众分发了宣传手册、宣
传袋等各类宣传物资11000余份。

据悉，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北川始终坚持将安全宣传与扶
贫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利用“结亲帮万户，共奔小康路”工作契
机，通过农民夜校、入户宣传、坝坝会、应急演练、发放宣传资
料等各类形式宣传安全知识，向群众讲述典型案例，剖析事故
原因，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意识，全面
提高群众安全生产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杜绝和防止
重大事故发生，努力营造平安稳定和谐的脱贫攻坚环境。

北川开展
“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你家改厨改厕的钱领到了吗？
领到好多？”对于北川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此类问题已经成
为进村入户的必问内容之一。惠民政策在哪里，监督就到哪
里。近期，该县纪委监委对“两改一建一入”项目实施情况开
展执纪监督。

“我们把‘两改一建一入’纳入扶贫资金项目监督检查
的重点，对申报对象、项目验收、资金拨付兑现中的违纪违
法行为绝不姑息。”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
以来，该县结合进村入户“访廉情”、党风廉政建设季度巡查
等工作，组织全县12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对343个村（社区）

“两改一建一入”项目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 2 轮，走访群众
1300余人次，收集反馈问题24个，督促整改问题24个。

据悉，北川采取“农户自行建设、财政定额补助”方式，
在全县农村创新实施改厨、改厕、建院坝、修入户便道“两改
一建一入”民办公助项目，有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截
至目前，北川改厨 11924 户、改厕 14203 户、硬化院落 7109
户，修建通车便道1110.96公里、步行便道52.65公里。

北川执纪监督
“两改一建一入”项目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为助力全县打赢脱贫攻坚，不断
提高保障和改善贫困村民生活水平，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近日，北川县总工会到联系帮扶
的曲山镇白果村开展了“送法律、送健康、送清凉”精准扶贫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在相关负责人宣讲了贫困户、非贫困户需明
白事项后，全村131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村四职干部、帮
扶责任人的指导下参加了脱贫攻坚有奖知识竞赛。村民们
在热闹的氛围中，通过现场答题的方式，不仅可以领到由县
总工会赠送的装有茶叶、藿香正气液等物品的清凉礼包，还
真正学习到了脱贫知识，大家纷纷感慨，这样的活动既有趣
味又有意义，对脱贫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北川总工会开展
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大小形状各异的粽子，热闹非凡
的羌族歌舞，口味各异的美味粽子……近日，“北川首届羌
族粽子节”在石椅羌寨开幕，来自各地的游客现场感受了一
个极具羌族特色的端午节。

活动当天，在石椅羌寨的寨门上，由4名羌族小伙抬着
的一块重达55斤的粽子，由55名羌族姑娘护送，沿梯而上，
进入广场中央，一场极具羌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转山会”祭
祀活动正式上演。在释比的主持下，这些羌族姑娘手捧羌
红、敬香、鞠躬、祈福、举行拜“粽”仪式。仪式结束，现场游客
纷纷上前分享这个大“粽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粽子
哦，而且吃起来味道也很好，有机会明年我还会带着朋友一
起过来！”来自江油的杜文洋开心地告诉记者。

据介绍，这个重达55斤的羌山粽子王是由55个村民耗
时 5 天才完成的，最特别的是，这粽王是有两个身子的，一
半咸一半甜，可以满足不同口味爱好的游客。

北川举办
首届羌族粽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