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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杨 冰
林凤斌

早春时节，阜平。
在阜东新区安居家园里，树木开

始发芽。
几个月前，刚从大山深处的大台

乡小铁汞村搬出来的张花芝和全村乡
亲们一起，在这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
春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小区里的
广场舞暂时停息了，对面学校的读书
声还未重新响起，但张花芝对新居里
的生活依然很满足，不出小区就可以
买到菜，有人为小区做统一消杀工作，
既安心又放心。

（一）

说起生活的变化，张花芝执意要
带记者回小铁汞村看看。

从安居家园出发，沿着新修的公
路一路向小铁汞村方向疾驰。行至大
台乡炭灰铺村后，原本宽敞平坦的路
面渐渐变得狭窄崎岖。

进山了。
车在偶有积雪的山道上前行，一

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记者下意识攥
紧了把手。

“能开车，都是好道儿。”在大山里
生活了几十年的张花芝见惯不怪，很
淡定。

“阜平是全山区县，山场面积326
万亩，占总面积的87%。”同行的阜平
县搬迁办工作人员梁增接过话茬解释
说，“但前些年，这‘九山半水半分
田’却成了百姓过好日子的阻碍。”

行驶到南安沟口村时，海拔已近
1600 米，结冰的路面多了，急转弯也
多了。

“再往上开一段车就不能走了，那
儿到小铁汞还有5里路，都是坑洼硌脚
的石头路，得走俩小时。”张花芝说，住
在深山，她一家吃尽了苦头。

5 年前的深秋，原本就有病的老
伴病情加重，好不容易找来几个还
算硬朗的村民帮忙，把老人抬到通
车的路段准备送医院，“别人头上全
冒着热气，老头儿已经不行了。”张
花芝说不下去，眼泪开始在眼眶里
打转。

最苦的还是孩子。山上没有学校，
下山上学也不能寄宿。她的两个闺女
胆小，害怕路过坟地，每天来回都是疯
跑，“上下山，比我跟着她们得快半个
钟头……”说话间，张花芝的手机响
了 。二 闺 女 听 说 她 要 回 村 ，立 时 急
了：“路那么不好走，摔着咋整？苦日子
还没过够？”

一句话问得张花芝掉了眼泪。
搬出大山时，她把原来的家伙什

儿都留在了老房子里。“本想着搭你们
的车拿点东西留个念想。”张花芝擦了
擦眼角，轻声叹了口气，“不去了，不拿
了。回城吧！”

（二）

有电梯带地暖，统一精装修，拎包

就能住。新家，宽敞明亮，温暖舒适。在
安居家园的新家里，坐在孩子给添置的
沙发上，张花芝的脸上始终漾着笑容。

当“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时，
搬出穷窝就成为脱贫攻坚的着力点。

2019 年 10 月，小铁汞村成为阜平
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的整体搬迁
村之一。此次，共有来自5个乡镇、20个
行政村、76 个自然村的 1700 多户村民
搬入了阜东新区安居家园。

按照家里人口和老房子的面积核
算，张花芝没花一分钱就住进100平方
米的新房。

不仅住得好，现在，张花芝打针看
病也少了顾虑。她是多年的糖尿病患
者，以前只敢吃药，“去年我被认定为
慢性病患者，有报销政策，每天打胰岛
素，血糖控制得挺好。前些天因为血压
高还在县医院住了几天。”

问她住院花了多少钱，张花芝没
记住，说闺女告诉她这给报销那给报
销，自己没掏几个钱。

“个人负担确实不多。”县医保中
心主任陈永菲说，阜平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县内合规医疗费用平均报销比例
为 93.9%。目前，全县共认定慢性病
患者 12946 人，其中建档立卡 7981
人。“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
行‘先诊疗、后付费’和出院‘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一
票制即时结算。”陈永菲说，此举为
贫 困 户 看 得 起 病 看 得 好 病 提 供 了
保障。

如今，张花芝那两个曾经跑着上
下学的闺女早已成家有了孩子。“孙辈
都赶上了好时候。瞧，门口就是学校。”
张花芝欣慰地说。

眼下，31所寄宿制学校，让阜平县
偏远农村 4 至 9 年级的学生“跑着上
学”成为历史；改造提升乡村小规模学
校和薄弱学校93所，1至3年级学生实
现了就近走读就学。

