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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发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
和力量共创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营造共创
共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良好氛围，州创建

办于今年 8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创建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区标志图案征集活动，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此次活动，全州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广大干部职工及各族
群众积极参与，省外各界人士也积极踊跃
参与。

经统计，共征集投稿作品 46个，经大众投
票初选和评审委员会最终评定，共评选出优
秀标志图案作品 5 个。现将优秀作品公布

如下：
海西州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区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标志图案征集优秀作品的通报

优秀作品1：作者：王猛 江苏省徐州市湖滨

花园小区15#1-601室王猛工作室

优秀作品2：作者：沈志高 北京雅博文化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

优秀作品3：作者：庄迎新 山东省龙口市文

化广场政务大厅一楼

优秀作品4：作者：刘刚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

首善镇北兴社区一组039号

优秀作品5：作者：王彩虹 青海省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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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总编 /马晓莲 值班主任/刘兰兰 责任编校/谢雅琴深度

上门建居民健康档案。

一块清晰明了的脱贫项目
概况展板，一幅德令哈市脱贫
攻坚作战工作进展图，一行行
贫困户家庭情况简介……当记
者走进德令哈市柯鲁柯镇连湖
村村委办公楼时，首先看到的
就是这一块块关于精准扶贫的
展板。走进办公室，只见驻村
干部达那青正在给村民解释目
前工作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还未给村民交待完相关事项就
有电话打进来咨询。

达那青还没来得及给记者
介绍连湖村扶贫的大概情况，
党支部书记吴旭红便拿着一沓
项目资料来找达那青，得知记
者的来意后，吴书记顾不上歇
口气，就详细地给记者介绍起
连湖村的情况、驻村工作队开
展工作情况以及目前该村的扶
贫工作进展。

村民收入结构单一，生活
单调。这是“90”后大学生村官
吴旭红初到连湖村时的第一印

象。2013年吴旭红参加青海省
大学生“村官”考试，自此和海
西结缘和连湖村结缘。踏踏实
实的工作精神、干练的办事风
格，最终赢得了组织和村民的
信赖，被村民全票选举为连湖
村党支部书记。

在进村入户调查时，吴旭红
了解到，绝大多数村民都渴望外
界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致富信
息和平台，鉴于能力、学历等条
件的限制，因此他们急切地盼望

村干部多了解了解他们的实际
情况，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哪
怕是提供一个思路，都能为他们
早日走上致富之路提供帮助。
看着村民们殷切的目光、信任的
神情，吴旭红深感自己形单力
薄，凭一己之力又能为村民做些
什么呢？正在一筹不展之际，传
来了要大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的好消息，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
机遇更加坚定了吴旭红帮助村
民脱贫致富的信心。

“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
准，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
准到户、精准到人，找对‘穷根’，
明确靶向。”反复琢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吴旭红觉得，这
是连湖村脱贫致富的“法宝”。
精准扶贫，主要在一个“精”字，
摸清底数方能帮贫困户号准病
脉、开好处方，抓出良药。

同样是因病致贫，但李秀兰
家的情况和其他贫困家庭略有
不同。两口子年轻力壮，有能力
有干劲，可是家里小儿子患病需
要一个人寸步不离地照顾。根
据“一户一策”因户制宜，因人施
策的方案，想办法让李秀兰在家
也能创收，驻村干部、村委根据
她家的实际情况，和每个家庭成

员的不同特点共同制定了精准
脱贫措施：帮助联系让长子劳务
输出，为次子申请大病救助，李
秀兰可以边在家照顾孩子边养
猪，适当地补贴家用，李秀兰的
丈夫年轻力壮在蓄集承包了
150亩地，村委帮他解决了资金
不足的问题。

与李秀兰一样，驻村干部和
“三委班子”对处于贫困现状的19
户，都是按照“一户一政策”，针对
这19户精准扶对象，分析每一户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致富愿望，精
心制定帮扶措施，帮贫困户号准
病脉、开好处方，抓出良药。

64岁的赵元国没想到这个
岁数，生活还能迎来新的转机。
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儿媳妇改

嫁的伤痛之后，想着老两口的日
子也就这样了。最让他们发愁
的还是两个孙女，一个还在上小
学，一个刚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没有学历、不懂技术，没有技能，
出去打工也只能干些粗活。就
在老两口为大孙女一愁不展时，
精准扶贫的政策下来了，他们家
被列为精准扶贫对象。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
渔则可解一生之需。赵元国家
正是劳动力青黄不接的时候，针
对他家的现状，驻村干部和“三
委班子”开出化解穷根的方法
是，让他家大孙女去学一门技
术，经过多方奔走联系，赵元国
的大孙女今年年初在柴达木职

业技术学院顺利入学。
“现在给我们的政策真是

好，大孙女上了技校，能学一门
手艺。上学期间住宿费，学费全
免，每年还有2000多块钱的贫困
补助。两年后一毕业就能带着
工资实习，还能找到一份工作，
孩子总算有了好的出路。好事
不止这些呢，大孙女上学了，政
府还为老伴、小孙女和我办理了
低保，这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
赵元国老伴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一社村民赵希才患有眼疾，
有了村里量身为他订制的一万元
医疗费用扶贫计划，他眼睛的康
复也指日可待。不仅如此，赵希
才的媳妇这几年经常在温室里打
工，对于温室种植有丰富的经验，

