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宏新乐章：脱贫奔小康
脱贫不是终点，小康才是目标。
兰考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清

醒地认识到，虽然脱贫摘帽了，但对
照小康标准，稳定脱贫的任务还很
重，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
不小差距。

新时代，新作为，新气象！兰考奔
小康的各项措施积极推进：

进一步完善帮扶政策。加大教育、
医疗、住房、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
资力度，为群众提供安全高效的社会保
障；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额度，加速
实施普惠授信、产业发展信用贷，发挥
金融支撑作用。

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围绕产
业带动和促进就业，积极引导返乡创
业就业，加快乡镇创业园、扶贫车间、
标准化厂房、“巧媳妇”工程的建设进
度，为家庭留守人员提供更多更优的
就业岗位。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坚持把激
发内生动力作为工作重点，让广大群
众看到希望，从“跟着干”转变为“主动
干”。完善“支部连支部、加快奔小康”
机制。今年按照精品示范村、重点推
进村和全域整治村三种类别分别推
进，重点实施，切实打造宜居环境；深
入开展“文明家庭”“美丽庭院”评比活
动，不断激发群众建设美丽家乡的热
情和信心。

“三年脱贫、七年小康”，兰考人用
行动履行着自己的庄严承诺。

各项改革逐渐深入，各项政策陆续
出台：专项扶贫项目资金审批权逐级下
放，探索新的扶贫资金分配运行机制；
出台普惠金融扶贫政策，对于发展畜
牧养殖业的贫困农户，在资源技术、销
售出路上给予帮助；建设产业集聚区、
特色产业园，从小微企业遍地开花到
多家上市公司落户，实现了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开展以争创“脱贫攻坚红
旗村”“基层党建红旗村”“产业发展红
旗村”“美丽村庄红旗村”为主要内容的
党建活动，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变
得坚强……

4年来，兰考围绕从“一个县”到“一
座城”的转变，大力实施了“四纵六横”
产业廊道工程，加大投入营造全县“半
个小时交通圈”。

依靠改革，兰考着力将发展潜力转
化为发展优势。目前，总投资 100亿元
的恒大家居联盟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
已基本确定。以产业集聚区为龙头，
一乡一业布局重点乡镇，骨干企业支
撑产业覆盖示范村，特色产业体系已
初步形成。

致力于新型城镇化体系，兰考中心
城区正在变大变美。4个中心镇也确
定了特色目标，美丽乡村已起步。正
如郑徐高铁开通将兰考带入了高铁时
代，兰考 1116平方公里大地也正在步
入新时代。

兰考脱贫的战役中，克难攻
坚的精彩故事层出不穷。“见一叶
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郑
州融媒体记者聚焦了最具代表性
的赵垛楼村脱贫的曲折历程。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
赵垛楼的干劲儿，双杨树的道
路”，这是焦裕禄当年在兰考带领
群众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
努力改变贫穷面貌时树立的“四
面红旗”。其中的赵垛楼村位于
兰考县东部，距县城约23公里，现
有人口1120人，耕地2200亩。

2014年，当年的“四面红旗”
中其他 3个村子都已摆脱了贫
困，以干劲儿闻名的赵垛楼村依
然是贫困村。经过逐户走访摸
排，葡萄架乡党委书记岳建河发
现，村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村民
懒散，没有干劲儿。很多贫困户
并没有脱贫致富的愿望，地里的
农活儿不愿意干，有的贫困户甚

至连家里的卫生都懒得打扫。
“扶贫先扶志”，如何把这些

贫困户的志气扶起来？村“两委”
想了个办法，搞干劲儿评比！一
个星期后，贫困户的“干劲儿评比
大会”如期举行。村里组织大伙
儿互相观摩每户的家庭变化和劳
动情况，评比每一户上周干了什
么活儿，挣了多少钱。

评比观摩的过程，既避免
了个别贫困户自说自话，又可
以让他们互相比较和学习。实
地看完，每一个人要现场投票
打分。每周前 3名都有奖品，连
续一个月评比排在前 3名的，还
有额外奖励。干劲儿评比会让
贫困户的精神面貌渐渐发生了
变化，几轮下来，逐渐都拾起了
干劲儿。

“赵垛楼的干劲儿”回来了，
但想要脱贫还得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经过实地考察和民主讨

论，村民代表觉得赵垛楼村的土
地资源多，可以发展蔬菜大棚，这
也是大伙儿擅长的。村干部们尊
重村民意见，把蔬菜大棚作为村
里产业脱贫的第一步。河南省农
科院的专家到葡萄架乡调研，并
对当地的土质进行了化验。调研
发现，这里适合种哈密瓜。

第一次种植哈密瓜，由于种
植要求比较高，村民不太适应，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村民赵胜利
不打算种哈密瓜，想改种黄瓜，
因为黄瓜好管理。

村干部就给赵胜利算起了
经济账。通过算账，赵胜利觉得
还是种哈密瓜效益好。

2017年初，摘掉贫困帽的赵
垛楼村已经发展了 57个大棚。
他们非常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做
大做好，利用扶贫政策和资金，
流转土地 250多亩，计划再建
200座大棚。

脱贫故事：“懒散村”赵垛楼村如何重拾干劲儿

撸袖再战奔小康
考察兰考四周年”回访

兰考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