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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注 11

伊旗交管大队全员在岗 全力保障交管业务办理
复工复产以来，伊旗交管大队车管窗口迎来业务办理的高峰期，为了让广大人民群

众能够顺利快捷办理业务，车管分所提前谋划，按窗口职责明确分工，保证全员在岗在

位。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后顾之忧，全力保障复工复产工作顺利

开展。 文/李 军 王 江

贵州乌蒙山深处，春

回大地，万物复苏。

清早，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五里岗街道梨

坪社区45岁贫困村民李世

忠便来到蔬菜基地，开始

播种今年的早熟洋芋。

和李世忠一起忙碌的

有 20 多个村民，翻犁、播

种、施肥、盖膜……大家戴

着口罩，保持着适当距离，

熟练地在地里劳作。

“大家各干各的，不要

聚起摆龙门阵。”梨坪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章明不时提

醒着。他告诉记者，为抢抓

农时，保证群众增收，社区

早早开始筹划、组织春耕，

“现在种下去，亩产在3000

斤左右，4月底就能错峰上

市，价格是平时的两倍。”

梨坪社区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77 户 328 人，其所在的

威宁县是深度贫困县，全

县目前还剩余3.83万贫困

人口。

“绝不能等到疫情结

束了再来抓脱贫。”元宵节

刚过，甘肃东乡族自治县

龙泉镇拱北湾村第一书记

邓文涛就忙活起来。

靠着劳务输出、特色

农产品种植和牛羊养殖，

2019年底拱北湾村实现了

整村脱贫。“刚刚脱贫的群

众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

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

们的生产生活。”邓文涛

说，两个“战役”一起打，疫

情防控不能停，帮扶生产

更不能等。

在重庆，对于患新冠

肺炎的贫困群众，区县扶

贫部门和结对帮扶干部跟

踪了解救治情况，民政部

门按低保标准 2 倍按月发

放临时救助金。在甘肃，对

一些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

群众，扶贫干部搞起了微

信视频课，在线进行技术

培训和防疫学习，帮大家

提升技能积极充电。

宁 夏 西 海 固 、甘 肃

临夏、湖南湘西、贵州威

宁……中国地图上这一块

块被贴了多年贫困标签的

区域，正在以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奋斗姿态向贫困作

别，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阔步迈进。

脱贫攻坚一线打响两场硬仗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王 磊 何晨阳 侯雪静 冯开华 王 鹏

“早一天干活就多挣

一天钱，我天天守着电话

等消息，时刻关注疫情进

展。”宁夏固原西吉县贫困

户张晓原本打算大年初六

外出务工，但因疫情企业

延迟复工，一直待在家。

张晓家住吉强镇前咀

村，这些天村民和村干部

心里都有点着急上火。

“我们村离县城近，劳

务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

大，村里就剩2户9人没脱

贫了，本来压力不大，但现

在不努把力，疫情影响脱

贫可就糟了。”这阵子前咀

村第一书记张琳嗓子都哑

了。

西吉县是宁夏贫困面

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

程度最深的一个县，也是

宁夏最后一个尚未脱贫的

县。在西吉县，像张琳这样

的驻村第一书记超过 100

位，最近大家在微信群里

讨论最多的就是防疫高招

和脱贫点子。

从大年初四回到前咀

村，村里的疫情防控检查

点就成了张琳的家。这些

天，他一边忙防疫，一边帮

村民对接用工信息。“只有

把村民务工安排好，心里

才踏实。”

