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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亲家亲一一
初夏时节，在占地

2343亩的京冀协作扶贫项目河北
阜平硒鸽实业有限公司内，又一群小硒

鸽诞生了。可别小看这些小硒鸽，它们早
已名声在外，直供北京各大餐馆，还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增收致富。
北京从 2016 年起陆续对口帮扶河北省张家

口、承德、保定 3市 23个县，4年后，这 23个贫困县
全部脱贫摘帽，4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发生率降至0.3%。

如今，曾被列入“环首都贫困带”的张家
口、承德、保定三市，已经变身首都“后花

园”。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京冀两地，
在新征程上携手前行，心贴得越

来越近。

挂职河北尚义的昌平区干部张春清：

昌平草莓坝上红

“在尚义扶贫协作的每一天，都是青春飞扬的日子。”望着刚从河
北尚义红土梁镇寄过来的鲜嫩草莓，张春清深情地说。

张春清 2017年4月从昌平区选派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任县
委常委、副县长，也是北京市赴河北挂职团队尚义党小组组长。

“站在尚义大街边崩爆米花的摊点，开锅砰的一声，就像回到了
40年前。”这是张春清对尚义县城的第一印象。

尚义县是张家口市“坝上”四县之一，属“燕山—太行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河北省10个深度贫困县
之一。2017 年底，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88 个，贫困人口 14063 户
25841人，贫困发生率19.44%。

张春清和团队暗下决心，一定要将贫困发生率降为0。
如何摘掉“环首都贫困带”的帽子？一开始，张春清就想到了把

昌平草莓搬到坝上，以产业带动旅游，让尚义成为首都北京的“菜篮
子”“后花园”。

在张春清的穿针引线下，2018年2月，昌平区和尚义县议定共建
产业园，由北京万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种苗、技术和人
才，尚义县负责基地土地流转、大棚及配套建设。几个月后，产业园
在红土梁镇拔地而起，一期占地 300亩，可繁育草莓原种苗 50万株、
商品苗1000万株，生产鲜果5万公斤。

产业园当年建设当年见效，带动了附近 46个贫困村增收致富。
“昌平草莓坝上红”美名不胫而走。

2019年10月，尚义突发蔬菜滞销预警，眼看即将上冻，菜农急得
不行。张春清迅速联系了张家口市北京挂职团队，京津冀农产品行
业联盟秘书长尹作丰当即组织北京商超来尚义外采；北京物美超市
副总裁许丽娜直接到货柜推销滞销菜，为尚义扶贫产品代言……

挂职期间，因为时不时蹦出农谚土话，张春清的儿子笑话他，“扶
贫就是种草莓吗？听名就掉渣”。后来张春清给儿子讲了北京亲人
帮助销售滞销草莓的故事，儿子开始关注扶贫，跟爸爸探讨起卖草莓
的点子。从尚义回到北京后，儿子还拉着小伙伴，在老师和同学中推
销尚义草莓，并将销售款项一分不少交给张春清，反复叮嘱一定要把
钱交到贫困户的手上。

亲历
者说

从“环首都贫困带”到北京“后花园”
石龙学

2016年国家六部委出台《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环京
津相关地区工作方案》，明确北京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家口市 8
个县区和承德市 2个县，后帮扶范围扩大到张承保三市的 23个县
区，并纳入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实现了对三市国家级贫困县的
帮扶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区两级共投入财政帮扶资金46亿多元，
县均超过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900多个，23个区县的77万余贫困
人口从中受益，为河北实现整体性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帮扶过程中，北京各区在引导非首都功能疏解助力河北受援
地脱贫的同时，积极推进当地产业升级，共建了一批产业园区，打造
了一批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延伸了受援地产业链，促进了产业高质
量发展，使一批贫困村成为北京蔬菜供应地、休闲旅游打卡地。同
时，开展“名校长工作室”“老校长下乡”等教育帮扶活动，形成了“京
张远程会诊对口合作模式”等一批医疗合作典范，有力推动了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在京冀间共享。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河北不再纳入东西部协作范围，北
京市坚持工作不断、项目不走，将后续工作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点，继续按照国家关于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环京津相关地区工作要
求开展京冀对口帮扶。未来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帮扶机制，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以助力受援地乡村振

