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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8 月 30 日电(记者孙
志平、甘泉、冯大鹏)利益联结不到位、
群众参与度较低，这是产业扶贫中常见
的问题。近年来，河南鹤壁市在产业扶
贫过程中，通过产业收益群众共享、因
户施策精准联结、持续增收细水长流等
一系列做法，巧解产业扶贫“方程式”，
让贫困户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稳定脱贫
更有保障。

利益联结不落一人

淇河，一条《诗经》里流淌出来的
河。邻河小村桑园村钟灵毓秀，近年来
发展旅游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村子通
往淇河的景观步道两旁，桑园村统一制
作 65 个小木屋，为全村有创业意愿的
群众提供免费摊位，村民有卖矿泉水饮
料、有卖山珍特产、还有卖手工艺
品……

“小小营生，生意红火。”淇滨区上峪
乡党委书记李树宽介绍，“这样既避免市
场杂乱无序，更关键的是村民和贫困户
都能共享均沾旅游收益。”

走进桑园村，“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的标语分外醒目。记者采访了解，当地除
兴建了桑园商业小吃一条街让村民充分
就业增加劳动收入，同时还积极拓展地
租收益、光伏扶贫等增加村民资产性收
入。仅两年时间 ，村民人均收入就从
2900 元增加至 1 万多元。

村民腰包鼓了，村集体收入盘子、乡
镇扶贫基金池子也日益丰盈，乡村两级
干劲儿更足。其中，村集体通过统一经营
景区电瓶车等项目，2017 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此外，在儿童游乐园、滑雪场、
玻璃栈道等项目中，当地从每张门票中
提取 1 元存入乡镇扶贫基金，用于扶贫
临时救济。

桑园村产业扶贫同时兼顾村民、企
业、村集体以及基层政府利益的做法，是
鹤壁近年来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为避
免产业扶贫利益分配不均、“富了龙头企
业、伤了百姓情感”等问题，鹤壁还针对
性地制定《创新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
加强产业扶贫实施方案》，指导基层因户
施策，合理选择联结纽带，确定贫困户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同步增
收的利益分配方式，做到不落一人。

联结模式多样

确保细水长流

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赵庄村
小吃街游客如织。53 岁的贫困户冯麦英

身着蓝底白点小褂、围着大围裙熟练地
翻炒凉粉。忙里偷闲的她跟记者算起收
入账：承包凉粉店每月保底收入 1400
元，还有 10% 销售提成；家里 4 亩多红
薯和花椒由小吃街统购统销；此外还有
土地流转收入、贫困户到户增收……“以
前想挣 1 块钱也愁死人，现在随便算算，

七八个渠道进账，一年有 4 万多元收
入。”冯麦英感慨道。

鹤壁市扶贫办介绍，让产业和扶贫
真正深度联结，除了精准施策不落一人，
也要注意让联结形态多样化，确保“鸡蛋
不放一个篮子”，农民增收细水长流。为
此，各地尽可能将“股份联结”“劳务联
结”“租赁联结”等模式统筹使用，形成扶
贫合力。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凉水泉村仅
46 户村民，小村风景优美，却交通不便，
贫困发生率高达 72%。“对这个村易地
扶贫搬迁容易，但搬迁之后群众如何长
效致富是个难题。”灵山街道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耿超说。
凭借保存大量明清建筑的优势，

当地引进河南中旅集团发展高端民
宿旅游，开发之初企业便作了充分的
制度设计。村支书李二高算了算，共
有 5种利益联结形态：一是老屋租赁
每年集体收入 33 万元；二是土地林
地流转户均增收 1 . 2 万元；三是民宿
项目建设期用工；四是花椒等农特产
品企业回收；五是项目建成后小雇
员、小职员、群众演员、小商品、小饭
店、小作坊等“三员三小”实现长期充
分就业。2017 年凉水泉村户年均收
入 2 . 35 万元。

从“等靠要”到主动参与

“真正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仅靠教育引导不行，关键是要有利益
驱动。”李树宽说，这是他作为扶贫一
线干部的最深感悟。

今年 64 岁的贫困户张斗贵是桑
园村人，如今天一亮他便上山，寻找适
合做登山拐棍的树杈回来加工。乡镇
干部告诉记者，过去张斗贵一个人独
居在村子一角，房子黑、衣服黑、脸也
黑，整天恹恹地宅在家里，村民都叫他
“黑斗贵”。

“过去没啥事情做，睡到几点算
几点。现在登山游客多，拐棍不愁
卖。”在易地扶贫搬迁崭新的公寓中，
张斗贵手摇芭蕉扇，笑得合不拢嘴。
扶贫干部还请来行家提升他做拐棍
手艺，如今仅拐棍一项他每年能增收
3000 多元。

