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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傈家山寨维西县普乐村十分寒
冷，寒风卷着落叶漫天飞舞，贫瘠的坡地上
到处是枯萎的庄稼秸秆。与寒冷的冬天相
比，两股力量系牢一条“扶贫链”的扶贫方式
点燃了普乐村群众改变贫穷面貌的巨大热
情。

两股力量帮扶
谷岔三组傈僳族农民余德清一直以来

身体不好，长年吃药、打针，不能干重活，加
上大女儿读大学，小儿子读初中二年级，一
家人就靠妻子木占仙种几亩薄地生活，日子
过得十分艰辛，是村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户。

余德清的妻子木占仙是独龙族，祖辈从
缅甸移居到普乐村，与当地傈僳族群众和睦
相处。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恰似和煦的春
风温暖着这个贫困的家庭。“如果不是干部
的帮助，我们家的日子不知怎么过？”木占仙
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女人，也懂得知恩图报。
木占仙在他们家刚刚修建的厨房里向记者
讲述了挂钩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帮扶他们家
的故事。

维西县县长余春桥在普乐村挂包帮 7
户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余德清家就是其中
之一。说起帮扶干部，木占仙讲不完，说不尽：“挂包我家两
年多来，县长每年来我家3次，每次都给我们送来慰问金和
慰问品，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家只有两亩耕地，
一年产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除了土地少外，我家最大的
困难就是供女儿上大学。县长每学期都给我女儿500元到
1000元的学费。我女儿上大二时，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我
家哪来这个钱啊。县长知道情况后，为我女儿买了一台笔
记本电脑。每年，扶贫工作队还为我女儿四处奔走筹措学
费。扶贫干部比亲人还要亲。”

在县长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去年，余德清的女儿大专
毕业了，在香格里拉市的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今年6月，余
德清的女儿生病了，工资都用作了医疗费，再没多余的钱用
作生活。维西县扶贫办干部、普乐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杨继
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她取得联系，将500元生活费直
接打到她的卡上。

让余德清一家更为难忘的是，县长用拉家常的方式为
他家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家脱贫摘帽。

“现在好了，我家有了持续增收的产业。”木占仙说，“在
县长的帮助和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我家加入了普新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收入增加了，脸上也有光了。”

普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人是入党积极分子，致富
带头人傈僳族农民余志海。去年，余志海无偿给余德清等
56个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每户发放一头价值2000元的种
猪，并为 56 个建档立卡户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和购销服
务。政府还给余德清家发放了产业扶持资金，帮助他家发
展养猪产业。目前，余德清饲养无公害土猪12头，收入超
过了脱贫标准。

“我家摘掉贫困帽子靠的是两股力量帮扶，一股是干部
帮扶，一股是致富带头人帮扶。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会永
远记住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人。”余德清说。

其实，“两股力量”帮扶的并不仅仅余德清一家，而是普
乐村所有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普乐村是康普乡贫困面
大、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 399
户，占康普乡的三分之一左右。

系牢一条“扶贫链”
在普乐村采访，记者感受最深的是新观念、新的生产组

织方式逐渐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普乐村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光有物质上的帮扶不行，更
重要的是转变观念，建立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一家一户
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走新型集体化发展
道路，抱团取暖，同奔小康。”普乐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杨继光
在村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
产方式，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变一家一户小生产为社
会化的大生产。”

诚如杨继光所言，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就像一根链
条，把普乐村一家一户小生产链接起来，对接千变万化的大
市场。

入党积极分子、普新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余志
海就是这场“革命”的弄潮儿。这位15岁就开始走南闯北
的傈僳族汉子，经过实践的磨砺，眼界变宽了，掌握了汽车
驾驶、养猪技术、泥水工技术，成为村里的能人。从2015年
初开始，余志海停止了“漂泊”生活，创办了专业合作社，发
展无公害土猪养殖业。到2016年，他养猪规模达120头，销
售收入8万多，今年，他养猪规模达160头，销售收入10多
元。他们家买了一辆小轿车，成为村里第一家拥有小汽车
的人家。