兴为重点、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深化产业经贸合作、加强生态环保合作、推进干部人才

培养交流，推动京冀协同、共赢、融合发展。
（作者为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支援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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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0日，北京市与河北省签
署《全面深化京冀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
议》，对口帮扶张家口、承德、保定三
市23个县脱贫攻坚。截至2020
年 2月，北京对口帮扶的 23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45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
发生率降至
0.3%。

1
张家口
北京市 10 个

区对口帮扶张家口 13
个区县，累计援助张家口

市财政资金 18.39 亿元，实施
扶贫协作项目 688个，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 129.16万人次；引进企业 147
家，有效带动 18.98万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北京市 117 名挂职干部参与张家口市脱贫攻
坚；新冠疫情期间，北京市社会各界为张家口市捐

款捐物864.51万元。

2
承德市

北京市怀
柔区、密云区与承
德市丰宁县、滦平县
结成“一对一”帮扶关
系，共向承德市投入财政
帮扶资金 4 亿元，实施对口
帮扶项目140个，直接带动贫困
人口1.9万人；先后有91家北京企
业落户承德，直接带动 6676 名贫困
人口实现稳定增收，帮助近万名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3
保定市
北京市 7 个

区与保定市 8 个贫
困县开展结对帮扶，帮

扶资金 16.65 亿元，实施
748 个项目，受益贫困人口

63.96万人次；295家北京企业到
保定开展产业扶贫；北京市选派

558名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支农支医支
教；79所北京学校结对帮扶保定105所贫

困乡村学校，75所北京医院结对帮扶保定
84所贫困县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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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直播成“新农具”

近日，河北省赤城县新一批绿色蔬菜进入北京超市，看着绿油
油的蔬菜端上北京市民餐桌，已回到北京市海淀区工作的赵可欣慰
地笑了。

2019 年，赵可主动报名去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挂职县委常
委、副县长，主管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赤城距离北京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怎么会是国家级贫困县
呢？为了弄清个中原因，一到任，赵可就跑遍了赤城的 18个乡镇。

“赤城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蔬菜、水果品质特别
好。但是，产量低、没品牌、没销路，在北京一直没有打开市场。”赵
可说。

为了帮助赤城贫困村的蔬菜走上北京市场，赵可把北京海淀区
的优势资源全拉过来了，从蔬菜的检测、品控、商标、包装，到运输，
全方位对接帮扶。同时，帮助赤城企业与北京各大商超、机关食堂、
工会组织联系销售，还让赤城生态红谷米通过电商平台实现了线上
销售。

疫情期间，赤城的农产品一度滞销。赵可自己上阵，走到田间
地头直播带货。不到3个小时，累计观看人数超过50万，滞销农产品
销售一空。

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赵可开始手把手教村民使用手机直播
这个“新农具”。渐渐地，村民们感受到了这个“新农具”的威力，纷
纷学会了通过手机与网友互动，销售农产品。2020年赤城扶贫产品
销售额达到5.11亿元。

在赤城京赤科技示范园区，赵可和团队积极支持建设物联网项
目，这个项目辐射全县 18个农业示范园区，实现了专家与农民零距
离、技术与田间零距离、生产者与消费者零距离。北京挂职团队请
来了北京科技特派员张会臣，对赤城农业种植问题进行现场指导，
其他农业专家通过物联网判断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问题，并实时给
出解决方案。农业技术人员组成了“菜师兄”专业团队，负责农药喷
洒，在降低农户施药成本的同时确保有效性和降低农药残留。北京
科技助力，保障了赤城蔬菜的安全绿色。

变“输血”为“造血”

“宏宾，你们帮扶的那个阜平职业学校今天又签约了一批合作项目，有
北京大明眼镜股份公司、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首农大厨房，都是北京的企
业，职业学校的孩子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啦。感谢你们当年的付出。”一
大早，3年前已结束挂职回到北京工作的西城区干部王宏宾接到阜平县副县
长仇金龙的电话。亲切的称呼、真挚的谢意，透露出阜平人对北京挂职干部
的感情。

2016年京冀签订帮扶协议不久，作为西城区帮扶阜平的第一批挂职干
部之一，王宏宾来到阜平县经济开发区担任副主任，他很快发现，开发区招
商渴望非常迫切，但连起码的招商政策都没有，招商成果凤毛麟角。