近年来，鹤壁着力发展“特色种
植、特色养殖、特色加工、乡村旅游、电
商流通、光伏扶贫”等六大主导产业。
截至今年 7 月底，鹤壁已先后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 265 个，创建产业扶贫基
地 134 个，直接带动 21187 人稳定脱
贫。

龙头企业要富，百姓利益要顾
河南鹤壁：产业扶贫兼顾各方，做好利益联结，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新华社昆明 8 月 30 日电
(记者浦超)据云南省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扶贫办消息，上海
市对口帮扶文山州 22 年以来，

共投入各类帮扶资金 10 . 64
亿元，帮助文山州实施了新农
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
人力资源开发等项目 2586 个。

1996 年，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实施东西部对口支援的号
召，上海市党委、政府积极响
应，虹口区、松江区、静安区(原
闸北区)、浦东新区(原南汇区)
与文山州 8 县(市)建立了全面
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22 年来，上海市始终秉承
“扶贫先扶智”的理念，积极扶
持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建设，投
资 600 万元援建文山上海劳动
技能培训中心，投资 685 万元
建成人力资源开发项目 39 个，
把培训工作延伸到乡镇、村委
会，累计培训各类技术工种 15
万人次。另外投入 420 万元组
建 8 个县级农村劳动力就业信
息联络站，设立 140 个乡村就
业信息网点，群众在家门口就
可以便捷获取就业岗位信息。
截至目前，文山州累计转移就
业 8 万余人次，就业地主要集
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同时，上海市积极探索“1
对 1”结对帮扶新模式，静安区、
虹口区的部分镇(街道)及其他
相关部门与文山州 12 个贫困
乡镇 12 个贫困村建立结对关
系，签定了 12 个携手奔小康行
动框架协议，累计投入和捐赠
300 余万元资金和物资助力脱
贫攻坚，推进携手奔小康行动。

22 年来，两地企业合作领
域不断拓展，共实施经济合作
项目 44 个，协议总投资 61 . 74
亿元，实际投入资金 29 . 78 亿
元，涉及高原农业、新能源、环保、文化旅游等产业，为
文山州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018 年，上海市
24 家企业将在文山州结对 24 个深度贫困村开展沪
文扶贫协作“百企帮百村”行动，助力脱贫攻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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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今天有好几百斤的订单。”掰玉米、
打包、称重、装车……来到贵州省长顺县鼓扬镇交麻
村，只见联凤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邹云凤
正带领十几名妇女忙得不亦乐乎。

交麻村地处大山深处，是省级一类贫困村。自从
村里有了“娘子军”，脱贫致富便有了盼头。邹云凤的
办法是成立合作社，大家抱团发展产业。

去年起，邹云凤开始挨家挨户劝说，逐渐建立起
由 36 名妇女组成的创业团队。如今，这支“娘子军”

已成为推动村子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不仅是合作社的股东，在合作社工作每月还

有 2000 多元的工资。”作为“娘子军”的一员，陆万丽
过去常年在外打工，听说村里的妇女们要一起创业，
她便赶了回来。

36 名妇女共筹资 79 . 5 万元，认真筹划，经营
糯玉米基地、辣椒基地、皇竹草基地、养牛场等，效益
逐步显现。邹云凤说：“这样不仅能充分利用土地，村
民还可以到基地务工，劳动力资源也被盘活。”

“在养牛场干活，一个月能挣 3300 元。”今年 47
岁的陈朝秀说，“现在生活好多了。”

今年 61 岁的贫困户刘光芬也是“娘子军”的一
员，她走出玉米地，竖起了大拇指，“合作社搞得真
好！我年纪大了，活不好找，在合作社干活每天挣七
八十块，我还是股东呢。”

邹云凤说，虽说创业刚刚开始，但今年上半年合
作社收入 300 余万元。

“娘子军”苦干实干的精神感染了整个村子，男
人们也坐不住了。村支书陈天象牵头成立了劳务公
司，“现在已经有 22 人入股，其中有 12 个是贫困群
众。”陈天象说，男人们也要抱团，包工程一起干。

如今，“等靠要”的“懒汉”没了，努力上进的人多
了，交麻村到处是积极向上的气息。

“我们村一共有 491 户 2270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47 户 1140 人，已经有 130 户 603 人脱了
贫。”陈天象说，今年，剩下的 117 户贫困户将全部脱
贫。 (记者刘智强)新华社贵阳 8 月 30 日电

山沟沟里“娘子军”

带活男子“拔穷根”

▲这是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桑园村（2017 年 5 月 1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李继伟、齐雷
杰)河北省纪委日前通报多起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件，相关责任人
被严肃问责。通报称，当前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仍然禁而不止，少数基层党
员干部不收手，有的党组织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不力、监管责任缺位、制度缺
失，侵害贫困群众利益问题仍时有发生。

