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胡占军，甘泉县高家河村及周边
的群众几乎人人知晓，在人们的印象中，
他既是致富能手，又是 200 头猪的“司
令”。

记者走进胡占军的家里，胡占军正
往车里装玉米。1969年出生在安塞的胡
占军，1992年来到甘泉，一直在打工，直
到在高家河行政村落了户后，他成了庄
稼汉。因为一直有关节炎，老婆也是普
通的农村妇女，所以，他一边看病一边打
工。2014年年初，他因为关节炎瘫痪了
半年，随后，他的脚踝骨坏死了，这突如
其来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让这家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一
度陷入绝境。那个时候的胡占军不想给
家里添负担，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是妻
子的眼泪唤醒了他，他知道自己不能死，
只好求助亲戚朋友凑够了 25万元，去北
京 301医院做了手术。经过一年的保养
及帮扶单位县残联的帮助，胡占军虽然
站起来了，但还是三级肢残人。那时的
他正为还不上看病借来的钱发愁，县残
联便鼓励他创业，他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后高兴地笑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残
疾人，就一味地依赖政府。正如他所说
的：“生存就得自力更生，要想还清欠账
就得自己努力。”

胡占军觉得自己养猪比较在行。从
2016年 1月份开始，他四处考察，他认为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原生态
的比较好。早上给猪把玉米喂了，然后把
它们赶到深山里，让它们自己解决吃食问
题，晚上回来再给它们喂玉米。这样想没
用，必须实践才行，可没那么多钱，怎么办
呢？在县残联的帮助下，他在离家5公里
的山沟里建起了养猪场。养猪场建好后，
买回 60头猪，其中有 13头母猪。他正在
为怎么把玉米往猪场拉而发愁时，县残联
得知情况后，立刻给他补助了 1万元，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胡占军心怀感激。

拿胡占军老婆的话来说，自把猪买回
来，他好像眼里只有猪，深更半夜才回来，
早上天还没亮就出去了。经过胡占军的
努力，到了年底，猪存栏120头。猪大了，
该卖了，可这猪不能只卖个饲料猪的价
格。他便杀了头猪，分别去了西安和延安
等地，当他说他的猪是生态猪时，很多人
不相信，他便剁出一块子，让他们拿到附
近的食堂去做，没想到猪肉刚做了一会，
那个香味已经飘了出来。从那之后，生态
猪的销路不是问题了，当年就出栏60头，
让他还清了外债。

2017年，有了一年的养猪经验，他又
在离家10公里的新家河村民小组建起了

养猪场，同样买回来60头猪，其中有15头
母猪。经过胡占军夫妇的努力及大女儿
的帮助，目前，母猪共有 50头，一年繁育
400头猪娃，县残联帮其销售卖得6万元。

胡占军致富不忘本。2017年，他建

起了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并带动了 16
户残疾人开始养猪，今天跑这家，明天去
那家，指导残疾人发展生态猪产业，他成
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榜样。

安塞区按照文化助力精准脱贫工作
思路，组建了以贫困户为主体的安塞励志
扶贫艺术团，从脱贫攻坚中的鲜活人物和
事例中创作文艺精品。从5月中旬起，在
全区55个贫困村、14个集贸点、城区三大
广场巡回演出，宣传好政策，传播正能量，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现场群众乐享文化盛宴

“又养鸡来又种棚，收入年年往上升，
一是政策好，二要人勤奋，好日子越过越
舒心！大棚卖得这沓沓，鸡蛋卖得这洼
洼，这沓沓加上这洼洼，叫我好好数一哈
……”安塞区沿河湾镇广场的戏台上，新
编小品《二狗脱贫》正在上演，台下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秧歌剧、歌曲、小品……众
多的艺术形式，目标直指“扶志”。扶贫局
局长牛社智说：“我们开展下乡文艺展演
活动，就是要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贫困群众，让他
们树立脱贫的志气。”