就在张琳的手机打得

发烫的时候，张晓家的电

话终于响了。2月26日，在

村干部协调下，张晓终于

可以重新回到固原市的一

处建筑工地上工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劳

务收入在不少贫困地区农

民收入中占比超三分之

一，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

源之一。加速企业复工复

产，是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之战的关键环节。

贵州是劳务输出大

省。“我们千方百计对接广

东、福建、浙江等地的人社

部门，帮农民工和企业牵

上线，在做好防护的前提

下 ，让 大 家 尽 快 返 岗 就

业。”桐梓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张斌说，县

里用客运大巴免费送大家

到打工地点。

复工群众出去了，守

在贫困户家门口的扶贫车

间也要尽快“转”起来。

元宵节刚过，湖南省

江华瑶族自治县如意社区

贫困户韦珍凤就急着打听

社区扶贫车间的复工情

况。去年，她在扶贫车间上

班，收入稳定。疫情下，扶

贫车间停工了，韦珍凤家

就断了收入来源。

“特殊时期，更要保证

贫 困 群 众 有 事 做 ，有 收

入。”得知韦珍凤的难处，

驻村干部宁林波马上联系

社区扶贫车间负责人，一

起商讨复工方案、重新安

排工作任务，让贫困群众

在家也能有活干、有收入。

在甘肃，5万个新增的

乡村公益性岗位，给无法

外出的贫困劳动力添了

“饭碗”；在重庆，暂时不能

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被

当地优先安排就近就业；

在贵州，分时段、分散灵活

的复工复产“战法”有序推

进……抗疫情、保就业、稳

收入，绝不能让疫情影响了

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

春节前后，正是脐橙

热销时。今年受疫情影响，

湖南新宁县枧杆山村贫困

户何英富望着销售无门的

“黄金果”，急得上了火。

“老何，别担心，你的脐

橙，我们帮你销。”长沙理工

大学驻枧杆山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宋刘斌和队员们利

用电商平台和线下“以购代

捐”方式，为村里贫困户家

的脐橙找到了销路。

疫情发生后，不少帮扶

队员化身网上推销员、村干

部当上了农资物流配送员。

畅通渠道、对接产销、用活

电商平台，让疫情防得住、

产品出得去、农资进得来。

销售难题有缓解，农

业生产也不敢误。

当春时节播种忙。受

疫情影响，重庆潼南区小

渡镇高坝村的脱贫户李晓

强没法出村买农资，可他

依然在自家蔬菜地里忙得

起劲。

“ 这 两 天 ，3 亩 多 蔬

菜种子就能全部播完，里

面有瓢儿白、四季豆、豇

豆……”李晓强说，多亏了

村干部把种子送上门，否

则地里就只能长草了。

草，却是甘肃临夏回

族自治州人王云兰的牧场

里当下最急需的。

“运输公司没有复工，饲

草采购基本中断。”王云兰是

东乡族自治县龙泉镇大岭前

进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她

说，牧场有300头牛3月份就

要出栏了，急等饲草。

东乡族自治县，是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中

“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王云兰的公司年出栏5000

头牛，吸纳周边 24 个贫困

村的合作社入股，带动贫

困户2000户。

“村里有不少贫困户

入股，还有不少贫困村民

在公司带动下发展养殖业

增收。”龙泉镇中岭村党支

部书记马进华说，再难也

绝不能掉链子。村里通过

微信群求购，不到两周时

间，就筹集了5万斤饲料，

给王云兰解了难。

靠实干解实难，是全

国各地在特殊时期战胜疫

情影响的关键所在。

【返岗复工】

收入来源不能断

【产销对接】

农业农时不能误

【精准施策】

脱贫增收不能缓

抗“疫”不松劲，战贫不停步。两个战场，都是硬仗。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

还要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必须再加把劲，狠抓攻坚工作落实。

从六盘山下到乌蒙山畔，从渤海之滨到湘西武陵山深处，各地

干部群众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返岗复工，让打工者出得

去；农资保供，让田间地头活起来；产销对接，让咱家的货走起来；

拿出实招，让扶贫车间的机器“唱”起来……

固原市外出务工人员出发前测量体温固原市外出务工人员出发前测量体温

贺兰县村民在育苗大棚为黄瓜浇水为黄瓜浇水

贺兰县村民在打理秧苗贺兰县村民在打理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