通报称，有的党组织“啃食”群众获
得感，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其中，张北
县曹碾沟村为非贫困户申报实施扶贫养
牛圈舍建设项目，致使部分农户擅自改

变圈舍用途，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徐宝、村
委会主任于久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辛
集市西天宫营村截留、骗取低保户、五保
户民政保障金共计 10 . 34 万元用于村
集体事务等开支，村党支部原书记于彦
博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村委会原副
主任陈文辉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村
委会原委员李云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有的党组织监管责任缺位。沽源县
扶贫办履行扶贫项目监管责任不力，致
使 510 万元扶贫资金游离于政府监管，

该办主任科员郭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馆陶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
副主任科员么佳业对扶贫项目监管不
到位，致使馆陶县某箱包厂未按协议
对入股贫困户分红，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少数基层党员干部不收手。其中，
内丘县西周村党支部原书记王海全骗
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8 . 95 万元，被
开除党籍并被判处刑罚。青龙县高庄
村村委会原主任高金会骗取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 4 . 2 万元，涉嫌犯罪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刘长
友、村干部张森普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灵寿县粟阜安村党支部原书记
安成林挪用周转畜扶贫款 6 . 51 万
元，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刑罚。

河北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紧紧盯住脱贫攻坚中出现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持续深入推进专项治理
整改“回头看”，始终保持扶贫领域正
风肃纪、反腐惩恶的高压态势，以严明
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脱贫攻坚战，不许“啃食”群众获得感
河北通报多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件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秦婧)“以前
‘红薯饭’只能填饱肚子，现在靠着小红
薯，我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河北磁县
观台镇一街村农民崔志平说，在磁县禾
下土脱毒红薯种苗扶贫基地的带领下，
他前两年又流转了 100 亩土地种植红
薯，去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

不少农民说，以前红薯育苗、育种技
术相对落后，导致不少种苗带有病虫，红
薯品质下降。因此，如何选购优质薯苗成
了最令广大薯农头疼的难题。

“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选购脱毒薯
苗，红薯脱毒就是要将红薯中所带的病
毒除掉，恢复红薯生长本性。”禾下土脱

毒红薯种苗扶贫基地负责人崔伏喜说。
脱毒薯苗的价格高于普通薯苗，以

家庭种植为主的农民往往承担不起。为
此，自 2010 年起，崔伏喜开始专注于红
薯苗脱毒的研究，他依托国家现代农业
科技城生物分子育种中心、中国农科院
甘薯研究所等单位，建起了现代化脱毒
组培扩繁中心，先后完成了 20 余个红薯
品种的脱毒组培。通过积极发挥自身掌
握的脱毒红薯种苗组培科技优势，崔伏
喜把高品质的种苗，卖到了普通种苗的
价格，受到了当地薯农的欢迎。

走进禾下土脱毒红薯种苗扶贫基
地，记者看到，一排排现代化大棚整齐

列阵，一捆捆刚从大棚内剪下的新鲜
红薯苗，正被工人整整齐齐地码放到
大卡车内。“由于种苗供不应求，只能
提供给提前有预订的客户。”崔伏喜
说，今天要把 3 万捆薯苗空运至云
南。

扶贫基地全年的生产量在 2 . 5
亿株左右，年产值约 3000 万元，销往
福建、云南、新疆、辽宁等全国 20 多个
省市。“咱提供的薯苗和市场上的普通
苗价格差不多，但可增产 30% 以上，
能够给农户带来很高的收入。”扶贫基
地销售经理崔志科说。

自脱贫攻坚以来，禾下土脱毒红

薯种苗扶贫基地作为磁县“一中心四
基地”之一，以“龙头带动+科技支撑+
富民共赢”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和
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托
管、租赁等方式开展土地合作，在县
城中西部山丘地区大力发展红薯种
植，向薯农提供薯苗、农机耕作等方
面的支持和补贴，保证了农民的切身
利益。

如今，磁县观台镇、陶泉乡等乡
镇已先后发展商品薯种植面积 2 万
余亩，100 余户贫困户实现脱贫，带
动了全县 8 个乡镇 1 . 5 万户农民实
现增收。

河北磁县：科技小薯苗撑起脱贫致富大产业

一根丝瓜，助农脱贫

▲ 8 月 29 日，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甘坑林场
慈眉村丝瓜种植基地，江西美尔丝瓜络有限公司为
种植丝瓜的农民举办丝瓜擂台赛。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在产业扶贫上因
地施策，通过“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
展种养殖业、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其中丝瓜种植 1
万余亩。目前，全区已建立扶贫产业基地 100 多个，
辐射带动贫困户 1000 多户。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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