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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創業青年 捐助貧困學子

系列報道之五系列報道之五：：

解困之路（下）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

深居西北內陸的甘肅受制於地理區位深居西北內陸的甘肅受制於地理區位、、自然氣候等多重因素自然氣候等多重因素，，從未離開過重點扶貧從未離開過重點扶貧

榜榜，，全省近九成縣區屬全省近九成縣區屬「「國字頭國字頭」」扶貧區域扶貧區域。。在這場脫貧攻堅戰役中在這場脫貧攻堅戰役中，，不少在內地創不少在內地創

業的港人港企也加入到扶貧大軍中業的港人港企也加入到扶貧大軍中，，他們或組織培訓他們或組織培訓、、全力扶持年輕人創業全力扶持年輕人創業，，或捐資或捐資

助學助學，，助貧困學生圓大學夢助貧困學生圓大學夢。。香港富麗集團董事長蔡培輝表示香港富麗集團董事長蔡培輝表示，「，「扶貧工作是我責無扶貧工作是我責無

旁貸的義務旁貸的義務。」。」 ■■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

布楞溝路通致富 天翻地覆換新顏

青海因地制宜
打造「最美北方梯田」

「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

據了解，近年甘肅省委省政府
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
展全局，頂層設計實施「三大行
動」（雙聯行動、「1236」扶貧
攻堅行動、「1+17」精準扶貧行
動），工作推進凸顯「六個精
準」（目標、對象、方式、內
容、考評和保障精準），組織保
障形成「四大體系」（ 組織領
導、合力攻堅、政策支撐和激勵
約束體系），脫貧攻堅扎實有效
向前推進，讓貧窮無處藏身。
數據顯示，2015年，通過發展
草食畜、馬鈴薯、蔬菜、蘋果、
中藥材等富民特色優勢產業，甘
肅省貧困家庭人均經營性收入達
到2,401元，貧困人口實現人均
工資性收入1,779元。全省累計
發放精準扶貧小額貸款 390億
元，已惠及80萬戶、360萬貧困
人口，探索出了一條更加符合甘
肅實際的聚合式精準性扶貧開發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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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貧工作隊的帶領幫助下在扶貧工作隊的帶領幫助下，，青海省牙合青海省牙合
村打造最美北方梯田風光村打造最美北方梯田風光。。 記者唐瑜記者唐瑜 攝攝

■馬百成精心照料自己脫貧奔小康的「搖錢樹」。
記者肖剛 攝

■甘肅省臨夏州東鄉縣布楞
溝村民馬麥志住上了新房，
用上了自來水。記者肖剛 攝

■新建的甘肅省臨夏州東鄉縣布楞溝村小
學。 本報蘭州傳真

■■眾多港商為甘肅扶貧出資出力眾多港商為甘肅扶貧出資出力。。
圖為富麗圖為富麗（（香港香港））國際集團董事長國際集團董事長
蔡培輝蔡培輝（（左三左三））與定西市委書記張與定西市委書記張
令平令平、、市長唐曉明等為文化旅遊扶市長唐曉明等為文化旅遊扶
貧產業園培土奠基貧產業園培土奠基。。 記者王岳記者王岳 攝攝

■去年8月，普匯中金在陝西漢中舉行愛心助學活動，
捐資50萬元。 網上圖片

香港富麗集團董事長蔡培輝率領他的團隊，扎根於西
部甘肅，在成功創業的同時，也走出了一條實實在

在的扶貧之路。
2012年以來，在甘肅省委省政府「雙聯」扶貧行動

中，蔡培輝為天水市武山縣、白銀市會寧縣、甘南州卓
尼縣選拔的三批年輕人出資，到福建進行「農村致富帶
頭人」培訓。培訓期間，他為這些年輕人每人每月發放
1,000元補貼，並每人配送一台電腦。這些年輕人培訓完
回到甘肅後，他又在當地的村莊興建了小微企業創業
園，全力扶持這批年輕人創業。

