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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师红军

河南省鲁山县委、县政府近

年来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根

本之策，创新“十百千万”产业

体系，培育壮大扶贫产业，拓宽

群众增收道路，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决胜贫困县摘帽提供了有力

支撑。

鲁山县依托资源条件，以传

统优势产业为基础，结合实际，

逐步培育了以血桃、蓝莓、酥梨为

主的特色种植业，以野猪、山羊等

为主的特色养殖业，以山水游、文

化游等为主的旅游业，以蝎子、丝

绵、服饰等为主的加工业，以村

级、户用为主的光伏产业，以县、

乡、村三级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电商

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全县上下形

成了发展以产业为基础，收入靠产

业支撑的良好局面。

本着县有支柱产业、乡有主

导产业、村有特色产业、户有增

收产业的原则，鲁山县紧紧围绕

六大支柱产业，在全县打造了葡

萄、食用菌、蓝莓等十大特色产

业园区。以十大特色产业园区为

依托，在各乡、镇、街道、办事

处着力建设了以旅游、蔬菜、花

卉、电商等为主的100个特色产业

基地。培育了以辛集乡为主的万

亩葡萄、以董周乡五里岭为主的

万亩酥梨、以库区乡为主的 6700

亩蓝莓和以董周、瓦屋、土门等

乡镇为主总量3.6亿袋的食用菌等

产业，确保每户贫困户有2个以上

增收渠道。通过产业基地带动，

全县有11150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鲁山县还积极推动各行政村

成立合作社、并培育了以瑞亚牧

业、天富野猪养殖、佳尚农业、

蓝沃蓝莓等为龙头的1000余个带

贫经营主体。在合作社+农户、公

司+农户、基地务工等模式的带动

下，已有1万多户贫困户增收。通

过建立“十百千万”产业体系，

形成了县有产业园区、乡有带贫

基地、村有合作社或带贫主体、

户有增收产业的发展格局，实现

了示范引领、基地带贫、产业扶

贫的脱贫发展目标。

县委、县政府立足实际，出

台多项激励政策，充分调动贫困

户发展、带贫经营主体带贫、特

色产业带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先后出

台了 《鲁山县关于贫困户从事种

植、养殖、务工等产业进行奖补

的方案》《鲁山县贫困户就业和发

展产业项目扶持奖补方案》，对自

主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每年每户给

予5000元的奖补。为鼓励带贫经

营主体切实发挥带贫作用，研究

出台了 《鲁山县扶持带贫经营主

体的实施方案》，根据带贫经营主

体规模及带贫人数，给予最高40

万元的奖补。为推动特色产业健

康发展，出台专项扶持意见，制

定了 《鲁山县农家乐旅游奖补政

策》《鲁山县蓝莓、食用菌种植专

项扶持奖补政策》，加大力度推进

特色产业发展。这些政策性文件

的出台，构建了企业+基地+贫困

户、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企

业+金融+贫困户等多种减负带贫

模式，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产业

扶贫格局。鲁山县已累计发放

6300万元各类奖补资金，全县1.2

万户贫困户受益。

鲁山县还成立产业扶贫专

组，专职专责，统筹、指导全县

产业扶贫工作。在乡、镇、街

道、办事处的统一指导下，村村

设立产业发展指导员，有效推动

产业扶贫扎实开展。建立产业发

展旬推进、月观摩、季评比的工

作机制，确保产业发展政策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

鲁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发

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鲁山县还要学习、借鉴其他县市

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一鼓作气，顽强作战，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