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使余志海明白一个道理：“党的好
政策才是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只有埋头苦干才能换来好
日子。”2015年，余志海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被列为入党积
极分子加以培养。

“我现在日子好过了，但这不是我的最大愿望。我的最
大愿望是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这是余志海在乡党
委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上交流发言的一句话。如今，余志
海正在努力践行这句话。他创建的专业合作社覆盖普乐村
7个村民小组56个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每个月，余志海
要到建档立卡户家作技术指导一至两次。建档立卡户的猪
出栏了，余志海以市场最高价格帮助他们收购。在余志海
的帮助下，56个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将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放眼望去，曲八开组的民居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群山之
中。这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同时，这里贫困程度深。打
响精准扶贫攻坚战役中，曲八开共产党员李文忠以敢为人
先的精神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去年，李文忠创办了普
顺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社员 24
户。2016年3月，李文忠带着合作社社员到保和镇兰永村

章子口组学习野生天麻人工繁育技术，学习
回来后，李文忠买了天麻种发给社员种植，
并进行技术指导，累计种植240箱，每箱一平
方米。到目前，天麻已开始出售，每个建档
立卡户增加收入在4000元以上，24个建档立
卡户都实现脱贫梦想。

在普乐村采访，记者还听到一个“市场
不相信眼泪”的故事。汽车吃力地行进在通
往普乐村的道路上，路两边、山坡上到处都
是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核桃树。怪不得人
们都说普乐村是“核桃之乡”。照理说核桃
多，收入应该也多，但今年的情况事与愿违。

傈僳族汉子余德军是谷岔三组农民，今
年44岁，一家4口，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
个上小学。他家有核桃树410棵，其中，野生
核桃树和老核桃树共90棵。每年，核桃产量
都在 5000 多斤。“我家核桃收入最高的是
2012年，达到12000多元。那年，我们村的一
棵核桃树打下的核桃卖到11000元。那时，
商家直接到我们村子收购核桃。核桃价格
好，收入多，我家的日子很好过。”余德军说。

像余德军一样，2012年，核桃收入鼓起了
普乐村群众的“钱袋子。”

市场不相信眼泪，今年，核桃价格下跌，
核桃没人收，村里人连采收铁核桃的积极性都没有了，因为
每市斤4毛钱的价格连工钱都找不回来，何况还要背到集
贸市场上去卖。

“今年，我们家核桃收入还不到800元钱。”余德军说。
从2013年开始，核桃价格下跌，余德军和普乐村群众的收入
也随着下跌。

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余海光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
去年当选普乐村副主任。他说：“核桃是普乐村最大的优
势，产量占康普乡的五分之一左右。到目前，我们村有核桃
5600多亩，人均有3亩多，每年产量610多吨，做好核桃文章
关系到普乐村群众脱贫致富。”

资源优势变不成经济优势，怎么办？11月27日，普乐
村扶贫工作队、普乐村“三委”召开小组干部及致富带头人
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如何解决普乐村核桃卖难、卖不上
好价钱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一家一户小生产
不适应大市场要求的问题。”入党积极分子、致富带头人余
志海说，“我们普新专业合作社愿意创办核桃油加工厂，收
购核桃，加工香油。”

“老余说得对，大家想，现在核桃价格这么低，把它收购
了加工成核桃油，每市斤20元出售，现在市场上每市斤核
桃油40元，消费者一定很欢迎，市场不是问题。”扶贫工作
队队长杨继光接着说。

会议达成共识：按照“产业扶贫资金跟着建档立卡户
走，建档立卡户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市场走”的方式，
由普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筹办核桃油加工厂，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户每年按照章程入股分红，由扶贫工作队提交资金申
请报告，争取产业扶贫资金。

说了就干，干就干出成效。目前，核桃油厂筹建工作正
紧 锣 密 鼓 地 进
行，不久，“普乐
牌 原 生 态 核 桃
油”将进入寻常
百姓家的餐桌，
普乐村的资源优
势将转化为经济
优势。

