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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的阿吼模式
文 / 本刊记者  董谷媛  向莉莉   通讯员  蒋志明

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车行在山间如同过山车

般急速地攀升、急转、下降再攀升，轮胎与崭新的水泥

路面摩擦的声音，伴着顺山势汹涌而下的山洪击打岩石

的声音，在耳畔不时回响，抬眼望去只见视线中的蓝天

逐渐变大、变得开阔起来。悬崖边的阿吼村就在翻越了

几座大山后、海拔 2500 ～ 3000 米的某处山间台地上。

3 年前，山上并没有路，村民们从阿吼村到山脚下的镇

上，要翻山越岭走上至少一天的时间。

阿吼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境内，

地处四川西南集中深度连片贫困区的腹地。大凉山彝区

10 县及木里藏族自治县均为深度贫困县，是国家要求

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截至 2018 年，

凉山州 2072 个贫困村尚有 1118 个未退出；1350 个贫

困发生率在 20% 以上的深度贫困村，尚有 1001 个未

退出，至今仍有 49.1 万人未能脱贫。

阿吼村的脱贫路，走得相对顺畅。

2015 年，阿吼村成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

供电公司、喜德县供电公司对口帮扶村。3 年间，阿吼

村人均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1500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503 元，超出国家脱贫标准 2203 元。不仅是收入，村

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乃至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2017 年 11 月，阿吼村顺利通过凉山州的

脱贫验收，并在 2018 年 1 月通过省级脱贫验收和第三

方评估。

在凉山州，像阿吼村一样已经退出或即将退出贫困

的村庄正越来越多，阿吼村所采用的扶贫模式也正在日

渐成熟，开始逐渐被复制和推广。

让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旗帜领航”
对于四川凉山州推进扶贫攻坚所面临的现状，凉山

彝族自治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副局长彭兆武用了“面宽、

量大、贫困程度深、情况复杂”这 13 字概括。凉山州

幅员 6.04 万平方公里，集中连片贫困区域达到 4.61 万

平方公里，占到总面积的 68.9%。全州 3747 个村，贫

困村就有 2072 个，贫困人口数量巨大。“与其他贫困

地区因残、因病、因灾致贫等情况不同，凉山州致贫的

原因多元、多面，缺技术、缺资金、积累少，人口文化

程度低，自我发展能力很弱，还有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

也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此外，凉山州交通发展滞后，

东五县至今没有形成路网，这也是制约地区发展的一大

瓶颈。而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民族地区的共性问题，就

是教育欠账。”彭兆武说。

扶贫工作落地时，确实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与当地

落后传统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刚开始村民们并不愿

意主动参与扶贫活动，‘等靠要’的意识比较明显。挨

家挨户走访时，我发现村民们对扶贫干部的态度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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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信任。”来自国网四川电力的阿吼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小兵说，“村民脱贫意识不强，帮扶村组两委凝聚力

不够、主动求变意识不强，这是扶贫攻坚面临的最大难

题。”

病因找准了，药方如何开？

扶贫要“扶植、扶智、扶志”，更要“真扶贫，扶

真贫”。

为此，凉山供电公司确定了与被帮扶单位进行“支

部共建、产业共进、文明共创”的脱贫发展思路，在国

家电网四川电力（凉山）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基础上成立

了共产党员服务队支部委员会，与阿吼村党支部建立结

对关系，制定了“以典型带动脱贫”的精准扶贫实施方

案：第一步先将阿吼村党支部打造成为服务型党组织示

范点，将党支部班子打造成致富奔小康的坚强堡垒；第

二步是培养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以此来带动村民共享

产业发展成果，共同奔小康，并力争在 2019 年实现“四

好家庭”全覆盖，将阿吼村建成“四好村”。

但对于一个闭塞的、对现代化的强大冲击力有着天

然阻隔的地区来说，这个目标显得有些宏大。“村子里

80后、90后的文盲率很高，很多孩子们还听不懂普通话。

生活方面依然是裹着‘擦尔瓦’睡在铺着草的地上，沿

袭着传统的‘家支’文化。因此，开展移风易俗治理、

扶志扶智教育也是扶贫路上的关键一环。”凉山供电公

司扶贫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这种“看不见”的贫困，

在凉山州彝区依然普遍存在。

为了解决“看不见”的贫困，凉山供电公司借“四

好家庭”创建为契机，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贫困村开

展“光亮宝宝”活动，引导孩子勤洗脸、勤洗手，养成

卫生好习惯；开展“做文明村民，养文明习惯”活动，

为贫困户送去棉衣、棉被和洗漱用具；举办厨艺培训，

引导村民养成健康卫生的饮食习惯；贫困村建起了农民

夜校、文化室……

凉山供电公司还确定了“公司领导定户、基层党组

织包片、党员干部包人”的三级结对帮扶模式，搭建起

帮扶对接沟通平台，完成 5 个基层党支部与阿吼村党支

部结对共建，将驻村第一书记纳入共产党员服务队党支

部管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旗帜领航”

作用。如今，阿吼村第一书记王小兵会在村部定期组织

开展党建月会、“两学一做”专题党课教育，支部“三

会一课”得到了规范，阿吼村支部告别了以往“家支”

管理的模式，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

的扭转。

阿吼村党支部班子拧成了一股绳，为激发村民脱贫

的内生动力，实现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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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不少法子。“养殖劳动竞赛”就是颇有成效的一项。

“我们给贫困户发放鸡苗，以半年时间为期限，以鸡苗

成活率为竞赛标准，如果成活率达标就可以得到奖励。

竞赛期间我们还会邀请养殖方面的技术专家为村民进行

养殖培训，还会跟村民们签订销售协议，以‘以购代捐’

