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下午2点多，县郊
的一处山坡上，冯灼华和张祖
安以晴隆县城为背景合影留
念，两人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
静。1999 年，时任宁波市第一
任对口扶贫办主任的张祖安，
在晴隆帮扶工作时在此处拍有
旧照，背景里还是破旧的老县
城，如今已换了新颜。

张祖安曾60多次往返于宁
波和黔东南州、黔西南州之间，
被当地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

“苗家大哥”，而冯灼华 1996 年
大学毕业分配至原宁波市林业

局工作时，局长正是张祖安。
冯灼华向记者回忆，虽已

时隔 20 余年，自己始终记得刚
进单位时老领导的谈话：“到林
业局工作，要吃得了苦、接得了
地气！”没想到的是，扶贫路上
自己竟沿着老领导的足迹也走
到了黔西南州。

冯灼华说，自己与贵州扶贫
颇有渊源，2018 年被选派来黔
时，时任宁波市林业局局长的许
义平也曾于2000年在黔西南州
贞丰县挂职。一任接着一任干，
他们三人的扶贫经历，不啻是宁

波对口扶贫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

虽然不同时期扶贫工作的环境
和任务不同，工作地点和时间也
不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帮助更多的当地群众脱贫，
他们身上的那股精神和拼命劲
更是一致的——肩上有担当，脚
下有泥土，不甘落人后。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但脱贫不脱帮扶，相信在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宁波干部接
力前行，续写甬黔携手的新故
事。 记者 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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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抓两业，一意为脱贫
贵州晴隆县委常委、副县长冯灼华讲述他的产业与就业扶贫故事

“今年从宁海新引进了南美白对虾
养殖项目，7月有望上市；去年引进的
水蛭养殖项目效益很好，已被同为深度
贫困县的望谟县看中，企业在望谟新发
展了200亩……”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
隆县挂职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冯灼
华说起一项项扶贫项目，如数家珍。

2018年4月，时任宁波市林场场
长的冯灼华，由市委组织部选派至晴隆
县负责东西部对口扶贫工作。两年多
来，冯灼华在这片深度贫困的土地上跋
山涉水、摸爬滚打，“中华慈善奖”获得
者、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
旺前往当地考察后，由衷称赞他“把东
部经济发展先进理念带到西部”，“呕心
沥血为晴隆脱贫服务”，“头上的白发见
证了他付出的艰辛”。

这两年多来，宁波对口帮扶晴隆效
果显著、成绩优秀，2019年晴隆超额完
成脱贫攻坚年度计划，在代表贵州省和
黔西南州接受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考核中，等次从
“较好”提升到“好”，冯灼华也被评为
“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

“茶产业是晴隆县的农业主导产业，累
计种植16.1万亩，预计2020年干茶产量可
达 5300 吨，其中名优茶 300 吨，夏秋茶
5000吨。”冯灼华告诉记者，晴隆种茶、制茶
历史悠久，但以前只有小规模的制茶企业，
加工能力有限，夏秋茶就算采下来也卖不出
去，以致当地群众干脆就不采。

2018年，冯灼华带领扶贫工作组深入
走访调研后，当年就投入1100万元帮扶资
金，帮助浙商企业晴隆县兴鑫茶业有限公司
建设生产厂房，提升生产能力。

兴鑫茶业董事长梁健祥介绍说，企业运
行日处理能力现已达5万至8万斤，完全能
消化周边乡镇茶叶产能。不少农户又开始
采起了夏秋茶，有的每天可采一两百斤，每
斤售价1.2-1.5元。据了解，兴鑫茶业已与
24家茶叶专业合作社签订了购销协议，覆盖
6000户农户，年户均增收达2000元以上。

