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TE  GRID26

特别策划  Special Report

多措并举助力脱贫攻坚
文 / 本刊记者 王为民   通讯员 黄宇清  普布永措

在“三区三州”扶贫版图中，青海是一个特殊的地

方。这里藏区面积近 70 万平方公里，占青海全省总面

积的 97%，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高寒缺氧、生态

脆弱、地广人稀，是中央深度扶贫的主战场之一。

2017 年，国家将青海省藏区纳入“三区三州”深

度扶贫地区范围。青海省确定了 15 个深度贫困县，

129 个深度困难乡镇和 24.1 万深度贫困人口。其中藏

区深度贫困乡镇 104 个。

加快深度扶贫地区脱贫致富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电网公司以党建工作为引领，

充分发挥基层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持续加大投入，积极推进青海藏区电网建设，全力

助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电力到家 

从青海西宁西行800余公里就到了“三江之源”——

玉树藏族自治州。这里平均海拔4200多米，湛蓝的天空、

碧绿的草甸、五彩的经幡 , 还有那些自由自在低头吃草

的牦牛，组成了一幅原始而淳朴的自然风光。 

与优美的风光相反差的是当地落后的经济。据玉树

州州委在 2016 年进行的一次全州摸底排查发现，全州

289 个行政村中尚有 104 个贫困村，8.1 万贫困人口。

虽然经过持续扶贫攻坚，玉树州今年的贫困村减少至

73 个，贫困人口减少至 7.1 万人，但与内陆地区相比仍

有不少差距。

8 月 14 日，记者来到距离玉树州玉树市 400 多公

里外的称多县称文镇。该镇下设 11 个村共 8000 多人口，

其中 6000 多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是玉树州最贫

困的镇之一。

称文镇镇长元丁尼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

各村家家户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放牧，但村里电压低，

很难进行牦牛、羊等牲畜的规模化饲养，更谈不上农副

产品的深加工，牧民收入来源非常单一。    

国网青海电力公司运检三处王晓峰处长告诉记者，

前几年，玉树全州电网由地方企业管理，一直是孤网运

行，与大电网联系薄弱，供电能力低，供电范围小，运

行水平差，有些地区还分时段、分区域供电，严重制约

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解决“用上电”和“用好电”的问题，国网青

海电力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通过电网延伸方式

提高供电可靠性，实现了 330 千伏大电网联通玉树。

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发策部规划二处王猛告诉记者，

为了发挥大电网的优势，国网青海电力编制了青海省“三

区两州”行动计划，计划在未来 3 年内投资 63 亿元，

实现藏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户均配电容量达 2

千伏安，智能电表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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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推进电网建设的同时，国网青海电力成立了

由 30 名藏、汉族员工组成的玉树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

队，在驻村书记落格才仁的带领下，承担当地深度扶贫

工作。因为工作出色，2016 年，落格才仁被称多县任

命为称文镇雪吾村支部第一书记。

落格才仁驻村后，走访每家每户，详细询问每户的

收入和生活状况，争取对每一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随

着大电网不断延伸，以前村里低电压的情况已经没有了。

通上动力电后，村民们不但能保证正常用电，还能在村

子里榨油、磨面。

“国家电网的大电网进来以后，乡亲们都用上了电。

线路也都改造好了，管理也更规范了。这就解决了扶贫

中的一个大问题，好日子有盼头了。”落格才仁难以掩

示心中的喜悦。

记者在雪吾村一处榨油坊看到，一台榨油机刚刚安

装完毕。元丁尼玛告诉记者，这是村里新购置的，过一

段时间等秋凉时就可以榨油菜籽油了。“100 斤油菜籽

油能榨油 50 斤，每斤能卖到 7 块多，利润可观，牧民

又多了一个收入来源。到时候，闸刀轻轻一推，我们的

生活就会越来越好。”落格才仁幽默地说。

“作为西部内陆欠发达多民族省份，青海省深度贫

困地区面积约占全省 95%，扶贫任务重、难度大。连接

大电网后，电力有了充足保证，我们统计了，搞农牧业

加工，一年下来人均增收 1300 元，不仅让牧民们多了

份收入来源，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经济水平。”元丁

尼玛说。

扶贫还要扶智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扶贫最终的目标是要

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它能够解决“一

世”而不是“一时”的贫困问题。国网青海电力始终将

扶智摆在扶贫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把贫困牧民心焐热、

脑更新、劲鼓起，让自身努力与外界助力同步共振，提

升脱贫的内生动力。

更尕尼玛是玉树州雪吾村的贫困户。早些年，更尕

尼玛外出务工受伤右腿落下终身残疾，妻子身体不好，

常年服药，家中 7 个孩子，最大的还在上初中，家里仅

有的收入就是平时农忙时帮人放牧赚点钱，经济一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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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拮据。