的方式按照市场价统一收购成年禽畜，既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也调动起了他们脱贫的积极性。”王小兵说。

阿吼村脱贫致富驶上了快车道。

每个第一书记背后，都是一座大山
阿吼村通了水泥路，50 多个村民拥有了摩托车，

73 户贫困户搬进了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安置房，家家通

了电，用上了自来水，修起了卫生间。以往因穷讨不到

外村媳妇的阿吼村这两年陆续嫁进来 20 多个外村姑娘。

吉约伍果莫是 2016 年嫁进阿吼村的外村姑娘，她

22 岁的丈夫俄施木加是阿吼村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

人——参军两年，退伍后在深圳做过保安队长，每月能

赚到 4500 元。2016 年俄施木加回乡结婚，看到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决定留下来。如今他是阿吼村农业

合作社的理事长，平日里负责组织村里农业合作社成员

在阿吼村丽火现代农业分公司种植基地耕种干活。

“大家都抢着来干活，我就把村民们分成 3 个组，

轮流上山干活。”俄施木加说话时难掩彝族小伙的羞涩。

农业合作社为村民们支付的一天 100 元的劳动所得对

于村民来说是笔可观的收入。同样，农业合作社对于贫

困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以及脱贫摘帽而言，更是强大的经

济支柱。

要想脱贫致富，培育支柱产业至关重要，这是每一

个扶贫干部都深谙的道理，但这条路怎么才能走得又快

又顺畅，确实值得考量。“成立农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

养殖业这个思路没问题，但阿吼村的现实是单靠自身的

力量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农业合作社的运营，存在技

术支撑乃至市场对接等问题。”王小兵说。2016 年 6 月，

在王小兵的组织和动员下，阿吼村贫困户每户出资 200

元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和

管理制度，建立了入股合作机制，在阿吼村流转了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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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业，让阿吼村的贫困户实现了快速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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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土地，建立了种养殖基地。王小兵做起了阿吼村脱贫

致富的“领头羊”。

王小兵从四川农业大学请来了专家，对阿吼村当地

的气候、温度、土壤、野生动植物生长等情况进行了实

地调研，几经优化，最终形成了阿吼村产业扶贫实施方

案——种植特色中药材羌活、百合，水果雪桃，养殖绵

羊、土鸡等项目，发展种养殖业。

为了更精准地对接阿吼村的产业发展，凉山供电公

司成立了丽火现代农业公司，确立了“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 电商”的产业扶贫模式。丽火农业现代公司自开

展精准帮扶工作以来，累计在阿吼村投入 300 余万元，

流转土地 279 亩用于种植产业的发展，向贫困户发放各

种禽畜仔苗。短平快的增收养殖项目和长远发展的产业

项目相结合的模式，让阿吼村的贫困户实现了快速脱贫

增收，更带动了阿吼村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阿吼村

是丽火现代农业公司产业扶贫模式的试验田，目前，这

个模式还在逐步完善，一些机制还在建立之中。一旦模

式成熟，就可以在整个凉山州的贫困村复制推广，为全

州的产业扶贫项目搭建对接市场和需求的平台。”凉山

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

阿吼村脱贫了，带领阿吼村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王小兵，成了全村孩子的“舅舅”，村民们把对他的感

激、对扶贫政策的感激都浓缩成了这简单的两个字。在

四川省，由国网四川电力派出的像王小兵一样驻扎在贫

困村的第一书记还有 54 个，此外还派出了深度贫困乡

党委副书记 2 人、驻村工作组成员 55 人，他们也在为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而日夜奔忙着。

“在对接凉山州脱贫攻坚过程中，国家电网公司发

挥国企优势，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凉山州的发展。

派驻在每一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他们的背后都是一座

大山。”彭兆武说道。

要“精准滴灌”，更要宏大手笔
以阿吼村精准扶贫成功经验为模板，截至目前，有

14个由凉山供电公司对口帮扶的彝区贫困村脱贫达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脱贫战役胜利在望，相反，脱贫攻坚越

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对于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凉

山州而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

整体脱贫打下坚实基础，才是抵御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风

险的一道最重要的保障。

2017 年，凉山供电公司对阿吼村农网进行升级改

造，新建 10 千伏线路 1.743 公里，低压线路 7.463 公里，

架设电杆 150 根，新建变电台区 2 个，新安装 200 千

伏安和 100 千伏安变压器各一台。国网四川电力（凉山）

共产党员服务队为阿吼村 128 名农户免费进行了表后老

旧线路升级改造。

电力基础设施保障从阿吼村向整个凉山州延伸。

2017 年全年，共有 92 个贫困村完成了农网改造升级，

2018 ～ 2019 年将有 145 个贫困村完成农网改造升级。

按照凉山供电公司制定的“电力专项扶贫规划”，到

2019 年，将有 478 个贫困村完成农网改造升级。

将视野放大至整个四川，在国家电网供区内，近年

来有 8536 个贫困村全部达到“户户有生活用电”标准，

36 个深度贫困县户均配电容量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

电力为新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凉山州会东县建起

了电子商务产业园，来自凉山州的优质农特产品通过互

联网销售到了国内外广阔的市场。2017 年上半年，凉

山州通过电商实现的零售额达到 7052 万元，同比增长

235.8%，增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204.4 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之路仍然是一

条遍布着荆棘的泥泞坎坷之路。脱贫攻坚不仅需要因地

制宜“精准滴灌”，更需要助推资源优势转化的宏大手

笔。“凉山州水电资源极其丰富，增加水电外送，进一

步助推资源优势的转化，对于增加地方财政、增强地方

造血能力、惠及民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彭兆

武说道。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愿凉山州能早日踏出坦途，

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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