“扶贫帮扶重点要扶产业，帮扶产业关
键要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实现精准扶贫和长
足发展。”冯灼华说，要做到全产业链建设，
才能做强产业，同时使各环节的农户都能实
现增收致富。以前茶苗都从浙江、福建等地
购进，为针对性育苗、本地供苗、降低运输成
本并提高成活率，工作组在2019年安排茶
苗繁育基地项目近400亩，带了一个好头。
今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100亩，可供4万
亩茶园种植。

前不久，浙茶集团董事长毛立民专程来
晴隆考察，他说：“我是第一次来，没想到晴
隆茶产业的基础这么好，发展方向也是对路
的。”毛立民同时表达了下一步双方深度合
作的意向。

如今，晴隆全县已建立32个专业茶叶
村，预计2020年可实现产值2.2亿元，带动
就业80万人次，辐射带动农户2.2万户8.6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480户2.62
万人），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2019年6月，黔西南州在贵
州省率先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33.85万人走出大山，从根本
上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其中，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在整体搬迁
后，就有6000余名群众迁入毗
邻县城的阿妹戚托小镇。

“但搬到城里后没有了土
地，生活怎么办？必须要针对
群众劳动技能不足、工作时间
不固定的实际情况，寻找新对
策。”冯灼华告诉记者，在紧挨
阿妹戚托小镇的三宝乡产业
园，宁波安排800万元帮扶资

金，建起了一个以制衣和来料
加工为主的“扶贫车间”——晴
隆县龙发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扶贫工作组引导宁海企业
与其达成定向订单，年订单合
计5万套，并积极牵线申洲集团
与其结对，捐赠生产设备、培训
骨干员工、提供技术服务等。
龙发服饰负责人李志彩说，如
今企业带动了本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131人，其中贫困户85
人，每人月平均工资超过了
2000元。

“要真正让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
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承，得通过
创业深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的扶贫模式。”冯灼华告
诉记者，两年内，他们选择市场
前景好、产品需求稳、能保障群
众稳定就业的企业作为对口帮
扶主体，在晴隆建起了“扶贫车
间”16 家，吸纳群众就业 713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就业444
人、残疾人28人，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人数居全黔西南州第
一，实现贫困户在家即可照顾
老人、带孩子、数钱票子。

“今年以来，晴隆与宁波并
未因疫情而影响两地劳务协
作，相反，两地以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为契机，加大了协作。”冯
灼华告诉记者，截至日前，已有
560余名晴隆籍贫困务工人员
在宁海稳定就业，疫情期间无
一人返乡回流。

冯灼华说，就业扶贫是帮
助贫困群众增收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式，“群众外出务工，不
仅增加了收入，还能增长见识，
掌握技能，是实现一人务工、全

家脱贫的有效途径。”
冯灼华向记者介绍，为了

确保就业，扶贫工作组做足了
“绣花功夫”，“在县脱贫攻坚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配合
县委组织部，依托建立在村（社
区）基础上的网格体系，成立
1056个党小组，制定明确‘七类
人员’职责任务，精准定组、定
人、定责，逐户开展劳动力信息
排查核查，逐人开展就业宣传
动员和岗位对接匹配，充分运
用‘政府+劳务公司+劳务经纪

人+劳动力’四位一体就业扶贫
新模式，全面推进就业扶贫工
作。”

同时，在劳动力技能培训、
服务保障等方面下足功夫，组建
了晴隆驻宁海县劳务协作工作
站和宁海人力资源市场晴隆分
市场，促成晴隆在宁海的挂职干
部成立“乡音服务团”，“建立了
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微信群，对外
出务工人员一对一后续服务，真
正做到外出务工群众在哪里，服
务就跟进到哪里。”

产业帮扶关键在因地制宜
茶产业带动2.62万人脱贫

扶贫车间让挣钱顾家两不误
在家就可带孩子、数票子

就业扶贫最直接、最有效
疫情期间来甬务工无一人返乡回流

采访手记 一任接着一任干，扶贫是场“接力赛”

冯灼华（左二）在晴隆茶厂调研工作。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