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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剪纸都卖到北京故宫啦！”5月12日，68岁的丰宁满族
自治县五道营村村民陈树成坐在自家的炕头上，小剪刀上下翻飞，
碎纸屑从指尖洒落。

2019年5月，陈树成和老伴参加了村里的非遗扶贫剪纸就业工
坊，凭借剪纸技艺，一年增收 9000余元，加上村里的扶贫产业入股
分红，现在老两口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提起以前的日子，陈树成说，只有一个字，穷。家里耕地少，人
口多，遇到旱年，口粮都不够。四个儿子中，三个外出做了上门女
婿，老两口也是靠亲戚接济着勉强度日。

曾经的五道营村穷的不只是陈树成一家，全村2100余人中，有
贫困人口940人。其中，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的405人，残疾人
口161人，无技术人口160人，三者占全村总人口的34%。

党的十八大后，脱贫攻坚的号角在河北大地吹响。丰宁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国10个“非遗+扶贫”试点县之一。在
省法院驻村工作组的帮扶下，五道营村结合自身满族传统剪纸技艺
的独特优势，也走上了“非遗+扶贫”的脱贫之路。

2018年7月，五道营村的非遗扶贫剪纸就业工坊正式成立。村
民们参加非遗剪纸培训，工具、场地、材料都是免费的。“学员学完回
到家里，坐炕头上就能把钱挣了。”五道营村党支部书记丁喜庭介
绍，如今全村有60余户参与了非遗剪纸项目。

静下心，勤动手，谋出路，在传统文化的熏养中，在驻村工作组
的帮扶下，五道营人的钱包变鼓了。在五道营村“非遗+扶贫”剪纸
项目带动下，丰宁全县 7个乡镇 9个村建立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8
处、非遗扶贫车间9处。截至2019年底，8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共带
动学员242人，其中贫困户107人。

现在的五道营人开了“致富窍”，脱贫产业遍地开花——满方肉
牛养殖场，现有肉牛240头，带动5户贫困户就业、60户村民参与分
红；光伏入股项目，103户村民参与；青贮玉米项目，带动全村100户
参与，还有保鲜库项目、肉羊养殖合作社、园林果园……

“‘康养小镇’项目就要开工了！老房子改建成民宿给游客住，
大家都搬进新房！”丁喜庭将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正在工坊里
的村民们。大家此时正在清点、包装准备发给故宫的几千套“十二
瑞兽”剪纸，听到丁书记的好消息，大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

河北日报记者 田明 赵杰
通讯员 杨帆 摄影报道

图①：五道营村的剪纸作
品被制成各种文创产品在景
区售卖。

图②：五道营村新建了小
广场，孩子们在广场上奔跑
玩耍。

图③：村民王建龙原来是
村里的贫困户，现在在养牛合
作社打工，每月有 3000 多元
的收入。

图④：5月 12日，丰宁满
族自治县五道营村，村民们正
在就业工坊交流剪纸技艺。

图⑤：五道营村的村容
村貌有了很大改善，村边的
山坡上还修建了旅游栈道
和休闲亭。

图⑥：村民们将新的创
意剪纸展开进行交流。

图⑦：68 岁的陈树成
在就业工坊和大家一起
剪纸。

开栏的话
岁月的指针，指向 2020——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全省

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攻坚

号子响起来，五级书记动起来，一

批批项目干起来，广大干部群众奋

力书写中国脱贫故事的河北篇

章。日前，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传来好消息，河北省尽

锐出战，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胜利，河北历史上首次消除

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美好生活的

画卷正在铺展，老乡生活有了哪些

变化？村容村貌有了哪些改观？

扶贫干部有哪些新风采？即日起，

本报推出“决胜2020扶贫印记”专

栏，以图文形式记录河北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坚实步履。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