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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士毅

“扶贫伞”撑起贫困户的“艳阳天”

2020 年立冬这天的傍晚时分，外面下起了清冷的小雨。

“这会儿的积石山应该下雪了吧，不知张进梅和她老伴身体

可好？”看着家里忙着准备“补冬”食材的老人，我不由地想起

远在甘肃的那对老夫妻。

2019 年的 4 月，作为异地扶贫纪检干部，我从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城出发，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第一次来到张

巴村张进梅老人家。几间泥土结构的简易房 , 外墙已经被火熏得

发黑，张进梅和老伴就住在这里。

交谈中了解到，两位老人养了几头牛、几只羊，种些玉米和

花椒，年收入才 2000 元左右，日子过得清苦，身体也不太好。

面对两位拘谨的老人，我突然明白了公司为什么要在这片土

地上办厂了。

“三区三州”，中国脱贫攻坚史上的特有名词，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便是其中之一。2017 年，在中央开展东西部对口扶

贫协作的重大决策指引下，在“闽宁协作”模式推动下，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与厦门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我们第一时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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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海沧区“产业扶贫”的思路，在对口帮扶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

州积石山县建起了雨具生产基地。这便是我与积石山“结缘”的

开始。

雨具生产基地这个项目开始挺顺利的。作为厦门市与临夏

回族自治州东西部扶贫协作在产业扶贫领域第一个成功落地的

项目，临夏回族自治州地方政府、厦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

业三方合作，短短一个月就带动了附近 110 户贫困户就业，在

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苏士毅（左）向参加雨具加工培训的困难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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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伞”撑起贫困户的“艳阳天”

但是，就在项目持续推进的时候，扶贫项目却遇到了用工难

的问题。“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就招不到更多的工人？”曾经

我疑惑不解。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与其在办公室冥思苦想，不如多下基

层了解问题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

为此，我和产业扶贫工作小组的同事们一边找创业致富带头

人了解情况，一边扩大调查“样本”，分头走访村民，最终找出

了用工难的“病根”：雨具车间设在县城，而当地大部分的村距

离县城都很远且交通不便；村里留守的妇女、老人等“半劳力”

苏士毅（中）和产业扶贫小组的同事深入田间做群众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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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照顾家里的田地，因无法兼顾，他们只能放弃“进城领工资”

的就业机会。

心中有数，才能工作有方。就这样，破解用工难的“扶贫总

厂 + 扶贫车间 +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顺势而生。

作为主要的带头干部，我和同事来到张进梅家进行劝说工作：

“您看，厂房就在村口，您和大叔都可以就近工作，不仅有稳定

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农忙时还可以将雨具材料领回家，利用

晚上时间加工，不影响农活的。”

果然，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让村民们动心了。

“尕娃子，我们没有文化，普通话也说不好，也从来没有用

苏士毅（左一）走进张进梅家，了解她家的生活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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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么高级的缝纫机哦，可以报名不？”招工现场，一位大娘指

着工厂招工启事里的照片问我。

“没事的，阿姨，我们有人教的。”我操着刚刚学会的当地

口音跟她说。

我老家也在农村，我曾经见过一些村民拿到征地赔偿款后就

不好好工作，随意挥霍，最后导致生活无以为继。因此，我对“扶

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句话理解透彻。

扶智就是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着

力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为了让那些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村民能够顺利上岗，我们联系组织厦门的技术人员专门前往

积石山，开办雨具加工培训班。对于年纪较大、接受新事物比较

慢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村民，课程结束后还对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

入户指导等，确保他们能熟练掌握这门技术。

很快，雨具产业扶贫车间终于落地开花，在 14 个村相继建

成投产。村民从田间走进车间，多的车间有七八十号员工，少的

也有三四十人。

我在车间里随意走走，就能看到经过三个月带薪培训的工人

们动作都很娴熟，手中的针线就像翻飞的蝴蝶在布料和伞骨之间

穿梭……她们告诉我，动作快的女工现在每个月平均工资可以拿

到 1500~1800 元，我的心里真替她们感到高兴。

2019 年夏天，我陪同集团纪委专项监督组的工作人员前往

张进梅家。还是一样的简易搭盖房，但是窗户挂上了漂亮的窗帘，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玻璃投射到整洁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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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刘集雨具扶贫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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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缝伞就能收入 800~1500 块，这一个月抵得上过

去大半年的收入。”在交谈过程中，张进梅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

在返程时，我骄傲地向专项监督组的工作人员介绍道：“2019

年积石山县实现产业脱贫 504 人。”

脱贫攻坚工作越往后，难度越大。就在我们谋划在积石山县

摘帽后，如何助力巩固扶贫成果的时候，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工作节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的驻点干部无法及时返回积石山组

织复工复产，用工难、物流不畅让出口日本的贸易订单临近交货

“海投天选”农副产品消费扶贫微信商城的上线，大大降低了农副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
了农户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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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积石山县大禹广场整洁干净，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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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却无货可交，农产品也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

我心急如焚，急忙找来驻点干部与当地的 90 后管理人员李

王霞进行视频连线，手把手指导她安排落实厂区生产线消杀防

疫、复工复产申请等相关工作。根据厦门复工复产经验，我提

醒李王霞：一定要注意做通工人的思想工作，确保生产线复工

复产。

2 月的积石山，大雪纷飞，李王霞与积石山工信局的同志挨

家挨户走访，2 天时间就成功劝说 30 多名工人返岗，生产线顺

利动了起来。

为了帮助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依托集团资源，

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在东部对口地区建立了首个农副产品消费

扶贫微信商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帮扶。微信商城自 2020

年 4 月 1 日正式上线以来，实际达成交易额 312 万元，意向订单

500 余万元，实现带贫增收 360 余人。

如今，积石山县已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水泥道路四通八达，

村居庭院整洁干净……过去“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视觉

贫困形象”已逐渐成为历史。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为了巩固扶贫工作成果，助力积石山县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战略，我们产业扶贫工作组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社 + 扶贫车

间”模式，开展花椒和艾草的种植加工业务，扎实助力积石山县

的稳岗就业，用我们的“扶贫之伞”为积石山的“张进梅们”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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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片“艳阳天”。

撰稿：苏士毅（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易地扶贫纪

检干部、海投供应链运营公司第一党支部纪检委员）

供稿：厦门市海沧区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