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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在成都召开，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被
授予“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回望脱贫路，乐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谈到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发挥的巨大作
用，“脱贫摘帽背后，是党的重大战略部署
带来的强大制度支撑，是干部群众立足实
际创新性地落实各项政策的共同奋斗。”

2017年，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台
州市椒江区、衢州市江山市和金华市浦
江县四地，开启对口帮扶乐山市马边、峨
边、沐川和金口河“三县一区”的征程。4
年来，5.2亿元浙江援助资金、182个协
作项目、38家东部企业投资入驻，带动
了10.5万名贫困群众长效脱贫。

“挖塘养鱼”
浙江四市帮扶+乐山全域共建

发展产业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中
之重，但乐山“三县一区”山高坡陡，交通
不便，生态环境承载力弱，从浙江引进的
项目、企业落在哪里？

浙乐两地探索出了“跨省飞入+市内
跨县落户”的全域承接模式，出台《东西部

扶贫协作产业园支持政策21条》，吸引3

家东部企业实际投资67亿元，通过完善带

贫机制帮助4186人实现脱贫，同时在机

制、平台上为深化东西协作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我们既端碗送水，又挖塘养鱼。”

乐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形象地说。

2019年4月，乐山市五通桥区承接
了东部企业晶科能源总投资150亿元的
25GW 单晶拉棒切方项目。100 天后，
项目实现一期点火生产，第一次彰显了

东西部产业协作的“乐山速度”。
2021年2月，乐山犍为县浙乐协作

产业园里，四川豪杰摩托车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传出了阵阵摩托车的轰鸣声，
生产总装流水线上的员工正在对摩托车
的各个零部件进行总装。四川豪杰摩托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显义介绍，犍为产
业园的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吸引他将
产业转至犍为发展。“入驻园区，公司从
签约到拿证只用了3小时。”他说，东西部
产业协作“乐山速度”再一次让人惊叹。

目前园区内已建起50000平米（一
期）标准化厂房，“犍为园”“马边园”“峨边
园”“沐川园”“金口河园”比邻而居。“标准
化厂房运营收益由‘三县一区’和犍为县

按投入比例进行分配并实行保底，招商
引资项目税收县级留存部分，由‘三县一
区’和犍为县按约定分享。”犍为县经济
开发区负责人介绍，“我们正在构建东西
部共同参与、市县两级协同、市场化运作
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格局，努力把30
多平方公里的犍为园区，建设成为东西
部产业协作的全国示范园。”

人才培育
激发“脱贫”志气，培养“奔康”能力

“小凉山”彝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在“共同富裕”道路
上迈出新的步伐？

“通过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赋

能添动力、强能力，是乐山东西部扶贫协
作给出的实现长效扶贫、致富奔康的答
案。”乐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马边县的校园里，有一些特别的班
级——“鲁迅班”“元培班”“树人班”……
这些班级是对口帮扶马边的绍兴市越城
区，先后投入扶贫协作资金 2000 多万
元，通过以点带面、以班促校等多种方
式，搭建起的一套从学前教育到高中的
完整教育帮扶体系，也是阻断“小凉山”
彝区贫困代际传递的一道坚固防线。

为了更快扫除彝族幼儿学习障碍，
浙江高校青年支教团、对口选派教师团、
教育品牌企业团纷纷加入“小凉山”彝区

“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帮助培训45个
乡镇289个幼教点594位辅导员。截至
2020年9月，“小凉山”彝区幼儿普通话
测试优良率达97.8%。

2019年10月，英国伦敦设计节上，
一款由杭州中国美院团队和彝族姑娘阿
赫秀枝共同创作的彝绣丝巾，卖出了
2000 元的高价。中国美术学院在峨边
县开展的“扶贫四川小凉山公益设计计
划”，赋予了彝绣现代化、国际化的表
达。“这款丝巾既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东
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也是文化赋能沃土
上开出的第一朵‘报春花’。现在，沐川
的蜂蜜在长三角地区广受欢迎，马边的
青梅果运进了绍兴黄酒酿造车间，金口
河的乌天麻和老鹰茶成了金华市的知名
农特产品。”乐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东西部扶贫协作志智双扶培育人才
的努力，已转化成了脱贫群众酿造更加
美好生活的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叶海燕

乐山市发展改革委荣膺“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东西部扶贫协作带动10.5万贫困人口脱贫