通过申请发展产业，村里还免费
为他们家盖起一间蔬菜温室。

事无巨细，一枝一叶总关
情，这样精准的量身定制在连湖
村的19户精准扶贫对象身上比
比皆是。精准扶贫最终的目标
是要让贫困户的钱袋子鼓起来，
并以源源不断创新和进取精神
掌握经验技巧，让他们相信自己
的挣钱能力和对以后当生活面
临风险时能够从容面对。

轰鸣的挖土机声、卸钢筋
声、泥沙搅拌机声离记者越来越
远，一辆辆拉着建材的拖拉机从
身边飞驰而过……在这片充满
勃勃生机的土地上，一派繁忙的
景象，以后的致富路村民们一定
会越走越宽。

随着精准脱贫的推进，近几年来，连湖村村民的收入方式、思维方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今后的他们将要告别单一的收入方式，不会

再出现有思路没出路、有技术没资金等方面的困扰。他们把“脱贫”的目标，牢牢根植于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扶贫产业上，纵使任务艰

巨，亦让人们踏实：

——家庭式旅游接待项目：2016年10月底完成建设，具备旅游接待功能；

——农户房前屋后绿化美化工程：2016年10月底完成建设；

——猪、兔、鸡养殖：2016年6月底完成良种引进投放；

——温室大棚种植：2015年5月底前完成温室大棚租赁，整修，具备种植条件。

……

对症开方精准扶贫
文 /图 本报记者韩玮玮

【精准开方】

三年前，吴旭红来到连湖村
时，村民每年的主要收入基本都
来源于自家的土地，当精准扶贫
的春风吹到这里时，这里的一草
一木，都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
……

扶贫工作队进驻连湖村后，
在村“三委”的支持和配合下，走
访、入户调查，仔细把每位贫困
户家的家庭情况详细记录下
来。通过“看房、看粮、看有无高
中以上及大学生、看技能、看有
无残疾病人或重病人”五看来了
解这些贫困户家的基本情况，再
通过“问贫困户本人、问村社干
部、问左邻右舍”，深挖贫困户致
贫的根源。

随着一次次走访和一张张
表单的完善，吴旭红和同事了解
到：因病致贫、缺少劳动力和技
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
一、农业收入微薄，成为制约贫
困群众按时全面脱贫的“短板”，

这些关于全村贫困户的详细情
况汇总后，为连湖村开展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第一手
资料。

“吴书记来啦？快进来，进
来坐。”李秀兰抱着四岁生病的
孩子把我们迎进屋子。

“领回来的猪苗这两天怎么
样？有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
应？”吴旭红一进门便问到。

“好着呢，挺欢实的，一个比
一个吃得多。”李秀兰说道。

原来她们谈论的正是5月
20日村里发放的第一批猪苗，
这批30头猪苗分给7户人家饲
养。按每家的劳动能力和经济
承载能力自己打申请报告领取，
李秀兰正是这其中之一。记者
从吴书记那里了解到，这些猪苗
来自猪苗防疫较有保障的盛康
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仔猪品种
好，出售前已经打过一次疫苗，
这样可以给贫困户降低很多风

险。如果在养殖的过程中猪生
病了，都会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上
门免费指导，疫苗也是由柯鲁柯
镇兽医站免费为养猪户提供。
这批猪达到出栏标准后，养殖户
可以自己出售，也可以通过村委
会由合作社以高于市场5%的价
格回收。

饲养猪苗对于这些农户来
说是发家致富的起点却不是终
点，让她们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
体会到致富的乐趣，掌握经验，
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这样他们才可以坚信未来的路
会越走越宽。

三年前李秀兰家里虽不是
很富裕，但却是殷实之家。上
有58岁的老母亲，虽患有慢性
病长年服药，但在经济承受范
围之内，下有15岁的大儿子正
在读书。王生刚是李秀兰的丈
夫，这位肯下苦力朴实能干的
农家汉子，农忙时在家种种地，

闲了外出打点零工，家里的日
子还算殷实。然而，小儿子一
岁四个月被诊断出脑瘫后，为
了给孩子治病，用完了家里所
有积蓄，一家人的生活也由此
陷入贫困状态。

李秀兰告诉记者，小儿子1
岁多时还不会站立，也不会说简
单的词语，当时也没有在意。有
一次孩子感冒较严重最后发展
成了肺炎，转院到西安治疗时，
才知道孩子出生时由于缺氧造
成局部脑瘫。

“为了给孩子看病只要听说
哪里能治疗、能治好我们都会去
试试，在朋友介绍下我们带孩子
做了针灸治疗，这一扎就是一
年，每天70块针灸费，加上来回
车费一年下来就花了近 3 万
元。钱花了，孩子也受了不少
罪，但是病情却没有起色。现在
我们不折腾了，打算筹集些钱带
孩子去北京专科脑瘫医院好好

治疗。”李秀兰难过地对记者
说。看着她费力地抱着四岁的
孩子记者一阵心酸。

“家里有个生病的孩子需
要照顾，孩子爸爸一个人打工
挣的钱，既要维持家用又得留
出给孩子看病的钱，真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才能凑够看病的
钱。现在不一样了，镇里村里
的领导经常到家里看看问问，
有啥好事都想着我们这些贫困
户，现在生活也有了盼头。今
年我们家领的十头猪崽，有两
头是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剩下
的八头以市场价格的50%卖给
我们，光这一项就为给我们节
省了差不多4000多块钱。根据
去年的养殖经验，我们家今年
养的十头猪七个月后就能挣
10000余元，这足以维系家庭开
支，给孩子攒钱看病也有了指
望。”说到这里时李秀兰露出了
浅浅的微笑。

【入户探情】

【抓住良机】

图为李秀兰给刚发放到手的小猪崽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