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2018·12

经验

当地实际，引进公司建立“紫陶扶贫

工厂”，进行紫陶制品生产加工，黄

晓成为这家工厂的员工之一。按照乡

上的安排，黄晓参加了实用技能培训

班，并进入扶贫工厂，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业。现在黄晓每月有2000元左右

的收入，农忙时还能兼顾田间的

活计。

使每一次培训精准有效

“需什么就训什么、缺什么就

补什么”。红河州委、州政府对实训

基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行了规

范，并在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给予了

市县和乡镇很大的自主权。各实训基

地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分析、动态调

整优化教学项目等方式，选聘党建专

家、科研教授、乡土人才、致富能

人、创业能手作为固定教员，让每一

次实训都精准有效，把“生的训熟、

缺的训全、弱的训强”。

“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往往和自

身内生动力不足关系很大，所以我们

在培训中加入了政治理论和政策法规

的课程。”石屏县龙武镇党委书记普

亮明介绍，通过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讲

解党的惠民政策，激发其干事创业热

情，不少贫困户从思想上完成了“要

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赵

丽就是其中之一。

在实训基地参加培训的过程中，

龙武镇法乌村村民赵丽意识到，作为

一名党员，自己非但没有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还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拖

了大家的后腿，脸上无光。一方面，

她专心学习特色中药材种植，实现

露水草种植从亩产2000元到4000元

的蜕变；另一方面，她还根据当地彝

绣文化历史悠久的特点，带动同村的

姐妹们一起成立彝绣专业合作社，成

为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2017年，我家的年收入达2万元，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赵丽自豪

地说。

在绿春县大兴镇的实训基地，

一批学员围在县蜂蜜产业协会会长邹

文军身旁。中华蜂“活框饲养法”的

课堂就设在田间地头，邹文军手持蜂

巢给建档立卡贫困户讲解饲养技法。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学历水平普遍不

高，因此比起在课堂里讲，这样的实

际操作更利于大家接受，也更有效

果。”邹文军介绍，从2017年到现

在，蜜蜂养殖培训班已经在大兴镇教

育实训基地开展了30多期，培训群众

2000多人次。

红河州135个党建扶贫“双推进”

教育实训基地都建设有现场实训区，

下设若干个科学种植养殖实训点，成

为该州按需精准培训、突出实训教学

的重要保障。红河州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刘申寿介绍，红河州结合实际，

对实训基地的建设标准进行了规范：

即建设规模不少于20亩，综合教学楼

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下设村级分校

点，集党性教育、理论学习、技术实

训、试验示范、食堂住宿等功能于

一体。

学以致用铺就致富路

在全面铺开建档立卡贫困户培

训的情况下，教育实训基地也十分重

视重点学员的辐射带动作用。学员经

过培训学习后，纳入县、乡两级定向

委培的“明白人、带头人”，当产业

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要与基地签订

“传帮带”的协议，帮助一定数量的

贫困群众，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定期

参与实训基地培训的同时，得到创业

致富能手的指导和帮助。

蒙自市西北勒乡西北勒村村民

杨贵兴家的2000棵苹果树今年丰收，

他也实现了三年“三级跳”：2016年

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脱贫出

列，2018年步入小康。杨贵兴一家

五口以前一直靠种植玉米度日。几年

前，在政府的引导扶持和党员吴荣忠

的带领下，杨贵兴将家里的地改种上

苹果。2017年开始，实训基地按照一

季度两次的频率，请来红河学院、红

河州农校的老师给果农们讲解管理苹

果树的专业技术知识。吴荣忠也会到

杨贵兴的苹果地里帮助他解决种植、

销售方面遇到的难题。2017年，杨贵

兴家的苹果卖了2万多元，今年这个数

字还要翻倍。

2014年西北勒乡全乡有贫困户

824户、5020人，目前全乡只剩31户、

90人尚未脱贫。“通过实训基地培

训，以及各村示范点的带动，西北勒

乡摘掉了贫困乡的‘帽子’。”西北

勒乡党委书记张云说。

实训基地除了承担提高村民技能

的责任，也是各个乡镇的党校。采取

“党校+实践实训基地”方式建立的

基地，很好地实现了扶贫与扶智的结

合，不断激发普通党员干事创业的热

情。例如石屏县某些村寨原本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成风，通过培训，党员们

开始推动革除陈规陋习行动，采取村

监委监督、组建红白理事会、订立村

规民约等措施，有效遏制了跟风攀比

的铺张浪费现象，以零错退、零漏评

成为红河州第一个脱贫出列贫困县。

本刊记者 王学勇 
黄晓在“紫陶扶贫工厂”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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