犍为县东西协作产业园区（乐山市发改委供图）

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特别报道

绵阳涪城区脱贫路上的
督查员“唐大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洪攀 姚

茂强）“我们辖区以城市人口为主，
2007 年底对所辖乡镇进行摸底，有
2000余户贫困户。”唐娟是从绵阳市
涪城区农业局抽调到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的，负责督查工作。“这个工作就是
得罪人的活，但总得有人干。”她说。

唐娟记得，2018年8月，她在督
查原绵阳市涪城区金峰镇八庙子村
时，发现当时的村两委班子不和谐，

“当地的基础设施很差，出行道路不
通，群众的不满意率达到了80%。”她
立即将督查到的情况上报给区委、区
政府。涪城区立即派出工作组深入
八庙子村，对村班子进行整顿，并帮
助村民修建村道及入户路，让水泥路
通到老百姓的院子前。

唐娟说，以前不知道大家调侃
她，直到有一次开通报会，坐在一旁
的涪城区新皂镇镇长的微信响了，

“注意到，‘唐大炮’要向你开炮了。”
唐娟转头看了微信，才知道大家给她
取了绰号。

在督查过程中，唐娟探索了“大
数据+扶贫”的信息化工作模式，将帮
扶工作与省扶贫大数据平台相结合,
干部、群众只需扫一扫“明白卡”上的
二维码，便可将信息汇集、数据分析、
过程监控等功能“一码”打尽，进一步
提高了脱贫攻坚工作质效，规范相关
扶贫资料及行业帮扶数据对接。

2018 年底，涪城区通过脱贫攻
坚验收。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作出的利国利
民的重大战略部署，有机会参加这场战
役是我的荣幸，也是我应该做的。”4月
22日，刚刚荣获“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称号的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田湾河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红激动地说。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李
红带领田湾河公司向三地（雅安市石棉县
草科乡、甘孜州康定市贡嘎山乡和乐山市
金口河区新民村）累计投入170余万元，
助力对口帮扶乡、村形成特色增收产业，
为当地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交通先行
积极投身当地基础建设

静谧的草科乡，可以静听鸟鸣虫吟，
远眺雪山巍峨，但看似诗意的生活，置身
其中却又是另一番模样。

交通不便，孩子们披星戴月翻越十多
里山路才能到学校；人烟稀少，小店里只
有一些尘封已久的简单日用品。多年前，
作为雅安市石棉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基
础设施的滞后制约了草科乡的发展。

基础建设，交通先行。作为草科乡

的龙头企业，近些年来，田湾河公司积极
投身当地基础建设，改善了当地道路不
通、通讯闭塞的情况，使得草科乡基础建
设得到飞跃发展。

共谋发展
建“温泉小镇”撬动当地经济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按照川
投集团的部署，李红对田湾河公司对口
帮扶的三地进行整体规划，探索产业增
收的路子。

2013年起，李红带领公司成员深入
走访贫困村民，了解当地产业发展大方

向，援助生产物资和技术帮助，开启了田
湾河公司扶贫从单纯“输血”到“造血”的
跨越式转变。

目前，田湾河公司支持村民发展重
楼（一种中药）种植业和绿色农副新产品
种植业，协助开展白芨与金丝皇菊产业
发展，及时支援相关生产机具，为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针对贡嘎山乡
牧民提供公益岗位20个，为牧区贫困群
众增收提供了有效渠道。

最近几年，李红又将田湾河公司的
角色转变为三地产业合作的“沟通桥
梁”。她立足公司平台，创新性地提出了

“一企三地”联动模式，为三地强化产业
发展合作、经验学习与优势互补，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截至2020年底，田湾河公司帮扶对
象均高质量脱贫“摘帽”。但李红没有局
限于眼前的成绩，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乡
村振兴新目标。

李红指出，着眼于石棉、康定丰富的
水电和旅游资源，“十四五”期间，将以

“水电+旅游”的路径，撬动当地经济进一
步发展。她说，由田湾河公司主导建设
的“草科温泉小镇”将成为一个吸纳就业
过千人的致富新平台，并将有效辐射和
推动“环贡嘎大环线”区域内的群众，为
石棉、康定两地的乡村振兴打下基础。

“通过资源整合，我们和当地政府共同发
展旅游经济，带动老百姓增收。”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川投田湾河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红：

以“水电+旅游”方式 撬动当地经济

李红

李红
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