记者 李彦东
通讯员 许建刚 马伟

一 棵 棵 绿 色 白 皮 松 茁 壮 生

长，一筐筐黄花菜集装成箱被运

往市外，一个个圆实的西瓜坐着

飞机被运到广州、深圳……看着

这一幅幅喜人的画面，望着许多

因此受益的贫困户，不得不赞叹

陕西省兴平市的扶志扶智工作确

实见到了成效。

是什么让兴平市的扶贫工作

取得这样的实效，兴平又是采用

什么样的办法，除掉贫困户等、

靠、要的惰性思想，变“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的呢？

摆脱贫困，首先要激发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志气和信心。兴平

市坚持把“志智双扶”作为助力

贫困户脱贫的突破口，牢固树立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的扶贫

意识。成立以市级领导任组长的

扶志扶智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安

排、统筹推进全市扶志扶智工作

开展。出台扶志扶智相关文件，

明晰职责，夯实任务。与相关单

位签订扶志扶智工作责任书，通

过自查与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及

时发现各单位在扶志扶智工作中

的典型做法、成功经验以及存在

的问题，并及时予以通报、交

办、督促，力促把扶志扶智工作

做细做实。

市委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扶志扶智工作，市级领

导分别深入自己的包抓点，就扶

志扶智工作开展调研，同贫困户

促膝交谈，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走出贫困。各包抓部门、各镇办

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建立爱心超

市、举办道德讲堂、创建文明家

庭、评选好媳妇好公婆、脱贫攻

坚文艺汇演、流动电影放映、全

民阅读等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

活，树立文明新风，破除贫困户

思想顽疾。截至目前，已开展扶

志扶智报告会、故事会、道德讲

堂等活动178场次，数万名群众受

益。

针对部分贫困户中存在着思

想落后、不思进取、懒惰庸散等

不良现象，兴平市组织扶贫骨

干，成立扶志扶智宣讲团，深入

各镇、街道及164个行政村，重点

解读医疗、教育、住房、产业等

方面的扶贫惠民政策，推广脱贫

经验，宣传脱贫典型，着力破解

贫困群众“贫在素质、困在精

神”等问题。

在组建宣讲团向群众宣传扶

贫政策、激发脱贫斗志的同时，

兴平市还通过大型喷绘、横幅、

标语等载体，及时向群众宣传党

的扶贫政策，让更多的人了解、

关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在全

市上下形成人人关注扶贫、个个

参与扶贫的良好舆论氛围。积极

协调各镇、各街道、各相关部门

充分发挥“四支队伍”进村入户

走近群众的实际，采取发放资料

等形式，深入宣传扶志扶智工

作，从而把扶志扶智工作的触角

延伸到群众的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兴平市还每半年深入被考核

单位一次，就扶志扶智的扶助政

策、开展意义、典型宣传、司法宣

传、移风易俗等内容，进行重点检

查。全市各镇、街道、村成立的

“一约四会”很好地起到了净化社

会风气、引领精神文明的作用。

面对贫困群众缺资金、缺技

术、缺劳力、缺信心的实际，兴平

市坚持把推动产业发展、树立先进

作为群众摆脱贫困现状、巩固脱贫

成果的助推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及时发现脱贫过程中涌

现出的典型人物和事例，让越来越

多的贫困户学有榜样，增强走上致

富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兴平，养牛户任鹏维、黄

花菜种植领路人刘欢石、“土豆

哥”任维安、“草莓姐”翟亚歌、

秋葵种植能手张劲松、养鸡能手

朱迎船等人，不仅是家喻户晓的

致富能人，也是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标杆和榜样。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胡圣卫

安徽省舒城县张母桥镇牢牢把握产业扶贫这一核

心，按照适销对路、品种优良的原则，积极培育毛

竹、樱桃、油茶和杭白菊等特色产业，创新扶贫模

式，产业扶贫结出累累硕果，越来越多的贫困户也依

靠发展特色产业走上了致富路。

张母桥镇良胜竹编扶贫驿站宽阔明亮的厂房内，

工人们灵巧的双手来回翻动，经过绕圈、编织、系紧等

加工程序，一根根竹条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竹编制品。

张母桥镇竹类资源十分丰富，竹编工艺源远流

长。白果村是竹子种植大村，种植面积达 2000 多

亩，162户贫困户都有自家的竹林，非常适合发展竹

子深加工。白果村通过竹子收购、竹子深加工等方

式，提高竹类资源的附加值，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

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为使传统竹编工艺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让竹制品

