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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静 周新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驻

洛浦县多鲁乡色日克村“访惠

聚”工作队，驻村以来，积极探

索，最终确定了饲料加工+特色养

殖+旅游观光+农家乐的绿色生态

化田园综合体发展思路，力争全

村 312 户、1394 人都能够如期脱

贫。

2017 年，工作队在后盾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协调项目和

资金，依托色日克村边上的一条

排碱渠，建成了占地 40 亩的生态

养殖基地。沿着水渠边，有4栋鹅

舍和1个育雏室，鹅可以在鹅舍饱

餐后，到前面的水渠里游泳。活

水养殖有效避免了传统养殖环境

下，鹅易生病、肉质差等问题。

同时，对天然水域形成的自然景

观加以改造和利用，打造景观小

水域、牧草景观带、景观人行

道、观景亭等旅游景观，并建成

农家小屋，发展观光和农家乐旅

游。

鹅养殖项目采用工作队+合作

社+致富能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模式，组建生态养殖合作社，以

村民自愿入社为前提，吸纳了 32

户贫困户入股，将产业脱贫和资

产收益脱贫相结合，通过合作社

规模化运营实现资产收益，帮助

社员脱贫致富。目前，合作社已

实现2次分红，共发放分红资金5

万余元。

工作队专门引进了饲料加工

设备，在基地外的一处空地建成

了简易加工厂，进行饲料生产加

工，以降低成本，保障饲料供

应。饲料主要采用村里的玉米、

苜蓿、豆芙等原料，带动了周边

农业种植。工作队还为合作社购

进了3台全自动孵化机，在产蛋的

高峰期进行自动孵化，扩大养殖

规模。同时，工作队经常性组织

技术人员前来提供技术指导和服

务，通过提高技术和一年多的养

殖实践，鹅的产蛋率、存活率有

了很大提高。鹅蛋、鹅肉营养丰

富，口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

爱。和田市、洛浦县的烤鹅店、

烤蛋摊在这里签订了销售订单，

鹅和鹅蛋不愁销路。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每年的

1-6月份是鹅的集中产蛋期，鹅养

殖项目日产蛋180~200枚，一枚蛋

市场价 8~10 元，仅出售鹅蛋月就

可增收4万~5万元。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

多村民参与养殖，实现互利双

赢，工作队将鹅苗连同饲料一

起，发放给有养殖意愿和技术的

村民，让村民在自己庭院进行养

殖，待鹅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合

作社再以每只 30 元的价格进行回

购。这样，村民足不出户就能轻

松实现增收。目前，这种产业扶

贫模式已初见成效，已实现贫困

户领养鹅苗定期回购全覆盖，平

均每户收益1000元以上。

村民图尔荪尼亚孜·木萨以

前是村里的贫困户。村里养殖基

地建成后，他就过来上班当饲养

员，现在每月有 2500 元的固定

收入，每年还有分红。他说，两

年多的时间，他家从负债到有了

存款，相信在工作队的帮扶带领

下，全村人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

好。

养殖基地的农家乐旅游也办

的有声有色，一到晚上和周末，

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很多

是从和田来的游客。建在河边、

水面上风格各异的包厢，水边的

垂钓区，用自己养殖的羊、鹅、

鸡、鱼等做成的特色美食，给游

客提供了独特的体验。

夏季是旅游的旺季，这里的

农家乐平均每天承接 200 多名游

客，生意非常好，成为了合作社

主要利润增长点。

截至目前，色日克村已逐步

建成了特色养殖+体验农业+观光

农业和农家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共解决了本村 18 名村民就地

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余元。

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杜强说：“工

作队将继续带领全体村民一年接

着一年干，确保如期完成脱贫目

标，实现百姓致富梦想。”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申鸿皓

这几年，按照精准扶贫“社会保障兜底一

批”的工作要求和部署，河南省社旗县唐庄乡官

营村不断织牢织密民生保障“兜底网”，把各种

惠民政策礼包送给贫困户，让他们实实在在享受

到民生红利。

官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崇，走进特困供养贫

困户顾长合的新房时，顾长合正惬意地端坐在床

边看电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李崇说：

“大伯，新房子住着舒坦不舒坦？”顾长合回答：

“得劲、得劲、真得劲！真没想到，俺老了老

了，还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党和国家的政

策真好啊！”

以前，住房问题一直是顾长合的一块儿心

病。他年老体弱，左腿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靠低保金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特别是没

