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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上，镌刻光荣与梦想！

泥沙路变水泥路
村民进出方便了

——广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柳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侧记

○○记者 陆晓艺 付华周

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是全国脱
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位于广西中北部的柳州，工业实
力雄厚，却也肩负脱贫攻坚重任。

曾经，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
便，偏远与贫穷，长时间困扰、束缚
着柳州北部三县（融安县、融水苗族
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发展。

伴随着国家全面吹响脱贫攻坚的
号角，担当实干、善作善成的柳州
人，誓与贫困战斗到底，在这片资源
有限的红土地上，实现经济效益最大
化，镌刻下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至2019
年，全市共实现42.14万人脱贫，280
个贫困村出列，融安县脱贫摘帽，全
市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初的 22.01%
降至2019年底的1%。

昨日上午，广西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柳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西新闻发
布厅举行，一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柳州答卷，通过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等30多
家中央、自治区和市属媒体的文字和
镜头，呈阅在全国人民面前。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
功，非一春之暖。把贫困发生率从

22.01%降至1%，柳州用了6年。充盈
6 年时光的，不仅有辛勤付出的汗
水，更有为民谋福祉的温度，以及敢
啃硬骨头的力度。

脱贫攻坚，振兴产业是根本。
“柳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得十分

扎实，尤其是产业扶贫做得不错，下
了很大功夫！”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采
编中心主任庞革平在发布会结束后表
示，今年6月，自己曾深入三江侗族
自治县采访，对稻渔综合种养的“三
江模式”印象很深。同时，该县利用
高铁优势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旅
游，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让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脱贫致富。“这些做法既有
特色，又有成效。”庞革平说。

会场内外，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柳州螺蛳粉。我市坚持“造血式
扶贫”，围绕柳州螺蛳粉这个米粉类第
一“网红”，通过二产带动一产和三
产，打造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带动
20万农村人口参与原料种养殖，促进
4500多户、2.3万贫困人口脱贫。

“这是用工业化思维助力脱贫攻
坚的成功案例！”中国日报广西记者站
负责人石睿鹏认为，柳州从小小的一
碗粉入手，拓展出一整条上下游产业
链，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
局，可以说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担
当实干、可持续、可推广的脱贫之
路，为国际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

脱贫攻坚，惠及民生是关键。
振兴产业的目的，是真正让贫困

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并一直鼓下去。
中国经济时报广西记者站站长李银雁
表示，柳州特色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
成效，还应继续在做好市场无缝衔
接、增强抗风险能力、抓龙头企业带
动等方面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推行县属轮教、集团化办学、“免

费午餐”，让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
卡学生都能上好学；推进紧密型医联
体、医共体建设，市县医联体覆盖全
市所有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饮水安全
项目完工率达100%，巩固提升受益人
口11.16万人；20户以上村屯道路硬
化实现全覆盖……

来自柳州脱贫攻坚一线战场的民
生捷报，让媒体记者们也感动着、振
奋着。常年奋战在柳州新闻一线的广
西日报记者谢永辉，见证着这些年柳
州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点滴成就。他
认为，脱贫攻坚的“柳州举措”“柳州
经验”“柳州模式”，同样彰显了敢为
人先的柳州魄力和柳州精神。

脱贫攻坚，“不让一个少数民族、
一个地区掉队”是最庄严的承诺。

柳州绷紧弦、拉满弓，集中全市
人力、物力、财力，由市党政主官挂
牌作战，精兵强将全线出击，向深度
贫困堡垒发起最后总攻，确保三江
县、融水县年内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
摘帽。

“许多事例都能体现出柳州这座
工业城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情怀与
温度!”曾多次到柳州采访的香港大公
文汇传媒集团记者曾萍表示，这些年
来，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得到了长足发
展，但一些地方因为自身条件的问
题，成为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
头。相信担当实干、锐意进取的柳
州，定能如期打赢深度贫困歼灭战。

时不我待，击鼓催征。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柳州不止步

于脱贫摘帽，更将加快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和有机结合，在
这片孕育着希望的红土地上，当好新
时代的答卷人！

○○记者 覃科 覃珩

晚报讯 “道路变成水泥路，好走多
了。以前汽车很难开进来，我们出去只
能步行，走到镇中心要两个多小时。”六
里屯村民韦凤荣说。近日，记者在柳城
县马山镇肯洛村六里屯通过无人机镜头
看到，一条6公里左右的水泥路在山间蜿
蜒而过，硬化后的道路让六里屯及沿线
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据悉，六里屯通往外界的道路原为
泥沙路，陡峭的山路让车辆、村民进出
困难。

马山镇通过县通屯公路建设项目，
协调和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从2018年开始对这条道路进行硬化并扩
宽。经过1年多的施工，2019年年底道
路硬化完毕。

水泥路让六里屯村民出行变得方
便，村民可乘车外出，出行时间缩短
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硬化的道路也让沿途的马山村汶村
屯、马岭屯、托寸屯交通得到改善，村
民运输瓜果、农作物变得更方便了。

此外，通往六里屯的道路硬化后，
解决当地村民饮水问题的饮水工程也随
之展开。村外，一条水管沿道路从山底
直通到六里屯；村里，一台台挖掘机将
水槽挖到村民家门口，为下一步的水管
安装做准备，以彻底解决村民饮水难的
问题。

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文图片均为记者 黎寒池 摄）

挖掘机在挖水槽。

新华社记者提问。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