（三）

“姨，在楼房里还住得惯吗？”近
日，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来看张花
芝了。

“住得好，很暖和。”张花芝顿了一

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没啥收
入。”因为搬到新居没事干，这几个月她
连菜都要算计着买。

“姨，放心吧，政府都给您想着呢。
像您这样易地扶贫搬迁的60岁以上村
民每月的养老金能提高到300元，比原
来高了不少。”工作人员告诉张花芝，
除了提高养老金，政府还特意为他们
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准备了一些合适的
事，“扶贫工厂的插花、铰线头您都能
干，不少挣钱。”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阜平县
在抓安置区建设和搬迁入住的同时，
扎实做好推进后续扶持工作，对于丧
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
业帮助实现脱贫的搬迁贫困人员，将
其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而对于有
劳动能力的，则在37个集中安置区，依
托工业园区、旅游景区，同步建设34个
手工业加工厂、70 个养殖园区、760 个
食用菌种植园区、27个高效林果基地，
确保搬迁家庭中至少有 1 人实现稳定
就业。

顾虑打消了，张花芝索性又把憋
了很久的心里话全掏出来：“上了岁
数，怕哪天有事花大钱，还是拿不起。”

“甭怕，有管着您这事儿的。”工作
人员说。

原来，阜平县一方面抓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减少贫困存量，一方面重
点关注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低收入户

和人均收入不高不稳的脱贫户两类临
贫易贫特殊人群，抓住因病、因学、因
灾、因房等致贫返贫关键因素，开发出
了智慧防返贫平台。

县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平
台通过“智慧+保险+帮扶”模式，整合扶
贫、农业、住建、人保财险等10个部门的
数据资源，将全县所有脱贫户、边缘户
的信息汇总，实现数据共享智能化。

脱贫户、边缘户如果因遭受自然
灾害、意外事故、重大变故等造成收入
骤减或支出骤增，一旦触及防贫预警
线，将由第三方保险公司人保财险阜
平支公司负责按标准发放防贫保险
金。同时，根据核查信息，住建、医保、
教育、民政等职能部门及时跟进针对
性的帮扶措施，有效防止致贫返贫现
象发生。

“姨，去年底北果园乡倪家洼村一
个贫困户出车祸，光医疗费就花了
25000 元，保险公司核实了情况，根据
救助标准，一下就
给了 16000 多元的
救助金。”县扶贫办
工作人员说。

“党的政策好，
我 这 老 婆 子 有 福
了。这回，是真把苦
日 子 封 在 大 山 里
了 ！”张 花 芝 高 兴
地说。

别了！大山里的苦日子
——阜平易地扶贫搬迁农妇张花芝的生活变迁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通讯员 杨志民

近日，涞水县永阳镇政府办公室收
到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我是南桥头
村盛隆德茂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许宁，厂子能够顺利复工，要感谢镇政
府的万艾杰同志。”感谢信提到的万艾
杰就是永阳镇一名普通的女安监员。

今年32岁的万艾杰是一名党员，跟
全县乡镇干部一样从农历大年初三就
开始上班了，按照县里和永阳镇统一安
排部署，她负责镇铺头村的疫情防控工
作。为确保防控工作不出纰漏，她进驻
该村后建立了村党员干部微信群，通过
微信群宣传防控知识、防控举措，安排
部署防控工作；组建了以村干部、党员、
群众代表为主的30人志愿者服务队，在
进村的 2 个路口设立检查点，轮流值班
把守，对外来人员进行劝返，对进出人
员进行体温测量、做好出入登记。

与此同时，她还带领村干部入户摸

底调查，建立人员登记台账，在村大喇
叭上广播防控科普知识和相关国家政
策，提高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在她和
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该村的群防
群控落到了实处，没有出现一起疫情。
村民老黄说：“有小万在村里帮忙，我们
感到心里踏实多了。”