据了解，这些节目都是贫困户与文艺
工作者精心编创的，作品既融入脱贫攻
坚、乡风文明元素，又贴近百姓生活实际，
获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大呼过瘾。在场
群众纷纷表示，“智志双扶”文艺演出让条
文不再枯燥，让政策不再悬空，希望以后
能多看到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

典型演出激活致富基因

演出现场，拓振东的小品《项目扶贫》
传递出无限的正能量。他原来是一位贫
困户，为了尽快脱贫，一次就种了 5个大
棚，实现了当年就脱贫，成为脱贫之星。
他的表演生动活泼、幽默诙谐，深受观众
欢迎，感染了更多的贫困群众，提升了他
们的脱贫信心。

杭树开是砖窑湾镇的一名贫困户，5

年前在打工期间因为工程事故导致脚部
伤残，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是他身残
志不残，积极寻找自我发展、自我脱贫之
路。2017年，他参加了安塞扶贫开发局
举办的陕北说书艺术培训，他的说书艺术
水平大大提高。2018年正月，他应邀到

河南开封进行了 110余场的陕北说书演
出，既把陕北黄土文化带到中原大舞台，
又增加了收入，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

村民刘学发说，他们能过上好日子，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不能老是盯着政

府给了谁低保，给了谁修房子的钱，我们
应该看到自己哪里没有别人努力。

“大家要自己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去
赚钱，不要只依靠政府。”听了两个典型人
物的说唱演出，村民李军表示，一定会依
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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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杜子龙
视觉/苏舟
组版/刘欢欢
校对/李欢

3

精准扶贫的延安路径

文艺表演激励人“智志双扶”促脱贫
——安塞扶贫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通讯员 刘娜

● 樊雄（左）在乡村旅馆指导服务员铺床

脱贫故事

创新工作方法 助力脱贫攻坚

我市改造农村危房
7384户全部开工
力争6月底竣工8月底入住

本报讯（记者 宋伟 通讯员 樊蓉 刘苗）记者从
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将改造农村危房 7384户。今年 3
月份以来，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总体目标要求，延安市住建局一手抓危房摸底认定，一
手抓开工进度，全市共认定农村危房7384户，其中“四
类重点对象”1410户，C级764户，D级646户；“非四类
重点对象”5974户，C级2990户，D级2987户。截至目
前，全市 7384户全部开工，开工率为 100%，竣工 3150
户，竣工率为 42.7%。其中，“四类重点对象”竣工 667
户，竣工率为 47.3%；“非四类重点对象”竣工 2483户，
竣工率为41.6%。延安市在全省农村危房改造第一季
度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名。

4月 13日，市政府召开全市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管领导进行了再部署、再安
排。市县均制订了《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逐级召
开了动员部署会议，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或“军令
状”，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服务队伍。市县政府多方筹措
资金，市政府安排对“非四类重点对象”市级财政户均
补助1万元，各县区明确了分类补助标准。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实行局领导包抓县区、局属单
位（科室）包抓今年贫困退出村、科级干部包抓“四类重
点对象”危改户的“三级包抓”工作机制。县区也同步
落实了县级领导、住建局领导、乡镇干部包抓责任。3
月份以来，该局组织三级包抓领导开展了两轮精准认
定和工作推进督查，14个包抓局属单位（科室）对 338
个退出贫困村、6万多农户，逐村、逐户进行排查，纠正
错评和漏评 384户；48名包抓干部对 1410户“四类重
点对象”的开工、政策宣传和质量安全等方面逐户进行
检查，下发了一季度督查通报和各县区问题清单。

市住建局将紧盯7384户危改任务目标，牢牢把握
6月底竣工、8月底入住两个时间节点，聚焦面积控制、
质量标准和卫生厕所配建三个方面要求，确保在脱贫
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村村过硬、户户过硬。