走向高端，张母桥镇开启了从粗制到精编的改革，竹

编制品也由单一的簸箕、背篓等扩展到竹包、竹盒、

茶道托盘等工艺品，竹编产业在这里焕发出勃勃生

机。

车厢沟樱桃采摘基地位于张母桥镇幸福山东麓，这里的樱桃是纯

天然生态种植，不用除草剂，使用农家肥。为做足做好樱桃文章，镇

党委、镇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着力改善乡村面貌，将幸福山

旅游和车厢沟樱桃发展相结合，把樱桃集中连片种植纳入乡村旅游规

划，农旅融合发展，带动贫困村出列、贫困户稳定脱贫。

涂到明是白果村车厢沟组的贫困户。今年樱桃大丰收，夫妻俩靠

卖樱桃，赚得四五千元。涂到明高兴地说：“前几年，通往车厢沟的道

路又窄又陡，加之樱桃不易储存，即使丰收了也卖不上好价钱。现

在，政府不光把路修成了水泥路，还开发了车厢沟樱桃采摘基地。很

多游客开车过来采摘，每斤15元还抢着要！”小果实促进大增收，樱

桃采摘发展了乡村旅游，带火了当地经济。目前，车厢沟已有近100

亩樱桃采摘基地，采摘销售让白果村车厢沟组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

均增收5000元。不仅如此，就连树上掉下来的樱桃也能作为种子以每

斤2元的价格卖出，樱桃种植切实带动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白果村蓝莓基地，是徽佰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高标准苗圃

选育和有机蓝莓种植示范基地，集现代农业工厂化育苗、标准化种植

和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白果村村支书胡仁贵介绍，白果村以公司+示

范基地+蓝莓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形成特色产业。蓝莓产业预计每亩产值收益1.2万元，可带动30多户