身为永阳镇安监员，万艾杰还负责
本辖区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该镇是涞
水出名的建材小镇，乡镇企业小而散，
且数量较大，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和安
全生产措施存在一定难度。为做到疫情
防控和企业复工生产两不误，2月初，她
就奔波于各企业之间，摸清底数、了解

情况，建立“一对一”联系卡，实行“一企
一策”，指导企业填写开复工申请资料，
制定疫情防控及复工方案，做好返岗人
员健康摸排和防护物资储备工作。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
永阳镇辖区内最大的企业，为防止企业
抓生产而忽视疫情防控，她主动向镇政
府请战，到该厂做驻厂监督员。每天早
晨，万艾杰便早早来到厂区，监督厂里的
每位员工佩戴好口罩，查看当天的体温
登记台账，引导员工分散就餐，督促企业
每天下班后对园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从复工到现在，该企业生产秩序井然。

连日来，万艾杰不断奔走在乡镇、村

委会、企业之间，帮助 15 家灰粉厂筹备
了疫情防控所需物资，帮助30多家企业
办理了复工申请。因措施得当，管控到
位，自复工复产以来，她负责的企业未发
现一起疫情，复工企业产能全部恢复。

家是美好的，但在疫情到来时，万
艾杰毅然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她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女儿 5 岁多、儿子 1 岁
多，这段时间全靠丈夫照顾。虽然永阳
镇距她家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但疫情
防控期间她只回过两次家，看看就走，
也没和孩子吃顿像样的饭。“我也想孩
子。”说到这里，她的眼角已布满泪花，但
她转头擦一擦，又回到工作岗位。

涞水县永阳镇包村包企干部万艾杰：

舍小家为大家，守好岗位职责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
莹 通讯员李红叶）唐县坚持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努力
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全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截至3月10日，全县41
家规上企业复工复产，复工率
达82%。

唐县全面落实防控制度，
确 保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持 续 稳
定。2 月 27 日，成立复工复产
领导小组，印发复工复产工作
相关文件，落实防控责任。简
化复工手续，实行备案制，坚
持“物资不备不开工、人员无
证不上岗”，确保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备足防控物资，积极
帮助企业广泛采购测温仪、口
罩等重要防疫物资，确保复工
企业达到 7 天储备量，保障正
常生产运营。加强监管，各乡
镇对本辖区复工复产企业派
驻驻厂员，由发改和卫健部门
开展联合培训，落实疫情防控
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防控
措施，随时了解企业困难，协
调帮助解决，确保企业安全有
序复工复产。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中用工
难、资金缺等问题，出台系列支
持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和复产
复工齐头并进。强化金融支
撑，大力推广“抗疫贷”“用工
贷”等专属产品，全面满足小微
企业个性化融资需求。疫情发
生以来，全县各金融机构共发
放贷款 1.14 亿元，助力小微企
业顺利复工复产。强化政务
支撑，实施审批事项“网上办
理”、纸质材料“邮寄办理”、现
场办件“预约办理”、重点项目

“全程代办”、现场踏勘“承诺办
理”，确保重大项目审批服务

“不断档”。今年以来，共完成
远程电子招投标项目 6 个，办
结企业设立、民办学校等审批
事 项 260 余 项 。 强 化 人 才 支
撑，与 67 家企业进行对接，摸
清企业生产和用工状况，建立
用工需求台账，做到复工总数
清、用工人数清、问题困难清。
组织开展“点对点”的农民工服
务保障工作，开通绿色通道，为
中达铸造、美达铸造、唐龙纺织
等 本 地 企 业 定 点 输 送 工 人
3000余名。

唐县

发放贷款1.14亿元
助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
莹 通讯员白强）目前正值春
季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满城
区统筹安排，在加强疫情防控
同时，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各项
工作，确保农业服务不断档。

农技指导服务不断档。该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11个乡镇特
色农业产业春耕特点，及早安
排、精准监测，引导农民和各类
经营主体有序下田。重点在加
强病虫害、草害预警预报，防

“倒春寒”、防春旱等方面引导
农民及时开展田间管理。通过
网络视频等方式，对种田大户
开展线上技术培训200余人次，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学习新品
种、新技术等农业知识。

农资协调监管不断档。组
织农资摊点有序复工，指导经
营企业做好种子、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业生产物资调运工

