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林惠卿

夏日的午后，林金波冒着高

温来到他的牛棚，给 3 头牛喂

食、添水。他说：“这些牛是我

们一家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今年66岁的林金波，家住福

建省漳浦县旧镇镇浯江村，因腿

脚不便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其

妻子、儿子均为智障者，生活无

法自理。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

2017年，通过镇村干部的排

查摸底，林金波家被识别为贫困

户，成为漳浦县法院的精准扶贫

对象。县法院了解到他的家庭情

况后，花 1 万余元买了 2 头奶牛

让他养殖。这对于林金波一家来

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林金波

将2头奶牛视如珍宝。在他的精

心饲养下，其中一头奶牛连续产

犊，生了2头小牛。另一头奶牛

不能生育，于2019年被卖掉，带

来了7000多元的收入。

“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再卖1头

牛犊，估计可以卖到 8000 元左

右。这样，我们全家下半年的生

活就不用愁了。”说起下一步的

计划，林金波满脸喜悦。

除了购买奶牛，县法院还积

极帮助林金波一家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林金波的妻子因故未上户

口，无法享受到应享优惠政策。

县法院了解情况后高度重视，目

前正在全力解决其户口问题。

如今，低保金、助残金以及

养牛的收入，基本可以保障林金

波一家三口的生活。林金波表

示，今后他将继续壮大牛群，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林金波过上“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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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耕地种药材，山下公司

培训忙。初夏的青海省海东市乐

都区李家乡山庄村里，一股脱贫

致富的新风扑面而来。

山庄村地处浅山区，耕地不

足千亩，水、路、教、医等一度

成为阻碍山庄村发展的顽疾。全

村共有 154 户、540 人，人均年收

入不足3000元。

2015 年 11 月，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山庄村迎来

了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派来的第

一书记马培福和驻村干部王熠鸣。

两人经过深入调研，建议村

“两委”化土地劣势为优势，依托

省林草局行政资源种植中药材。

2017 年，在两人及村“两委”的

广泛动员下，包括 49 户贫困户在

内的154户村民种下了黄芪、当归

等中药材。种子、化肥、农药、

地膜等均由省林草局提供。村民

们在种下希望的同时，也解放了

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时间更加宽

裕，收入也增加了。

2019 年，村民们种植的中药

材喜获丰收。种植收益分红给村

里带来 27 万元的集体收入，种植

户户均增收900元。

中药材试种成功后，山庄村

转变种植经营思路，又流转了140

余亩土地，委托合作社开展集约

化、规模化、科学化种植，直接

与市场接轨，迈开了产业发展的

新步伐。

2019 年，政府实施的异地搬

迁项目落实到了山庄村，村中 67

户、233人住进了七里店安置区的

楼房。清洁的自来水、便捷的公

交车、周到的医疗服务、齐全的

活动设施、良好的教育条件，让

搬迁的村民喜笑颜开。

搬下山后，村民干什么？长

远发展的路子该怎么走？第一书

记马培福认识到，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谋长远，才是扶贫

工作的最终目的。要让搬下来的

村民奔小康，必须要做好转型发

展。在与群众的交流中，他发现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群众致富

的热情和积极性越来越高。整体

搬迁后，农村最丰富的资源是劳

动力，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大

需求也是劳动力。

经过对乐都区县城的综合调

研，马培福和村“两委”一致认

为，乐都区县城及周边区县对月

嫂、保姆、家庭保洁员等服务人

员需求量很大，服务业成为了海

东迅速发展的朝阳产业。

今年4月15日，山庄村好阿姨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七里店集中

安置区正式开业。5月末，吴梅香

等村民已在这里接受母婴护理培

训近两个月，即将参加母婴护理

师资格证考试。公司 27 名员工

中，12名是山庄村村民。

马培福介绍，只要是来山庄

村好阿姨家政服务公司参加培训

的妇女，村集体基金为精准户每

天发放 50 元补贴，为其余人每天

发放 30 元。吴梅香由于参训认真

踏实，已被公司聘任为管理人

员，每月有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

家政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山庄

村持有公司的所有权，由村委会干

部担任法人代表，委托专业公司

管理运营。管理方要做好山庄村

群众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推介，每

年还需向村里缴纳一定的管理

费。管理费是村里的固定收益，

归全体村民所有。持证上岗的村

民按劳计酬，多劳多得。

目前，乐都区月嫂的最低月

收入为 6500 元，而且“一嫂难

求”。搬到县城的村民，从事服务

业已经成为趋势。吴梅香说：“以

往村民总认为服务业是‘伺候

人’，不愿意到家政公司打工。搬

进了县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

们从山上下来，人也要换换脑

子，不然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

子了。”吴梅香决心考取资格证，

在家政服务公司干出个样子，在

村里活出个精神。

4年来，在青海省林草局党组

和局联点帮扶组的大力支持下，驻

村工作队送政策、送信息、引项

目、集资金、促服务，全力推动

山庄村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强化村“两

委”班子力量。协调相关单位投

入各类项目资金共计 2130 万元，

局联点帮扶支部和干部支持资

金、物资价值共计48万元。

在扶贫的同时，驻村工作队

重视扶志、扶智，在七里店安置

区开展“卫生环境、文明家庭”