本报讯（通讯员 白喜军 记者 王
婷）今年以来，宝塔区冯庄乡针对农户果
蔬销售难、效益不佳等问题，把党建工作
与产业兴旺深度融合，推行“支部+贫困
户+合作社+市场”发展模式，紧盯市场、突
出特色、统一品牌，有效提高冯庄果蔬知
名度，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户户联建，实现抱团互助发展。该乡

积极引导致富带头人、产业大户、贫困户，
组建易发蔬菜专业合作社，打破村组属地
界限，在产业村联合建立党总支，通过党
员帮扶带动，让党员示范作用发挥在富民
产业上。目前，全乡蔬菜种植户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其中12户贫困户新发展起了
蔬菜产业。

村企联创，实现资源整合发展。该

乡引进延安绿港农业公司，推广现代农
业无公害技术、标准化生产技术，为壮
大蔬菜产业和农户脱贫致富提供了技
术支撑；借力延安德耀旅游公司，发展
观光采摘、民宿体验、教育培训等为一
体的乡村旅游，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

城乡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发展。冯庄

乡还在城区设立冯庄果蔬直营店，由该乡
易发蔬菜专业合作社与凤凰街道办中心
街社区、宝塔山街道办嘉陵社区建立城乡
党建结对帮扶。通过结对，既解决了农产
品的销路问题，也引导农户规范经营，便
于城市管理，让城市居民吃到放心菜，为
解决城市管理与菜农卖菜难提供了新思
路。

本报讯（记者 高乐 通讯员 常健） 6月 9日上
午，当一辆满载米、面、油、电动喷雾器、农用工具、衣服
等爱心物资的汽车，驶入宝塔区柳林镇牛庄村时，当地
村民迅速朝“爱心超市”门口聚拢，不少村民当场就领
取到了所需物资。

据了解，宝塔区住建局党委此次为包扶村柳林镇
牛庄村“爱心超市”捐赠了价值 1万元的生产生活用
品。该局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文强告诉记者，这批爱心
物资是按照困难村民需求定制捐助的，一部分现场发
给村民，其余物资将填充入“爱心超市”，长期按需供应
村民。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宝塔区住建局将包扶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牛庄村争取了扶贫贷款45万
元、资金互助协会贷款16.4万元、生产设施建设补助资
金 19.8万元；落实了低保政策 13户 31人、教育支持 8
户9人、医疗救助23户29人、危房改造8户、就近重建
3户；扶持发展起了养猪、养牛等产业户 18户，为产业
户购买旋耕机、割草机、打药机、果树肥料等农资器具，
铺设生产道路，帮助农户销售农副产品；实施了饮水、
亮化、桥梁维修、道路改造等工程，建设了活动广场，解
决了群众吃水难、出行难问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了进一步改善。在该局的帮扶下，牛庄村目前已有15
户35人成功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慧 刘杨阳）近日，黄龙县
农业局组织苹果、核桃等相关产业的技术人员，深入全
县各个村组开展“一对一”技术指导服务，为全县产业
脱贫提供技术保障。

培训期间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核桃树遭受冻害后
修剪干枝及夏季修剪留枝问题、苹果园当前套袋注意
事项及夏季管理要领、玉米和中蜂产业因近期气温反
常遇到的突发现象及应对措施、果园套种农作物和喷
洒除草剂注意事项、特色产业蔬菜和中药材等日常管
理问题等。自5月29日开始，技术员深入7个乡镇124
户，用9天时间，对贫困户“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

“按照产业扶贫工作总体要求，随后我们将和镇、
村及时沟通，关注这 124户产业发展情况。根据产业
发展不同的技术需求，必要时组织省、市相关专家技术
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入户技术指导，为产业扶贫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农业局副局长韩平章说。

● 小品《项目扶贫》

宝塔区冯庄乡推出“三联”举措

果蔬名气提高 农民收入增加

胡占军：身残志坚不等靠 自己创业还清账
通讯员 范筱霞 本报记者 李星棋

包扶单位送物资
贫困群众免费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