作。目前，全区准备各类化肥
3300吨、农药29.9吨、高产优质
作物种子706吨，各类农资货源
充足，完全可满足全区农资需
求。同时，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行动，维护农资市场在疫情期
间的秩序稳定。

农田项目建设不断档。为
保证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施工进度，满城区农业农村
局积极协调，及时与各施工单
位联系尽快恢复施工，提前安
排技术人员到项目村进行实
地勘察测量，做好项目施工的
各项相关准备工作。严格监
督施工单位按项目图、进度表
建设施工，保证所有农业项目
建设进度和质量。同时，技术
人员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进
行全面检查维修，开展农机安
全 生 产 专 项 检 查 ，保 障 春 耕
生产。

满城区

农资货源充足保障春耕生产

河北日报讯 （记者寇国
莹 通讯员龙瑶、郭海娜） 近
日，在涞源县扯拽沟村的玖兴
养殖联建项目基地，35栋鸡舍
的主体框架已经完成，工人们
正在紧张有序地安装顶棚。

扯拽沟养殖基地是该县在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建设的扶贫
重点项目之一，共建设 35 栋鸡
舍，总投资 11504 万元，覆盖了
全县44个村。目前该基地主体
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今年
将全部投入运营。从2月26日
复工以来，项目施工方严格按
照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的原
则，采取封闭式作业，在基地门
口设置卡点，无关人员严禁入
内，出入人员和车辆实行检查
登记消毒制，入场工人全部出
具健康证明。

疫情发生后，涞源县按照
省市安排，在扶贫产业领域开

展了复工部署。县领导带队逐
一调研，逐一安排，制定防控方
案和复工计划，并对各企业面
临的困难专项调度，帮助企业
解 决 问 题 、复 工 复 产 ，保 障
运营。

其中，桃木疙瘩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受物流影响鸡
蛋 滞 销 ， 企 业 运 营 遇 到 困
难，市县领导知道这一情况
后，及时调度有关部门，帮助
企业解决物流和销路问题，目
前滞销的鸡蛋全部销售一空，
企业恢复了平稳运行。除此之
外，玖兴屠宰基地第一条生产
线也于 2 月 25 日启动试运行，
玖兴养鸡产业去年投产的 128
栋鸡舍和宝迪养猪目前存栏
的 33 个放养小区也全部恢复
正常运营。

截至目前，涞源县扶贫养
殖企业已全面复工生产。

涞源

扶贫养殖企业全面复工生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
张洁）保定市把在抗疫一线发展党员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一项重要措施，聚
焦疫情重要阵地发现、考验入党积极分
子，及时把在一线表现突出的先进分子发
展入党，激励大批一线人员坚定信念。截
至目前，已在抗疫一线发展党员14名。

其中，刘俊青同志作为保定市人民
医院疑难重症中心ICU的护士长，也是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疫情发生后，带领
科室全体护士先后两次请战，积极同临

床医生一起为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进行B
超引导下的 PICC 穿刺；确诊患者全部
治愈出院后，她背着药桶喷洒消毒，每
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收垃圾、仪器设备
消毒处理等等从没有懈怠。3月5日，刘
俊青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保定市组织部门始终坚持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在抗疫一线发展党员，
把一贯表现和抗疫一线的突出事迹作
为衡量检验、考察识别入党积极分子的
重要标尺，确保在疫情一线发展的党员
素质过硬。同时，在工作程序上，区分不

同情况，对新发展的党员，做到支部研
究同意、履行政治审查、上级党委批准、
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或审核、入党宣
誓仪式等环节一步不落；在具体操作
时，根据实际情况弹性开展谈心谈话等
工作，保证了发展党员工作的严肃性。

全市抗疫一线发展党员14名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
许佳奇摄制

◀如今，住
在阜东新区安居
家园宽敞明亮的
新居，张花芝每
天收拾不够，喜
欢不够。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近日，易县金谷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对西红柿植株
整枝、授粉。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易县成立复工复产专班，积极
解决各类企业困难，使相关项目尽快达产见效。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郝佳根摄

▼阜东新区
安居家园的居民
在小区里跳广场
舞。（本报资料
片）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