收購土特產解決銷路
蔡培輝的公司還主動收購當地老百姓的土特產，解決
了百姓有收成沒銷路的問題。他還給農民修建羊圈，提
供種羊，並回購成品羊銷往東南沿海一帶。對於一些村
莊道路不好、文化設施缺乏的問題，他全力出資建設了
村文化廣場，並鋪建了村路，完成了當地老百姓多年的
心願。
目前，香港富麗集團甘肅公司就業的1,000餘名員工中
大部分是來自甘肅省各地貧困山區的剩餘勞動力。蔡培
輝在自己的扶貧之路上，一直奉行「授之以魚，不如授
之以漁」。他希望幫助這些貧困的百姓增長技能，找到
一條可以徹底改變生活現狀的脫貧之路，而不是只進行
「一捐了之」的粗放式扶貧。
蔡培輝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不管這個社會發展得如
何，我們都要銘記在繁華城市的背後，還有很多需要幫
助的人群。他還說：「扶貧工作是我責無旁貸的義
務。」

助百名學生圓大學夢
在陝西漢中，香港上市企業「普匯中金」幾乎人人皆

知，不僅是因為這家企業在當地有巨大的投資，更因為
去年開始的一場助學活動。
去年8月，普匯中金在陝西漢中舉行了首屆「天漢英

才．普匯中金」愛心助學活動。該企業當場宣佈，由普
匯中金國際交易中心（漢中）有限公司捐資50萬元，資
助漢中當年考上大學的100名貧困學生圓大學夢，並承
諾在未來10年將每年提供不低於50萬元的助學金，幫助
貧困學生解決經濟困難。來自漢中11縣區的80名貧困大
學新生現場每人領到了助學金5,000元，其餘20名學生
的助學金通過家訪也予以發放。
普匯中金集團相關負責人表示，該集團將繼續承載愛
心助學這項公益愛心事業，讓更多的貧困學生感受到社
會的溫暖。同時「普匯中金．世界港」也計劃在每年寒
暑期提供若干個勤工儉學的崗位，給有需要的同學提供
社會實踐的平台。

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是全
國唯一的東鄉族聚居縣。全縣群山起伏，
溝壑縱橫，36.78萬畝耕地中，山旱地佔近
九成，30多萬民眾分散居住在1,750條梁
峁和3,083條溝壑中，當地人戲稱這裡為
「黃土高原第一山城」。

「沒有人願意嫁到這裡」
「布楞溝是窮苦得不能再窮苦的地方，

人家的丫頭沒有人願意嫁到這裡。家長也
不願意讓小孩上學，村幹部都是開學前一
個月磨破嘴皮上門做動員。」擔任了15年
村支書的馬占海話鋒一轉，臉上的皺紋也

舒展開來，扳着指頭說起了自己「做夢都
沒想到」的反轉：「現在，東鄉最好的達
板鄉的丫頭都嫁到了布楞溝，學校一貼通
知就有學生主動報到，用自來水一年的全
部水費還不到過去一噸水的運費……」
轉變源自三年前。2013年2月3日，習

近平視察布楞溝村，聽取民眾反映後指示
說：「要把水引來，把路修通，把新農村
建設好，讓貧困民眾盡早脫貧，過上小康
生活。」
2012年底，布楞溝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僅為1,894元，遠遠低於全省平均水平，
貧困面高達96%。到2015年底，農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達到了4,460元，畜牧養殖、勞
務輸轉成為增收的主渠道，在幫扶單位中
石化的銜接下，「布楞溝東鄉手抓羊
肉」、「布楞溝刺繡」遠銷北京。
戶戶通自來水、社社通水泥路、家家忙

碌養牛羊、民眾搬進新農村……布楞溝村
的變化遠不止這些，還有生態造林5,750
畝，種下皇冠梨、花椒、包核杏、黑枸
杞，改善生態的同時還為新的創收埋下伏
筆。整潔舒適的新農村房頂上安裝了「光

伏發電站」，
完全滿足家庭
自用之外，每
年還能帶來每
戶數千元的額
外收入。全長
近55公里、
投資近 10億
元的二級公路
將從村邊穿
過 ， 預 計
2017 年底通
車。
不僅村裡