贫困户增收。

一个个扶贫产业结硕果，一个个村庄撕下贫困标签。张母桥镇以

特色产业为媒，延伸扶贫产业链，开展土地流转、就业扶贫，走出一

条协调推进绿色发展的生态扶贫之路。

记者 朱柳蓉
通讯员 黄元荣

王国位是驻广西凌云县朝里

瑶族乡平塘村的脱贫攻坚 （乡村

振兴） 工作队队员、共产党员，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他不忘初

心、牢记驻村使命，当好群众的

调研员、宣传员和销号员。

为了当好村情民意调研员，

王国位驻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

访村屯，开展调研工作。通过为

期一周的调研，把全村的基本情

况、民风民俗、贫困户有关情况

等摸了个清楚。在走访全村贫困

户时，每到一户他都详细记好民

情日记，记录每户的家庭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当前需要解决的

问题。他通过调研得知，全村还

有53户、260人未脱贫，20户贫困

户没有电视机看，六平屯没有水

喝，还存在各练至那塘屯道路建

设，那塘片区、六夫片区标准化

大蚕房建设等问题。

“当时感到身上的压力和责任

特别大”，王国位说，作为县里派

驻的工作队员，如果不能为老百

姓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

是愧对组织的信任。

“作为一名合格的驻村工作队

员，一定要善做群众思想工作，

当好扶贫工作的宣传员。”王国位

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进

村入户走访中，他因族施策。平

塘的村九朋、各练两个背陇瑶

寨，大部分群众不会说普通话，

只懂瑶语或壮语。为便于开展工

作，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给群

众，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党和国家

各种政策的红利，王国位不得不

重新学习十几年没讲过的本地方

言，把各项扶贫政策宣传好、贯

彻好、落实好。

带着调研发现的问题，王国

位列出问题清单，打报告、跑部

门 （后援单位），把问题一个一个

进行销号，做好问题的销号员。

六平屯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那塘片区、六夫片区标准化大蚕

房，安置场六组道路硬化，各练

至那塘屯等6条39.8公里生产道路

建设，新村部搬迁、办公设备配

备，解决20户贫困户看电视问题，

落实“八个一”活动经费……

只 有 “ 吃 过 ” 基 层 泥 土 的

人，才懂得群众的心声。只有村

里一件件群众期盼的事情得到落

实，王国位才能了结自己作为驻

村干部的心愿。王国位和驻村队

员努力为平塘村解决了一个又一

个问题，今年村里 29 户贫困户、

157名贫困人口有望脱贫。

记者 宫立灵
通讯员 乌云高娃

苏布达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正蓝旗上都镇巴音郭勒嘎查，

几年前因病致贫，生活困难。2年

前，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她家也

因扶贫项目分到了2头牛，眼看生

活有了起色。今年，通过扶贫项

目，她家打了小型机电井，提高

了饮水质量。近日，嘎查党支部

书记格根托娅和驻村工作队成

员、宣传委员又一次来到苏布达

家，向她及家人传达上级扶贫相

关政策，了解存在的问题，询问

补贴落实情况。

格 根 托 娅 经 常 和 苏 布 达 交

谈，了解情况，努力解决她家的

实际困难，苏布达也坚定了信

心：要为美好生活而努力。

格根托娅自担任巴音郭勒嘎

查党支部书记以来，切实履行党

员职责，协助嘎查“两委”，积极

争取上级项目资金，认真落实帮

扶工作，及时解决嘎查贫困户实

际困难，受到了牧民的赞扬。

格 根 托 娅 于 2008 年 大 学 毕

业，2009 年起在巴音郭勒嘎查担

任大学生村官，2012 年 10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嘎查委员会

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职务。作为

共产党员，她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以一心

一意为牧民服务的心态对待每一

天的工作。

格根托娅与嘎查“两委”通

力协作，为嘎查修建 17 公里砂石

路、3个浩特通了常电、做好“两

委”办公室基础设施建设等工

作。格根托娅还经常到贫困户家

中，询问存在的问题，切实为他

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优秀

共产党员，格根托娅始终坚持不

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进一步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并与

时俱进，履行党员职责，向老党

员学习，积极探索嘎查集体经济

发展新路子。为了发展壮大嘎查

集体经济，她协助嘎查“两委”，

争取上级项目资金，2018 年 10 月

争取到 50 万元，建设棚圈、引进

20 头牛，让嘎查有经验的牧民养

殖，目前为嘎查集体经济增收6万

元。格根托娅介绍，集体经济收

入全部用于资助嘎查灾民、困难

大学生、大病及弱势群体等。

格根托娅在基层工作 10 多年

来，为牧民解决实际困难，得到

了群众的好评和领导的信任，先

后被评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优

秀党务工作者。

通讯员 郑艺臻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漳浦

县官浔镇组织各村对可能依旧贫

困的家庭进行了摸底。

官浔镇对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人均纯收入低于5000元，且有

致贫风险的边缘户进行摸底，同

时对已脱贫户中不稳定户进行摸

底监测，严格按进度要求完成动

态调整工作，确保“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扶贫先扶志 致富先治心
——陕西兴平“志智双扶”激发贫困户脱贫斗志

布好发展局 下活一盘棋
——河南鲁山壮大扶贫产业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

民族地区扶贫人物

用自己辛苦换来群众幸福

一心一意为牧民

福建漳浦官浔镇对经济困难家庭摸底调查

特
色
种
植
结
硕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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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华蓥市利用工业

园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组

建扶贫车间，搭建就业平

台，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

富。目前已组建 23 个扶贫

车间，带动 1600 余名贫困

人口就业，人均月收入在

2500元以上。

图为扶贫车间一角。

通讯员 邱海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