 第一次见到更尕尼玛，落格才仁就把他家作为定

点帮扶对象，去年还一次性捐助了 7000 元。此外，他

还组织玉树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党员，一对一主动

和贫困对象建立结对关系，按季度为贫困户们捐钱捐物。

“党员就是要起到带头作用，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然而，像更尕尼玛这样的家庭在当地不在少数，

经济上的帮助毕竟有限，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落格

才仁认为，要让更尕尼玛这样的家庭真正走出贫困，必

须改变传统的观念，让孩子学知识，靠自身的努力改变

命运，不要让贫困延续到下一代。

记者采访期间，落格才仁带着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几

位党员正要去更尕尼玛家。“过段时间他家最小的孩子

要上二年级了，我们准备了一些文具送给她。”在落格

才仁看来，一定要保障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是雪吾村未

来的希望，不能做“穷二代”，要永久摘下“贫困户”

的帽子。

但是，让落格才仁意外的是，更尕尼玛对孩子上学

的事并不是那么热心，主要还是因为学费的问题。虽然

义务阶段免收学杂费，但各种其他的学习开支，如文具、

吃住等，对于一个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为了打消更尕尼玛的后顾之忧，落格才仁和三江源共产

党员服务队的同事多次去更尕尼玛家与他和孩子谈心交

流，经过耐心的沟通，最终打开了他们的心结。

“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让孩子进校园读书的

念头，总是在想办法从物质和精神上帮困难群众，还联

系学校、爱心协会等各方社会资源一起帮扶，保证孩子

们上学无忧。”元丁尼玛告诉记者。

“对于贫困牧民家庭的子女，教育是改变他们生活

的重要途径。如果不伸出援手，孩子们就无书可读，贫

困也可能会延续下去。”落格才仁解释说。

 光伏扶贫
今年，落格才仁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称文

镇雪吾村建一座村级光伏电站。

玉树州雪吾村地处三江源头，在保护区做任何事都

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有植被不能砍，有野兽

不能猎，有药不能采，有矿不能开。”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牧区建造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的计划让落格才仁欣喜不

已，“这是兼顾绿色环保与深度扶贫的两全之举。”

从地理环境而言，雪吾村海拔高、日照充足，拥有

光伏发电所需的良好条件。玉树供电公司主动与当地扶

贫办、发改委等部门对接，提前规划，为光伏发电扶贫

项目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村级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并向地方政府递交了建设申请，

希望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玉树供电公司

发策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元丁尼玛非常支持建设村级光伏电站。他为记者测

算了一下，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每村的发电净收益约为

20 万元左右，对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改善基础设

施等，以及通过安排公益性岗位解决部分贫困牧民增收

等都非常有价值。

其实不仅仅是雪吾村，从整个青海来看光伏扶贫的

经济价值已经凸显出来。据青海省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青海省光伏扶贫总量目前已达到 72 万千瓦。按照

每个贫困户对应 30 千瓦测算，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户

已达 7.64 万户，32 万人。国家电网公司在青海玛多县

等地建设的光伏扶贫电站，收益稳定、村民获得感强、

已作为复制推广的电力扶贫模式，被国家列为精准扶贫

十大工程之一，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充分认可和积极推进。

不过，由于光伏项目前期投入较大，且收益周期长，

导致投资难度加大。一方面扶贫资金和财政补贴有限，

不管是国家的扶贫资金还是地方政府的配套补贴，几乎

都不能满足光伏项目的前期资金投入。这让雪吾村的光

伏建设计划增添变数。

“未来 3 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期，因地制宜开展

脱贫，无疑是一个最现实的选择，希望雪吾村的村级光

伏电站尽早落地。”落格才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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