有宅基地，没钱盖房子，只能常年借住在邻居

家，每每提及此事，他常常泪眼朦胧。在驻村工

作队的协调帮助下，他不仅顺利申办了特困供养

补助，拿到了带贫企业的捐赠分红金，还争取到

了危房改造指标，镇、村两级特事特办，好事快

办，经过多方努力，今年7月份，他顺利搬进了

新家。

同样享受到扶贫政策红利的，还有古稀之年

的贫困户李山坡。他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都

是智力残疾人，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多年来，李

山坡不得不四处干苦力拼命挣钱。说起日子的艰

辛，李山坡只是摇头叹气，愁闷、无望的气息，

罩满了他皱纹纵横的黑瘦脸颊。未来的日子究竟

怎样，对他来说没有答案。

2018年，社会保障“兜底网”撒到了李山坡

家。当年5月，经个人申请，民政部门将他家纳

入了农村低保户保范围，还办理了残疾人“两

项”补助。有了“兜底政策”的庇护，家里的生

活慢慢出现了转机，李山坡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干劲儿越来越

大。

在精准扶贫中，官营村加强社会保障兜底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

效衔接，以特困供养、低保制度为主体，以医疗、教育、临时救助为

辅，应保尽保，一个都不落下，应助尽助一个也不放弃。李崇深有感

触地说：“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犹如脱贫攻坚的神器利剑，兜的是贫困户

中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且无其他经济来源的家庭，有

效解决了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群体脱贫的难题。”

一系列好政策的落实，让兜底保障贫困户，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

味，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脱贫致富的劲头儿越来越足。

记者 李彦东
通讯员 沈奕君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陕西

省平利县聚焦精准，紧扣县情实

际，积极探索兴产业、置家业、

扩就业“三业”并举的精准脱贫

新路，为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汇

聚强大动能。

平利县按照“一村一品、一

户两三业、长中短结合”的原

则，扭住“5 个 10 万”产业发展

目标不动摇，精准落实到村、到

户，实现产业全覆盖，做到短期

抓绞股蓝、畜牧、富硒粮油，中

期抓中药材，长期抓茶叶，形成

当下能脱贫、中期稳增收、长期

能致富的产业格局。2018 年，平

利产业发展创近年来最好水平，

产销茶饮产品 1.28 万吨，实现产

值13.6亿元。新建和改造3.3万亩

茶园，发展3万亩绞股蓝、5万头

生态猪、3.1万亩富硒粮油、3.5万

亩中药材，新培育 3 家省级龙头

企业，新增11个市级园区、28个

县级园区。

近年来，平利县按照“五

新”社区建设要求，围绕“一城

十镇一百个移民搬迁安置区”，以

培育社区工厂为抓手，坚持把

“两房”建设确定为脱贫攻坚战的

首胜之役，按照精准搬迁、精准

施策、精细管理的要求，核准搬

迁群众家庭信息、搬迁意愿和就

业意向，面对面签订“三项协

议”，坚持规划为先，实施有业安

置，真正把搬迁工程建成良心工

程、精品工程。

为了有效解决就业难题，平

利县按照“总部在园区、工厂在

社区、车间进村庄”的思路，制

定出台 《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促

就业的实施意见》《加快家庭手工

业新社区工厂发展的若干意见》

《扶持新社区工厂发展工作办法》

等优惠政策，从领导包厂、部门

联厂，再到干部驻厂，为新社区

工厂发展创造一流环境，努力让

贫 困 户 在 家 门 口 就 近 就 业 。

2018 年年底，平利县正阳镇南

溪河村 3 组贫困户向顺芝一家 5

口从老庄子搬进新社区。她的

丈夫在外搞建筑，她自己在新

社区旁的工厂上班，过上了新

生活。向顺芝表示，移民搬迁

集 中安置区，出门就是硬化马

路，商店、卫生室等服务设施样

样有，生活很方便。搬迁不仅提

高了群众的生活品质，更拓宽了

他们的脱贫致富路。

从大山深处搬到安置区新居

的贫困户代兵，也有了自己的新

生活。今年，代兵种植了 5 亩多

魔芋，妻子谭荣平参加了政府组

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后，在附近社

区工厂平利县鑫发鞋业有限公司

上班，月收入2000多元，还能照

顾老人和孩子。一家人对生活充

满了期待。

搬进新社区，家中有产业，

门口能就业。在平利县，依托社

区工厂，使更多的贫困户在家门

口端起“饭碗”，城关镇马咀村贫

困户杨细烟就是受益者。如今，

杨细烟每月工资性收入2000元左

右，尽管还没有脱贫，但她对未

来很有信心。

截至2018 年年底，全县有 83

家社区工厂，提供 3634 个就业

岗位，让搬迁群众楼上居住、楼

下就业。平利县共完成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 6560 人，被农业农

村部列入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

县。

通讯员 尉建飞 卢永龙

昔日的陕西省阳高县古城镇

下神峪村以“乱”闻名，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在大同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下