户评选活动，评选出 20 户“先进

家庭”，并为他们发放奖状和奖

品，提高了村民的政策知晓率，

改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激发了

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目

前，该活动已在全乡范围内推

广，在精神扶贫工作方面引了路

子、作了示范。

决 战 在 脱贫攻坚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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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山种药材 下山干家政
——青海海东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持续挖掘优质资源脱贫致富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乔连军

2015年9月至今，河南周口市

盐业局干部康国富任商水县邓城

镇许村驻村第一书记已近5年。他

刚到村时，村民们吃压井水、烧

干秸秆、住小矮房、走小土路。

现在，许村已由贫困村变成远近

闻名的油条专业村，全村每年靠

炸油条挣得5000多万元。

2015 年 ， 许 村 共 有 740 户 、

3421 人，其中贫困户 75 户、321

人。村民们农忙时下地、农闲时

打零工，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一

些贫困户安心地吃着政府救济；

一些大病致贫户、因学致贫户希

望通过劳动挣钱，但村里没有就

业机会，想致富却苦于没有技术

和门路。

怎 样 为 村 民 开 拓 一 条 致 富

路，成为摆在康国富面前的一道

难题。

经过考察，康国富和扶贫队

员们发现，有二三十户村民家里

盖起了小楼、开上了汽车，他们

都是在县城、西安等地开早点铺

炸油条发家的。经过讨论，康国

富和村“两委”一致认为，炸油

条投资小、技术简单、男女都可

做，而且市场广、赚钱快，是脱

贫致富的好项目。

炸油条看上去并不复杂，其

实也是个技术活。康国富本想请

市里专业的面点师傅来教，但培

训费太高。他发现，其实许村就

有技术好、口碑好、会经营的村

民，他们在大城市经营早点铺多

年，经验丰富。康国富便电话联

系这些在外经营的村民，想请他

们回来传授技术，激发大家的创

业热情。结果，那些村民十分热

心，纷纷答应回村免费进行培

训，有的还说愿意带着村民们一

起干。

60 多岁的许春棒老人便是其

中的一位热心肠。他炸了十几年

油条，带着几个儿子干得风生水

起。受到康国富的邀请后，老人

第一个同意给村民上课，还动员

其他几位有经验的村民一起回村

开课。

老师有了，怎样吸引村民来

听课呢？康国富想了个好办法，

他借助村里的大喇叭宣传：“炸油

条培训班第一期即将开班，凡是

前来参加培训的村民，都可以敞

开肚子吃油条。自己炸的油条不

管多少，都可以带回家。”消息一

经传开，原本没有培训意愿的村

民纷纷动了心。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那天，村

委会大院被挤得水泄不通，村中

的男女老少都乐呵呵地来学习炸

油条。“油温必须控制在 160℃至

200℃之间，和面用 40℃的温水，

里面加些白糖。醒面时加生油，

切条时要用热油淋在面上，擀面

杖要放在热油锅里蘸一下。”作为

第一期培训班主讲人，许春棒站

在滚烫的油锅前，一边讲解，一

边示范如何和面、切条、揉形、

炸制。10 分钟不到，金黄酥脆的

油条就炸好了。

看完示范，大家纷纷撸起袖

子动手操作。许春棒则耐心地进

行个别指导。

经过这次培训，村民们掌握

了炸油条的基本技巧。一些原本

靠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贫困户被

调动起积极性，纷纷报名参加后

续的培训。接着，康国富又针对

贫困户和有意向从事这一行业的

村民开展了5期培训。通过现场培

训和实践操作，全村掌握炸油条

技术的达到600多人。

近几年来，许村每年外出炸

油条的村民有500多人。他们或父

子同行，或夫妻结伴，到县城、

市里乃至全国各地炸油条。他们

用无矾加工技术做出的油条酥脆

可口，深受顾客欢迎。平均每人

每年炸油条纯收入 10 万元以上，

全村每年靠炸油条挣得 5000 多万

元。

如今，许村很多村民都建起了

新楼房、开起了新轿车，有的还

在县城买了房子。“贫困”二字，

已经彻底被许村人甩在了身后。

炸油条让许村人告别贫困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林淑庆

吉林省镇赉县建平乡英华村村民李有才家，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8年2月12日到英华村走访的

