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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宏

产业造新血  奋斗出幸福

“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临夏。” 前来接机的同志

刚打照面就来了个“下马威”，让我瞬间感到肩上压来千斤重担，

浇灭了我初到异乡时心头泛起的那一点兴奋感和好奇。

2018 年 8 月 28 日，作为厦门市赴临夏回族自治州帮扶工作

队成员之一，我来到脱贫攻坚“战斗”最激烈的“三区三州”之

一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广河县开始为期三年的县委常委、

副县长挂职工作。

从东南海滨之城厦门来到西北被称为“地球的肋骨”的临夏

回族自治州，迥异的环境、全新的站位、不同的工作视角，特别

是要在少数民族比例接近 99% 的广河县任职 3 年，对我而言是全

新而艰巨的挑战。再加上高原反应、气候干燥、语言沟通不畅、饮

食习惯不同 , 更使得刚到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我是觉睡不安稳，饭吃

着也不香。

在第一轮调研结束后的某个深夜里，我独自翻阅厚厚的笔记

本，看着随处可见的“？”，内心深处仿佛一个声音在不停地问：

“我能做什么？”



·厦门篇

2

这里半数是贫困村，27% 的贫困发生率（2015 年建档立卡

数据）、深度缺水、人均耕地匮乏、工业零基础、“智志”双缺、

党建软弱涣散……所有这些，让我感觉前面的路犹如黑夜一般，

深不可见，令我迷茫彷徨。

我的耳边仿佛经常响起出发前组织交代的声音：距离实现全

面小康的目标所剩时间不多了，厦门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长期处

于领先位置，这个金字招牌可不能砸在你们手里。

是呀，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在这里，我还是东西部扶贫

协作干部的代表，我更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苦苦思索，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出路，终

于找到剪开这团乱麻的那把剪刀，那就是“产业造血”！

2019年10月17日，陈伯宏（左）在“燕之屋”广河县扶贫工厂开业当天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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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造新血 奋斗出幸福

两年来，我走遍广河县所有村镇，交了很多朋友，除了完成

好国务院扶贫办布置的六大基本任务之外，我还思考、探索如何

围绕移民安置点发展扶贫产业。

“贫困户在哪里，我们的产业就要落在哪里！”领队邱武伟

挂职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常委、副州长，他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广河县贫困户最密集的就是两大移民安置点——康家和大杨家，

那里各有 8000 余名来自全县各贫困村的搬迁户。

什么样的产业最适合？广河县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普遍学历很

低，很多还是文盲，其中男性劳动力多数外出打零工，妇女则留

守在家。28 岁的马发土麦原来住在广河县官坊乡河滩村，2018

年搬到大杨家安置点，每天在家照顾生病的婆婆。我们发现，很

多像马发土麦这样的年轻的家庭主妇都渴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

间。这是一笔待开发利用的优质人力资源。

从企业端看，我们必须找两头在外（即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

市场都在外地）、对物流成本不敏感、对劳动技能要求不太高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在哪里？我们首先在对口帮扶广河县

的厦门火炬高新区里找。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领导在一次访问

临夏回族自治州时给了我们一个关键性的提醒：“产业发展要讲

规律，结合广河劳动力特点，跟‘燕之屋’接触一下，会不会有

合作机会？”“燕之屋”是专营燕窝的企业。燕窝挑毛去杂质的

工序需要人工操作，燕之屋公司需要大量视力好的女员工，我们

确实有合作机会。

我们赶回厦门，登门造访“燕之屋”，但并未洽谈成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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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之屋”广河县大杨家移民安置点扶贫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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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造新血 奋斗出幸福

我们一直惦记着，不死心。一段时间后，我们有备而来，详细阐

明了双方优势互补的种种便利之处。公司高层答应尽快到广河县

考察一次。

后来，借着东西部协作双方领导互访的机会，我带着临夏回

族自治州委常委、广河县委书记赵廷林第三次拜访厦门燕之屋公

司。三顾茅庐，双方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燕之屋”终于下定

了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办厂的决心。

从签订合作协议到举行开业仪式，在短短的 40 天时间里，

一个崭新的扶贫工厂矗立在大杨家移民安置点旁。

然而，招工过程又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村民们竟不知道

燕窝是什么东西，他们不相信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只知道工

厂叮叮当当装修了一个月，说是要办扶贫车间。有村民问我：“燕

“燕之屋”扶贫工厂车间



·厦门篇

6

窝是个啥子？能吃吗？比我们的羊肉好吃吗？”

招聘广告早早贴遍移民小区的每个角落，但主动报名的人寥

寥无几。马发土麦第一时间来报名参加工作，她工作认真细致，

连续数月被评为最佳员工，每月计件工资都在 4000 元以上。好

事传千里，一个月后，扶贫工厂劳动环境好、企业氛围好、工资

待遇高的好口碑传播出去了，大家纷纷主动来应聘，扶贫工厂的

岗位成了“香饽饽”。

现在，马发土麦一家住上了三房两卫一厨的套间，老公外出

务工，公公也主动承担起看护婆婆和孩子的家庭责任，全家每月

收入超过了 7000 元。每次遇到我，她都由衷而又腼腆地感慨“幸

福来得太快了”。我告诉她，其实，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目前，“燕之屋”扶贫工厂二期投入运营，一共为贫困群众

创造了 300 个优质就业岗位，工人月收入平均在 3000 元以上，

真正达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成效。

看到村民脸上洋溢的幸福，我深深体会到发展产业扶贫要结

合本地实际，发挥本地优势，要扶到点子上、扶到关键处，如此，

困难终将被克服，幸福生活也会通过奋斗而实现。

2019 年底，广河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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