神峪村建好党支部，发展集体产

业，脱贫的步伐更快了。

建好党支部，硬了主心骨，

引出了民风突转，民心骤聚。人

心顺了，脱贫攻坚战“一举拿

下”，群众满意度100%。最触动

民心的是壮大集体经济。村里

虽 有 百 亩 机 动 地 ， 但 名 存 实

亡，集体经济为零。村党支部

动真碰硬，把原集体的耕地全

部收回来，继而建起了下神峪

村集体百亩杏树产业基地。今

年，基地林下套种的西瓜大丰

收，村“两委”决定拿出来一

部分给村民尝鲜。

驻村工作队队长曹永明说，

分瓜是为了让大家享受集体经济

成果。在村民大会上，他介绍了

西瓜的种植、销售收入情况。发

言结束后，村民们便开始有秩序

地领瓜了，每户 5 个西瓜。村民

李英说：“有党的好政策，有强

有力的党组织，我们的日子越来

越甜!”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宋佳明

本报讯 近日，吉林省辉

南县三合村的百亩果园进入丰

收季。

三合村借助扶贫产业发展的

东风，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和区位

优势，打造了凤鸣百亩果园，果

园占地100亩，栽植7000棵隆丰

果树、3000棵鸡心果树。在村干

部、贫困户悉心打理下，预计今

年收获隆丰果、鸡心果 8 万斤。

驻村第一书记韩龙珍说，要找到

好的销路，多卖点钱，好给贫困

户分红。

下一步，三合村将持续谋

划，加大投资，完善果园的配

套设施，制定更周密的种植计

划，通过这项实实在在的扶贫

产业，让全村贫困户脱贫增收

得到有效保障。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院玉顺

本报讯 河北省张家口市

下花园区在全省率先实现健康

扶贫“流动卫生室”全覆盖，

“流动卫生室”这一新型医疗扶

贫模式，让农村居民足不出户

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赢

得了群众普遍称赞。

下花园区内多山区，部分

村落距离城区较远且分散，村

内留守群众老龄化严重，村民

存 在 着 极 为 普 遍 小 病 抗 、 大

病 拖 的 问 题 ， 全 区 因 病 致

贫 、 返 贫 人 数 占 贫 困 户 的

76.79%。去年年底，下花园区

创新建立起“流动卫生室”，

把 医 疗 阵 地 挪 到 边 远 乡 村 ，

打 通 了 健 康 扶 贫 工 作 的 “ 最

后一公里”。让优质医疗资源

“走”到贫困患者身边，解决

贫困患者就医难。

“流动卫生室”设在救护

车上，除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和心电图机、便携式 B 超机等

常 规 检 查 设 备 以 及 十 六 大 类

150 余种常用药品外，还配备

了笔记本电脑、医保刷卡器、

车载冰箱等。“流动卫生室”

开诊以来，专业技术人员每天

分时段深入到全区 4 个乡、46

个行政村，特别是偏远村和无

村医村进行巡诊。在开展医疗

救治和健康服务的同时，还根

据慢病患者和各种特殊病患者

的自身情况，进行定点问诊，

对行动不便的村民上门进行诊

疗，发现急重病患时，及时将

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做到了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误诊。同

时，村民还可随时进行门诊报

销，以及门诊特殊病就医证办

理。

截至目前，“流动卫生室”

共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

享受政策户 4000 余人次，接受

农村居民健康咨询和一般性诊

疗 1.5 万人次，大大提升了农

村居民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和

满意度。下一步，下花园区将

结合“智慧医疗”要求，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将贫

困人口的健康数据进行系统化

管理，以便更科学地向贫困患

者提供有计划的健康服务，推

动“流动卫生室”向智慧化方

向发展。

鹅肥景美赛江南
——新疆洛浦县色日克村建田园综合体带农脱贫

兴产业 置家业 扩就业
——陕西省平利县“三业”并举开辟精准脱贫新路

脱
贫
的
劲
儿
越
来
越
足

—
—

河
南
社
旗
县
官
营
村
﹃
兜
底
网
﹄
保
障
贫
困
户
生
活

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健康扶贫“流动卫生室”全覆盖

建好党支部快脱贫

吉林省辉南县三合村扶贫果园迎丰收

四川省甘孜县格

萨尔王城是当地 128

个贫困村抱团发展、

共同打造的，以格萨

尔文化为主题的脱贫

奔康项目。这是演员

扮演的格萨尔王巡城

活动。

刘忠俊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