人感受到了
布楞溝的變
化，離開村子的人也感受到了。離村15年
的馬大五德靠養羊坐擁百萬身價，如今，
他也返鄉創業。談及原因，馬大五德表
示，17歲離家實屬無奈之舉，而今村裡水
通了、路平了，還有好政策，他要把自己
的技術、資金、銷路全部利用起來，在自
己出生、成長的山溝裡大幹一場。

從解決溫飽到同步小康，甘肅脫貧的
腳步從未停歇卻步履蹣跚。直到開展對
村、對戶、對人的「精準狙擊」脫貧，
這種情況才悄然改變，尤其是自從2013
年2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實地考察甘肅
扶貧工作之後，這裡發生的變化可謂天
翻地覆。三年來，不僅基礎設施、村容
環境早已今非昔比，更難能可貴的是，
改變的還有群眾脫貧的技能、觀念、信
心，還有「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的幹群關係。
今年85歲的馬崗是習近平三年前到甘
肅省定西市安定區元古堆村時看望慰問
的老黨員、貧困戶。這位被習近平稱為
黨齡「快趕上我的歲數」的老黨員看到
村裡三年多來發生的變化，深感國家啃
扶貧「硬骨頭」決心大措施實。「我入
黨時宣誓『頭可斷、血可流，完不成任
務不回頭』。現在的扶貧就是這個誓言
對人民群眾的『不忘初心，繼續前
進』。」
同處安定區的李家堡鎮張灣村村支書金

玉山表示，只要國家扶貧政策持續，群眾
動起來，就沒有啃不下的「硬骨頭」。該
村貧困戶馬百成對此深表贊同。他的四個
女兒均外出打工，自己種地和養羊、牛、
驢，年收入穩定在4萬元。
馬百成告訴記者，如今，農民種田、

養殖不但有技術員上門服務，還有專家
定期培訓，政府的各種貼息貸款到手就
能效益翻番。大女兒還看準了新農村民
居生活改善的商機，推廣不燒秸稈只用
電的智能暖炕，環保衛生，免去了農村
人一身異味，還能省下秸稈做牛羊的好
飼料。

「扶貧時代」官民關係變
「天上下紗帽，還要自己伸頭。」馬百

成說，現在幹部到訪都是送項目、送技
術、送資金、送牛羊，開會就像拉家常，
聽民意、談規劃、聊發展。「扶貧時代」
的群眾和幹部再也不是先前故意躲避、見
面吵架，幹部上門一口水都不願給的場
景，而是烙油餅請上門的關係。

青海省扶貧開發局局長馬豐勝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說，青海省貧困人口致貧原
因複雜，致貧因素交織疊加，過去一招
管用、一舉多得的常規做法已難奏效，
需要採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在互助縣
西山鄉牙合村打造「最美北方梯田」，
便是扶貧幹部因地制宜量身定做出來的
最佳扶貧方案。
駐互助縣西山鄉牙合村第一書記李曉

俊是青海省監獄管理局轄屬青海青江實
業集團公司市場部營銷處副處長，2015
年10月，省裡派他和扶貧工作隊進駐牙
合村。
那時正是秋收農忙的季節。為了不打

擾村民秋收，李曉俊和助手背着相機上
山下溝，摸排村裡的自然資源、交通資
源，收集資料、組織座談、入戶調查、
了解村民發展願望。最後他們立足牙合

村地理位置和資源優勢，提出了聯合楊
徐村共同打造「牙合最美北方梯田」休
閒度假村，利用北溝灣梯田錯落有致的
地勢和富有韻律優美的自然造型，種植
千畝花海；結合原生態鄉村體驗和綠色
農家餐飲項目，發展鄉村旅遊；分別在
八個社科學合理佈局產業。

項目可惠近3000村民
「牙合最美北方梯田」項目經青海省

扶貧局、青海省旅遊局同意，已被納入
2016海東市鄉村旅遊富民工程項目和全
省旅遊扶貧項目，項目總投資1,050萬
元。項目實施後，可惠及兩村民眾2,766
人，貧困戶223戶，貧困人口821人。保
守計算，預計可接待遊客15萬人，按照
人均消費100元計算，貧困戶戶均增收
1.17萬元，人均增收0.32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