“双引擎”系牢“扶贫链”
——康普乡普乐村精准扶贫故事

⦾ 杨洪程

本报讯（通讯员 孙玥筑）近日，州政府发文成立新一代天气
雷达系统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由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李燕兰担任，副组长
由州政府督查室和州气象局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发改、工信、
林业、国土、环保、住建、供电、电信、香格里拉市政府和蓝月山谷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在州气象局。

据了解，迪庆州新一代天气雷达项目的建设将明显提高全州
大气探测和短临灾害预警能力，具有显著气象防灾减灾社会效
益。项目前期工作自 2016 年 7 月启动，目前已进入选址论证阶
段。该领导小组成立进一步健全了项目组
织领导机制，为确保项目建设协调、有序、高
效进行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我州成立天气雷达系统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我看到了与别人的差距，其实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可以借鉴，
我们的资源不比他们差，差的是想法，这样的参观对我们确实有帮
助，希望村里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禹功村村民史老扎巴告诉记
者。他是在哪里看到这些差距的呢？原来，德钦县燕门乡禹功村
近日组织了一次考察活动，参加考察的都是该村村民小组长和党
支部书记。

“塔城镇巴珠村是我州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做得比较好的，我
们联系了村总支书记和勋同志，把村里有威望的群众组织起来，让
他们实地看看巴珠村是怎么做的，通过考察，对我村群众的触动很
大，活动也取得了预期效果。”禹功村总支书记阿瓦楚说。

据介绍，禹功村地处澜沧江畔河谷地带，既有温热的江边气
候，也有立体垂直的高原地貌，各个村民小组散落在大山里，一村
四季的立体气候也是德钦县整个山区的真实写照。自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该县一直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农民收入，经过
多次调研，能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发展产业，但如何发展产业、发
展什么产业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高山区种植
药材，河谷地区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最终成为禹功村发展产业的
愿景，为让大家亲眼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
组举办了这次考察调研。

在巴珠村，大家参观了重楼种植基地，基地里一派丰收的场景
让大家感触颇深，巴珠村的药农还现场给大家讲解了如何种植重
楼等药材的经验和技术。当听说药农去年收入达几十万元时，大
家都心动不已。大家还参观了巴珠村的食用玫瑰、木瓜等规模种
植情况，参观人员纷纷拿起手机拍下了在巴珠村所看到的一切。

“通过参观，我已经开始心动了，下一步就是要把心动变成行
动。”禹功村着米小组党支部书记扎史具丁说。

此次考察使基层百姓取到了“真经”，对老百姓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都有较大提高，以此为契机，禹功村将根据各个小组的不同气
候条件推广种植各种经济作物。

取回“真经”思路宽
——禹功村农民考察巴珠村集体经济见闻

 江初

“开展扶贫工作，应发挥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
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智力扶贫突破山
区致富瓶颈，让贫困户树立脱贫致富愿望。”维西县保和
镇罗马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州林业局林工站高级工程师
王水发说。

罗马村位于维西县城东北部，距县城12公里，全村平
均海拔为2650米，是傈僳族聚居的贫困山寨，共有12个村
民小组356户1184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12户1072人，贫
困面广，贫困度深。

王水发介绍，以前，罗马村主要以常规种植、养殖为
主，耕作方式传统，管理方式粗放，且受市场影响大，收入
不稳定，部分村干部、群众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思想僵化、怕担风险，不愿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农
业上动脑筋、谋出路，相比产业发展，村民更乐意接受硬
件设施建设等方面短期看得见利益的活干。另外，村民
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有力气、有文化的年轻人大多进城务
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大部分家庭收入
主要靠常规种养殖业为主，外出务工为辅，没有相对稳定
的收入，更没有积极上进发展新型农业脱贫的思想。

对此，罗马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三委”除了加强该村
基础设施建设，狠抓宣传教育，激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
动力和脱贫的积极性外，重点做好对村干部、群众能力素
质的提升工作，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把智力扶贫作为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

