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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蘭州市扶貧攻堅成效顯著，貧困面大幅縮小，但受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等
多種因素影響，剩下的都是底子最薄、條件最差、最難啃的「硬骨頭」，地

處中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六盤山區，蘭州的脫貧擔子仍然不輕。
重病須猛藥，啃「硬骨頭」的扶貧攻堅戰須得靠前指揮、深入一線「聯村聯

戶」。同吃同住同勞動，入戶調研做方案，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幫老百姓脫貧致
富，這便是蘭州市駐村幹部的真實寫照。
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為幫助群眾早日脫貧，蘭州市萬名幹部下基層，雙

聯幹部、鎮村幹部協同配合，重點從耕地、住房、收入、飲水、行路以及需求信息
等方面，分析匯總，逐村摸底，逐戶核實，按照農戶自查、入戶調查、村級評議、
公示公告等方式，確定貧困對象，對貧困戶進行分類幫扶，摸清貧困底數，規範建
檔立卡，做到了戶有卡、村有冊、鄉有簿、縣有檔。
幹部進村入戶，和群眾面對面、手拉手、心貼心，住農家、幹農活、交農友，

扎根基層、服務群眾。「工作隊駐村來，貧困村變化快，幹群心連心，群眾樂起
來；山村換新顏，共築小康夢……」蘭州高新區定遠鎮陳家溝村村民張文斌自編
自唱歌謠讚譽駐村工作隊。
2015年，蘭州市累計投入各類扶貧資金19.49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立了由
雙聯幹部、掛職幹部、包村幹部、大學生村官等組成的駐村幫扶工作隊335個，選
派隊員1,492人，安排60名縣區、市直部門副縣級以上免職脫崗培訓幹部，駐村開
展扶貧和雙聯工作。
回憶初次走進聯扶村的情景，駐村幹部邊英回憶：「沿土路看去，遍眼是坑

坑窪窪和厚厚塵土，初入村委會，遇到的是村領導的不解和村民的奚落……」。
邊英的遭遇並非特例，而是無數駐村幹部的縮影。
為了接地氣，成為群眾的貼心人，駐村幹部將「機關」架子扔到一邊，無數次

往返於農戶家中與田埂，磨壞了多少雙鞋、寫完了多少本筆記、問了多少問題，駐
村幹部們已沒有準確的數據，他們只是記得，當初駐村時低落的心情，隨不斷的
「跑田埂」，變為和農民心連心，真切感受到農民的心聲。
蘭州市委宣傳部的年輕幹部高鵬說，每年都會駐村工作半個月，前不久，自己

又成為駐村工作隊的隊員，將在牌樓村駐村一整年。牌樓村黨支部書記梁志林對他

的「搭檔」讚不絕口，「市裡來的幹部對政策更熟悉，溝通協調能力也強，這幾年
村裡的項目都是他們跑來的，以前我們就算想幹，也不知道怎麼跑。現在村民都知
道有事找駐村幹部。」
蘭州市永登縣獎俊埠村的貧困戶高恭益提起雙聯扶貧感慨萬分，2015年對於自

己家來說是個「暖冬」。他說，家裡本來還算是村裡的富裕戶，但是2014年跑運
輸的兒子因意外事故去世，老伴兒又做了腦瘤手術，五口之家的重擔全部壓在年逾
花甲的高恭益身上，「村裡把我當重點戶幫扶，引水種菜、扶貧貸款、在企業入股
分紅，兒媳婦有空再打打工，現在日子又有奔頭了」。
不僅是高恭益一家人，對分散在蘭州各縣區的10多萬貧困戶來說，2015年都是

值得記住的一年。這一年，蘭州市有12萬人脫貧，實現了全市整體脫貧。「為了
實現3年脫貧、提前4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蘭州市全體幹部群眾凝心
聚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蘭州市市長袁占亭在全市幹部大會上說。

數據顯示，3年來，蘭州累計投入幫扶資金20多億元，解決了20萬農村
人口安全飲水問題，建成通村公路1,126公里，改造農村危舊房1.8萬戶，
建成10個省級、20個市級示範村和85個環境整潔村，貧困地區的面貌發
生了根本性改變。
榆中縣馬坡鄉太平溝村坐落於大山深處，村莊依山而建，唯一的通村公
路蜿蜒曲折，僅能容小型客車交錯通過。為解決改變村容村貌所需的建築
材料，負責聯村幫扶的蘭州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撿起了黃河石，
局長王正選、副局長楊憲鋒帶頭，領員工利用下班時間手搬、肩扛，每
人至少撿拾了50塊碗大的黃河石。
在撿石行動的帶動下，石料廠經理免費捐助石頭，太平溝村支書、村委

班子成員和村民紛紛自覺拉運石頭。
這些撿來的黃河石，變成了1.2公里通村道路山體護坡石，變成了800平
方米人工湖和1,000米水渠的護壩石，變成了農耕二十四節氣和二十四孝
文化標碑石，變成了硬化道路、修繕圍牆和文化廣場的基石。

