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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第一拳：“小手拉大手”转观念

2017年4月，新建成的大练地村大山脚幼儿园

正式开园，来自附近10个村民小组的82名适龄儿

童入园学习。看着村民踊跃把孩子送来学校，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有了这样的想法——通过孩子引导

村民，提升脱贫内生动力。

在工作队员的帮助下，大山脚幼儿园发起了

“小手拉大手”活动：除正常教学内容外，老师

会向孩子们讲以勤劳致富、踏实苦干为主题的小

故事，并布置课后作业，让他们回家讲给自己的

父母听。同时，还引导小朋友树立起知识改变命

运的观念，让他们回家后跟父母讲一讲自己长大

后希望变成什么样的人。

“通过孩子的思想变化，让群众慢慢树立起

脱贫的信心和奔头，既教育孩子也教育了家长。”

云南省教育厅挂钩大练地村第一书记王梓说。

听着孩子讲的“道理”，许多群众的内心慢

慢发生变化，建档立卡贫困户你玉南就是其中之

一。“娃娃上幼儿园后常会和我们说，要我们好

好种地打工，以后供他读大学。”说起孩子的目

标，他开心地笑了。“孩子有想法，做家长的决

不能拖后腿。”和你玉南一样，村里越来越多的

群众种起了果树，开始到山下的建筑工地打工。

“不只在大练地村，全市其他地方的观念也

在发生转变，推进整个泸水市的控辍保学，对发

挥教育扶贫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成效明显。”云南

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泸水市驻村扶贫工作

队总队长李光洪说，“泸水市幼儿园数量从2015

年的6所增加到2017年的82所，实现了‘一村一

幼’全覆盖。”

第二拳：依托职业教育长技能

“店里每天都有活，遇上街天要从早忙到

晚。”泸水市古登乡小伙余林星在街上开了一家

电器维修店，月收入3000元左右。可两年前他还

苦于没有一技之长，不知道干什么。

余林星从什么都不会到依靠一门手艺脱贫致

富，得益于泸水市依托怒江州职教中心开展的职

业技能培训。

“针对怒江州实际，培训职业技能人才进行

劳务输出，对助推脱贫攻坚的作用更明显。”怒

江州职教中心副校长何韶英说：“2016年外送的9

名泸水籍学生中，有6人进入珠海的企业工作，月

收入均在6000以上，直接带动了6个家庭的脱贫

致富。”

为让更多的家长接受职业教育、让更多的孩

子学到一技之长，泸水市积极鼓励初、高中毕业

未能继续升学的“两后生”参加职业教育。2017

年，有1200多名泸水籍的学生进入到怒江州职教

中心学习。

与一般的职业教育学校不同，怒江州职教中

心95%以上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学校在免除学杂

费的同时，还通过怒江州、泸水市拨款以及学校

自筹等方式，给予每名学生每年4500元的生活补

助。上学的负担减轻了，更多的家长开始把孩子

送到学校学习。

2017年6月，又有8名泸水籍学生毕业返乡。

如何让这些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学有所用？泸水市

分别在创业贷款、场地租用、水电接通等方面给

他们提供便利。像余林星一样，依靠一技之长在

泸水市创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李光洪说，

“通过控辍保学，让孩子有学上，以此增加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起脱贫之志；通过职业

教育，让学生学有所成，贫困群众有一技之

长，进一步扶出脱贫之智。”

本刊记者 李宏刚 

教学楼高大醒目，运动场设施齐全，儿歌声清晰洪亮……记者走进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
大练地村大山脚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可与城里的幼儿园媲美。近年来，泸水市通过练好一套
“组合拳”，“一拳”转思想、“一拳”长技能，探索出教育扶贫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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