自今年2月扶贫工作队员驻村以来，团结村
“三委”积极协助镇产业规划种植工作队，及时
开展产业种植部署工作，耐心讲解管理技术，并
发挥林业优势，及时前往山头地块、田边地角，
分片包干，现场指导村民种植核桃苗木，实地培
训核桃提质增效综合管理方法，重点从病害防
治、施肥方法、修剪、定干技术、株行距要求等方
面进行培训，引导农户科学管理，从思想上引
导、发动广大农户的产业发展积极性，提高劳动
者素质，增强贫困户自我脱贫能力，解决贫困户

“想致富、没技术”的状况。
“我家以前种的核桃树，都是铁核桃，有些

树龄差不多有七、八十年了，每年就结四、五十
斤左右的核桃，而且每斤核桃价钱最高时也只
能卖到1.5元，现在只能卖到8毛钱左右。去年，
工作队认真教我们核桃嫁接技术，现在我家的
核桃树都嫁接了漾濞核桃，而且全部成活。”罗
马村村民蜂绍成告诉记者。

王水发介绍，核桃低产林改造是2016年3月
开始进行的，通过嫁接漾濞核桃，3年内产量可
以增加3至4倍，价值增加近10倍还不止。

“进行核桃低产林改造以来，工作队已培训
核桃高枝嫁接技术人员40名，并给每人免费配发一套嫁
接工具，目前，有两人已完全掌握嫁接技术，可独立完成
嫁接。”王水发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通过
加强对村民的农业技术培训，利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村民
经济林木成活率，提高村民的科技文化素养及科技应用
能力，增强
自身‘造血
’功能，扶
贫扶在‘根
子’上才能
助 力 群 众
脱贫。”

授人以“渔”致富有“术”
 和建芸 央金拉姆 和启光

全州父老乡亲们、朋友们、同志们：
森林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农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根本，

失去森林的庇护，人类将无法生存。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是我们
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当前，我州已进入冬春季森林防
火的关键时期。降雨偏少，森林火险等级明显提高，森林防火
形势十分严峻。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森林生态安
全，特提出以下要求：

每年11月1日至翌年6月15日为我州森林防火期；每年2月
1日至5月31日为我州防火戒严期。在森林防火期，未经批准在
森林防火区内烧杂草、上坟烧纸、燃放鞭炮、野炊、爆破等野外用
火行为均属违法违规行为。在此，请广大农民朋友改变焚烧杂
草、秸秆的不良耕作习惯；全体公民要提倡文明祭祀，抛弃上坟烧
香烧纸、燃放鞭炮等旧俗；对未成年人和有精神缺陷人员要加强
教育和监管，未成年人和有精神缺陷人员引发森林火灾造成损失
的，其监护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抢险救灾是每个适龄公民应尽的义务。一旦发生森林火
灾，要尽其所能，积极参加扑救。扑救森林火灾时，要服从现场
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安排，以免发生伤害事故。严禁未成年人
和老弱病残人员参与森林火灾的扑救。

对各种违反森林防火规定的野外违法用火行为，州森林防
火指挥部、州公安局、迪庆森林公安局将予以严厉打击。全体
公民对野外违法用火以及酿成森林火灾的违法行为，有制止、
检举、报告的权利和义务。

报警电话：12119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保

护好金山银山，保护好美丽家园，保护一方平安，为建设绿色生态
香格里拉、和谐平安香格里拉作出应有的贡献！

感谢您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大力支持！为了您和他人的平
安与幸福，请时刻注意森林防火！

元旦新春佳节即将来临，祝全州各族人民新年快乐、合家
幸福、吉祥安康！扎西德勒！

迪庆州森林防火指挥部
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人人关注森林防火 共同保护绿色家园
致全州人民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公开信












































 

▲ 普乐村委会负责人普乐村委会负责人、、扶贫工作队与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共同商量如何建设核桃油加扶贫工作队与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共同商量如何建设核桃油加
工厂事宜工厂事宜。。

实地培训实地培训。。 低改成活的核桃树低改成活的核桃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