雙聯行動中，幫扶幹部通過宣傳讓群眾「換腦」，有了開放意
識和科學發展意識，幫扶幹部幫扶為群眾致富「育種」，一批致
富帶頭骨幹湧現，幫杜單位支持農村發展「造血」功能，幫助農
民增強了致富本領。
蘭州市七里河區農業局發揮部門職能，立足阿干鎮馬場村、深

溝掌村農業生產實際和自然生態條件，制定幫扶計劃，並向農戶
送去了近2萬元的農作物種植技術書籍和特色蔬菜籽種。
蔬菜種植關鍵時期，農技人員深入幫扶村開展特菜種植技術服

務。培訓會上，區農技站高級農藝師、市農業科技特派員李斌，
助理農藝師呂志剛根據各自專業特長，針對稀特蔬菜的特點、結
合農民田間學校的培訓優勢，就如何選擇生產基地、播種期、施
肥技術、覆膜技術、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等方面作了詳細、全
面、系統講解，並在田間地頭為農戶演示雙壟三溝栽培技術。
雙聯行動開展以來，是七里河區幫扶村農業發展速度最快、農

村面貌變化最大、貧困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三年。富腦袋、啟民
智，從當初只有2.5畝的特菜面積發展成為千畝特菜生產基地。
養羊業是永登縣龍泉寺鎮鹼柴井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該村10戶規模養羊戶養殖量為1,000多隻，以放養為主，品種落
後、效益較低，為此，市農廣校把養羊業作為該村脫貧致富的主
導產業進行培育，對養羊農戶進行高效技術培訓，專家現場講授
如何選品種、建羊捨、經濟雜交、草料準備、快速育肥、防病免
疫技術知識，現場解答疑難問題，以實現羊多、肥多、糧增、草
豐，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實現致富夢。

雙聯改變「窮貌」 建設美麗鄉村 幫扶眼「富腦袋、啟民智」改變種植結構實現多元經濟
皋蘭縣忠和鎮羅官村的旱沙西瓜遠近聞名，但是久而久之，

瓜的品質開始下降，病害也多了。雙聯幹部考察論證後，與羅
官村的村民協商決定放棄種瓜，改為種樹。
「種瓜費工費力，收成還不高，所以不種了。」種了半輩子

西瓜的村民羅清章說。「這些核桃樹苗是雙聯單位蘭州市非稅
收入管理局協調市縣兩級林業局免費提供的，我領到了150
株，希望3年後，樹苗長大掛果時能有一個好收成。」
羅官村距離蘭州市中心只有10多公里，四面環山、乾旱少

雨，千百年來，村民一直靠天吃飯，種西瓜的周期是8年，即
地裡種1年西瓜就要種8年其他作物，但其他作物收成低，村
民等不起。「種一畝瓜花的時間和氣力，要比種一畝核桃樹多
上好幾倍，收入卻少一大半。」羅官村黨支部書記羅照江說。
改變種植結構，實現多元經濟，羅官村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

行。幾年前，皋蘭縣林業局送來幾十株核桃樹苗，有幾戶人家
隨隨便便插在了地裡，3年過去，核桃樹掛果，村民才發現種
核桃樹的實惠。
皋蘭縣林業局副局長沈成章算了一筆賬，一畝西瓜一年收入

2,000多元，一畝核桃則能達到6,500元。羅官村全村248戶、
848人，2015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但是核桃林掛果後，收入
就能實現翻番。下一步，林業部門還將派出技術員到羅官村開
展經濟林種植培訓。
羅照江說，在奔小康的路上，羅官村人感激雙聯行動，感激

雙聯幹部。

單位聯繫貧困村、幹部聯繫貧困戶，將資

金、項目、技術、政策等送到村、到戶、到

人，同時體察民情、反映民意，這一稱為「雙

聯行動」的舉措是眼於同全國一道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建設幸福美好新甘肅的偉大實踐，

亦是適應新形勢下密切黨群幹群關係新要求的

一項戰略性重大決策部署。

從2012年初「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開

展以來，蘭州市組織1517個單位、4萬多名幹

部結對幫扶36,252戶貧困戶，廣大被幫扶群眾

增強了致富的本領、找到了致富的路子，收入

大幅提高，生產水平、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都

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開展精準扶貧工作、

「雙聯」行動三年以來，蘭州市有209個貧困

村實現整村脫貧，脫貧人口逾12萬，貧困發生

率降到2%以下，實現了全市整體脫貧。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岳 通訊員李燕華

■蘭州市七里河區彭家坪新
農村，美麗鄉村為精準扶貧
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蘭州市紅古
區仁和村文化
牆，不僅美化
村容村貌，還
做「活」了農
村文化。

蘭州蘭州：：單位聯貧村單位聯貧村 幹部聯貧戶幹部聯貧戶
譜「為民富民」新篇章

■經過4年不懈努力，村道硬化工程使蘭州市貧困鄉村
居住環境大幅提升。

■扶貧安居工程，張立德夫婦在翻新的房屋前幹起農
活更有信心。

■雙聯幹部手把手教村民科學防治病蟲害。 ■農村文體健身廣場成為村民忙完農活放鬆身心的好
地方。

■雙聯扶貧把致富思路傳遞到基層農村，村民臉上洋溢
豐收的喜悅。

■扶貧基礎設施建設取得成就，擰開水龍頭，村民告別了飲用苦鹹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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