王宏宾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经过4个多月奋战，他和同事们提出了包
括土地、税收、人才等六大方面的招商政策建议文本，阜平县经济开发区由
此成为当年保定市20家省级经开区中率先推出招商政策的一个区。

出台招商政策固然可喜，但是，王宏宾明白，协作队伍是扶贫协作事业
成功的必备要素，没有本地干部参与，扶贫就不能算成功。如何给受援地区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怎样让贫困地区一线干部经常“充充电”？这是
王宏宾在阜平县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从长远看，乡村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本地干部队伍和人才。”王宏宾深
刻领会到这一点——把人的能力提升上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变“输
血”为“造血”。

王宏宾想得挺好，一方面请北京的干部到阜平来做培训，另一方组织阜
平的干部到北京学习。但没想到，这事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当地不少干部
觉得“北京的经验对我们不适用”，培训时干部的安全如何保证、车辆怎么调
派等问题都需要解决。面对困难，王宏宾没有退缩，坚持“请进来、走出去”，
3年内累计为阜平培训干部160余人次，培训教育管理人才、教师人才近3000
人次。

城南庄镇一名干部到北京参观西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后，对大厅的 12个
窗口一站式办理印象深刻。不久，“一体化政务服务”就在城南庄镇落地，以
前群众跑多趟才能办完的事儿，一次就全办了。

2020年2月，阜平县成功脱贫摘帽。王宏宾说，把贫困地区的群众当成
自己的亲人，就得走进他们中间，设身处地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两地人的
心，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越靠越近。

“那里的孩子们需要我！”

“了解红色故乡，继承红色基因，让子毅学校的孩子们充满自豪感和使
命感地快乐成长，是助力推进京津冀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和‘老校长下乡’
工程的应有之举。”前不久，在“薪火好少年 奋进新时代——京冀牵手关心
下一代主题教育”活动上，北京市“老校长下乡”代表、原北京市西城区退休
老校长李亚明向阜平学生赠送了他策划编写的校本教材《太行深处的红色
土地》。

2018年8月，李亚明接到区里转发的《关于选派退休人员参加“老校长
下乡支教”的工作通知》，支教工作地点是河北省阜平县，问他能否参加。
李亚明很兴奋，因为早在还没退休时，他就特别想到河北山里的学校看看，
为孩子们做点儿事。

当晚，李亚明在地图上查找阜平县所在的地理位置，然后打开手机通
过导航查看支教的学校——“阜平县台峪乡子毅学校”，但是没有找到直达
的公共交通，要去支教学校需要多次换乘公交，且用时太长、极为不便，李
亚明决定自己驾车前往。

阜平县是太行山著名的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全县 30%人口
没有初中和初中以上学历。子毅学校处于阜平县的深山区，道路崎岖，多
盘山道急转弯，每次从北京驱车前往，单程就需要4个小时。可3年来，年
逾花甲的李亚明风雨无阻。他说：“不管山高路远，我都要去，因为那里的
孩子们需要我！”

每次到子毅中学教育扶贫，李亚明都会在学校住上两天。每天他早上
5点起床，早饭后，立即开始一天的听课评课工作，晚上参加教研组会，帮
教师们批改试卷和作业。凳子又凉又硬，李校长携带的小垫子从厚变薄，
两鬓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但他的支教热情丝毫不减——不仅自己来支教，
还呼朋唤友捐助子毅学校，助山里娃有了第一套校服，为教师建立了“阅读
角”……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子毅学校焕发勃勃生机。“孩子们的琅琅书声
是我最喜欢听的声音！”李亚明说。

2018年11月，李亚明来到子毅学校教学点吴家庄小学，发现这个小院
里，有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共十几名学生和3位教师，大部分学生都是
留守儿童。李亚明为一年级的 3个孩子上了一堂语文课——《小雨点》。
他耐心指导每名学生大声朗读，通过学习“小雨点”勇敢找寻有花有草的地
方，教育孩子树立自信，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年来，北京市教育系统有 32位像李亚明这样的退休老校长深入河
北省阜平、承德等 25个条件艰苦的乡村学校支教，其中 16位老校长

定期到阜平县的乡村学校工作。北京 30余所中小学签署“手拉
手”对接帮扶河北省23个教育贫困县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