第一户贫困户。

对于李有才来说，他没想到自己能见到总理，

更没想到总理还来到了他家，跟他拉家常。每每回

想起总理来到自己家的每一个瞬间，他的心里比蜜

还甜。

如今走进李有才家，映入眼帘的是庭院里整齐

的围栏、宽敞的水泥地面院子，屋内有洁白的墙

面、齐全的家具……处处体现着脱贫攻坚给这个家

带来的变化。

“现在，农村人的日子过得像城里一样。我们住

上了新房子，存折上定期有进账，啥没了就到城里

去买，看病花不了几个钱……”说起如今的生活，

李有才很是欣慰。

今年77岁的李有才是个朴实的农民，曾因病致

贫。李有才的老伴姜桂凤说：“多亏党的好政策帮我

家解决了大问题，我们再也不用为医疗费发愁了。”

原来，以前老两口的身体还算硬朗，在3个孩子

的照顾下，生活还过得去。谁料在2009年，李有才

得了脑血栓，需要长期治疗，每年的医药费约1万

元。这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2015

年，李有才家被识别为贫困户。2018年7月，李有

才犯病住进镇赉县中医院，住院半个月医疗费共计

6083.60元，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政策兜底报

销共计5475.24元，报销比例达到90%。李有才平时

买药、看门诊，费用可报销80%。

在镇赉县，越来越多像李有才这样的贫困户，

享受到了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就

医负担。

一出院，李有才就和妻子住进了新房。“房子的

事，真是一点儿没操心。”他高兴地说。原来，2018

年，李有才家享受泥草房改造政策，获得3.4万元补

助。同年7月准备建房期间，李有才因病住院。村支书石洪波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出资帮助他搬家、扒房、垫地基、批房场，又协调包保部门

资助2万余元，为李有才家盖起了60平方米的砖瓦房。

“2018年以前，全家一直住在低矮的泥土房里。对我来讲，最大的

心愿就是能够盖几间漂亮的砖瓦房，搬离下雨天漏雨、刮风天进风的老

房子。是党的政策好，让我住上了新房。现在住在这整洁、敞亮的新房

里，我想请总理再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我家的新房子、新生活。”李

有才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
想
请
总
理
再
来
我
家
坐
一
坐
﹄

记者 王官波
通讯员 侯树河

本报讯 日前，在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联合下发 《关于公布

2020 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

单的通知》批准建设的50个国家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辽宁省2个

特色产业集群入选，即义县小粒

花生产业和白羽肉鸡产业。这标

志着义县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上带动农民脱贫奔小康

取得丰硕成果。

义县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的主攻方向，积极推广政府主

导、企社合作、整村推进等产业

扶贫模式，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全面推进以人均1亩高效田、

人均1亩果、人均100只鸡为发展

目标的农业“111”工程，通过多

种模式带动全县有发展基础的贫

困群众走上产业致富路。

在打造辽宁小粒花生特色产

业集群的道路上，义县主要实施

了花生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和花

生精加工产业基地建设两个重点

项目。通过3年的品牌销售引领、

知名商标培育、绿色无污染生产

等行动，义县花生加工、仓储、

运输能力已达40万吨。

义县大力发展白羽肉鸡养殖

产业，形成了以肉鸡养殖、深加

工、销售及饲料供应、仓储、运

输、鸡粪有机肥生产于一体的肉

鸡产业集群。2022 年，总投资

9.558 亿元的 3 个种鸡养殖、孵化

场，16个大型现代化肉鸡养殖场

等设施将建成，届时可实现全县

新增产值约20亿元，带动7000人

就业。

借助培育布局合理、功能互

补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义县有效

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促进贫困

群众脱贫，特色农业发展稳步迈

入“国家队”阵营。

记者 林春宏
通讯员 刘彬宇

本报讯 6 月 14 日，海南省

临高县委书记文斌，临高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李孟伦，临高县

金牌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委书

记李勇一行深入博厚镇博西、头

稍两个村委会，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文斌说，要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大力发展庭院经

济，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生态旅

游融合，走出临高县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

当天，文斌一行实地走访了6

户贫困户，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

生活状况，询问他们有何困难，

并对照贫困户退出标准，对各户

的饮水安全、住房安全、电力入

户、收入达标等状况进行详细核

实。

文斌要求博厚镇委、镇政

府，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单位统揽

全局，把脱贫攻坚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结合起来，健全配套设

施，完善公共服务，统筹抓好村

庄绿化、环境卫生等重点工作，

把工作往实里做、往细处做，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

加大对贫困户的帮扶力度，做好

头稍村种葱产业的服务保障和示

范推广工作，在全镇范围内起到

带动作用。

海南临高县领导入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辽宁义县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促脱贫

在安徽省全椒县石沛镇周岗村，农民企业家马朝东于 2007 年发起成立了全椒环滁滁菊专业合作

社，至今已有183户社员，包括9户贫困户，种植千亩菊花。2017年起，合作社联手石沛镇政府推行镇政

府+合作社+贫困户的合作模式，累计带动周边48户贫困户发展滁菊产业，户年均净增收6000元以上，

去年总销售额超过900万元。这是马朝东查看菊花烘干情况。 通讯员 沈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