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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三河
村大力发展以体验彝
家乡村生活为主的旅
游业，已接待超一万人
次游客。”三岔河乡党
委书记何之洲介绍，
“在与外地游客的接触
交流中，彝族村民精神
面貌也发生了改变，房
前屋后都被打扫得焕
然一新，村民们现在又
在学习普通话。”

早春二月，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仍是
寒风凛冽。青瓦黄墙的新房
旁，当地村民、村干部燃起一堆
篝火，邀请广东佛山市对口帮
扶负责人围坐在篝火旁，细数
村里发生的变化，每个人的心
中都是暖洋洋的。

吃上“旅游饭”

回首2018年前，简陋低矮
的土坯房随处可见。在佛山投
入1400万元的对口帮扶下，山
林间一栋栋具有彝家特色的新
房拔地而起。庆贺乔迁之喜的
同时，当地村民的美好生活也
吸引了外界的目光。

“去年以来，三河村大力发
展以体验彝家乡村生活为主的
旅游业，已接待超一万人次游
客。”三岔河乡党委书记何之洲
介绍，“在与外地游客的接触交
流中，彝族村民精神面貌也发
生了改变，房前屋后都被打扫
得焕然一新，村民们现在又在
学习普通话。”

在民族特色旅游基础上，
广东碧桂园集团村企合作运营
主管马接君介绍，碧桂园集团
在三河村投资 1200 万元强化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预计旅游
服务和餐饮中心将于近期投入
正式运营。

“结合红色教育等主题，我
们将陆续完成旅游项目的开
发、各项接待设施的打造，以三
河村为中心带动周边消费。”马
接君说。

发展养殖业

村里的变化吸引了更多游
子归乡。在广东、山东等地养
猪场打工学习技术后，村民郑
吃合回到三河村办起了生猪
养殖场。2020年，在企业援助

的40万元资金帮扶下，郑吃合
将自己的养殖场进行了现代化
改造。

“去年出栏200头生猪，挣
了近30万元。扩建完成后，养

殖规模将从现在的150头增加
到 1000 头。”在东西部扶贫协
作帮助下，郑吃合成为当地脱
贫致富的创业带头人。

而养牛大户洛古有格则思
考着怎样带领全村养殖户一起
奔小康。在佛山产业帮扶下，
洛古有格办起合作社吸引农
户，将西门塔尔牛的养殖存栏
量扩大到了 200 头。最近，他
正在试验四川农业大学提供的
皇竹草饲草的过冬问题。“我已
经试验了 5 种饲草，这次如果
成功，将很好地解决山区养牛
饲料不足的问题。”

“在东北考察时，我发现农
户家中一般都有七八头母牛。
如果我们大凉山的养殖户也有
这个规模，那稳定脱贫就不愁
了。”洛古有格告诉记者，今年
春天，在产业项目支持下，他将
修建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请
专业团队讲授饲养、繁育等知
识，带领农户学习养殖技术。

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三
河村打破了深度贫困地区“一
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的桎
梏。何之洲介绍，在佛山对口
支援下，三河村村民外出务工
人数已达 470 人，进一步实现
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从安全住房到产业、就业
帮扶，三河村村民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贫困
户节列俄阿木来说，更是获得
了第二次生命。2019 年下半
年，节列俄阿木被查出患有宫
颈癌，佛山挂职干部、昭觉县委
常委徐航得知后，组织爱心人
士将她接到佛山进行了治疗。

如今，节列俄阿木已经基
本康复，并开始在佛山接受乡
村民宿产业的服务培训。“东西
部扶贫协作帮助我重生，我更
期待回到家乡，开始崭新的生
活。”节列俄阿木说。据新华社

初春，在甘孜藏族自治州
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温泉山
庄”，前来洗浴的群众络绎不
绝，热腾腾的温泉蒸汽驱散了
寒冷，也挥去了大家奋斗一年
后的疲倦。

卡灰村过去曾长期贫困，
近年来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通
过村民自筹和政府补贴成立
了霍曲吉祥牧场，以养殖牦
牛、山羊为主，又拓展了人工
种草、温泉山庄等，通过分红
为村民增收。

在宽敞舒适的藏式民居
内，68 岁的卡灰村村民洛登
从柜子里取出一本“脱贫账
本”，向记者讲述这些年家里
的变化。

洛登家曾有50多头牦牛，

为了给老伴看病，只好全都卖
掉，从此家里一贫如洗。被列
为贫困户后，村里对他的关心
和帮助从未停止：帮助梳理惠

民资金、开展六洗一扫一整理、
鼓励上山采挖菌类……洛登家
账本上的一条条名目，详细记
录了他家的脱贫历程。

“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好
起来的”，扶贫干部的这句话，
洛登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卡
灰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洛登
家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洛登家的账本显示，他家
人均收入每年都有增长，2015
年是 3017 元，2019 年就到了
7122.5 元，翻了一番还多。去
年，洛登八口之家总收入 6 万
元左右，还养了 40 多头牦牛，
已顺利脱贫。

洛登家的变化是四川脱贫
攻坚的一个缩影。“是否愁吃”

“是否愁穿”“是否有医疗保障”
“是否住房安全”“有无因贫困
而辍学的学生”……无数的脱
贫工作账本记录了群众生活的
点滴改变，描绘着民生福祉持

续改善的图景。
千万个贫困户的账本里，

一串串数字凝结了无数干部
群众的奋斗，打开了四川脱贫
攻坚的“密码”：2020 年，大凉
山最后 7 个贫困县退出，四川
省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全
省 11501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62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不久前，在被称作“悬崖
村”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有民宿
开张迎客。全村 84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344人不仅已走下钢
梯、住上楼房，而且源源不断前
来参观的游客还给村民带来了
致富新机会。

据新华社

牧民在卡灰村集体牧场放牧（2020年5月29日摄）。新华社资料图

▲2020 年 7
月，三河村
新居。

2019年2月11日，村民在三河村1号安置点的广场上摆起了坝坝宴。

千万本“脱贫账本”打开四川脱贫“密码”

吃上“旅游饭”、发展养殖业

三河村打破“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桎梏

脱贫攻坚答卷

▶2019年2
月11日，昭
觉县三河村
易地扶贫安
置点，彝族
群众热热闹
闹搬新居。

据新华社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