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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梦
本报通讯员 郭素彦 王尚斌

阳谷县通过精准扶贫识别，将10多万贫困
人口纳入合作社、互助金扶贫范畴，有效帮扶
贫困人口走上自力更生和富裕道路。

以往扶贫到村的方式网撒得大，却

存在一个问题：贫困村里住的不一定全

是贫困户———

精准识别10万“穷人”

多年扶贫攻坚，阳谷县贫困人口总量大幅
减少，但通过“精准识别”，仍有95个贫困
村、10 . 1万农村贫困人口。

“以往扶贫到村的方式网撒得大，却存在
一个问题：贫困村里住的不一定全是贫困
户。”阳谷县扶贫办副主任李会介绍：“着眼
于整个贫困村的扶贫政策，指向性不够强。打
好新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更需要向‘精准’发
力。”

要精准扶贫，先得精准识别。“我们把建
档立卡作为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的重要抓手，
要求识别扶贫对象的全过程都要有群众参与，
公开、公平、公正合理确定扶贫对象，确保真
正的扶贫对象进入帮扶范围。”李会介绍。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要找准贫困
对象，还要找准致贫原因。“我们通过逐村逐
户摸底调查，梳理出几类主要的致贫原因，包
括因基础设施落后致贫、因生存环境制约和自
然灾害致贫、因上学致贫、因地方病和突发重
病致贫、因残疾和智障致贫等。”县扶贫办主
任马进省说。“我们会根据贫困户的不同情
况，因户施策，有针对性地进行扶贫。比如，
对于孤寡老人或因病致贫失去劳动能力的，就
帮助其申请低保；对于家里有劳动力、因就业
信息不通畅致贫的，就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并
组织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对于因教育致贫的，
就通过县里的助学专项资金，对贫困学子进行
帮扶等。”

“在多年扶贫之后，可以说剩下的全是
‘硬骨头’，脱贫难度很大。”阳谷县扶贫办
主任马进省说，“精准扶贫就是要啃下这些

‘硬骨头’，2014年，阳谷贫困人口减少了
1 . 95万人，今年我们计划扶持15个村的产业建
设，预计减少贫困人口1 . 5万人，到2020年全
面完成10万人的脱贫任务，稳定实现扶贫对象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得到保障。”

政府扶持一点，自己筹一点，让贫困

户换“穷”业、兴“富”业，上级指了好路

子，俺们也有干劲———

合作社“捆绑式”脱贫管用

近日，记者来到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党店
村村口，看到一排排整齐的香瓜大棚，走进
棚内，一个个小香瓜已经“崭露头角”，
“再有40天就能上市了，到时候一个香瓜能长
到三四斤，每亩大棚能挣2万多元。”党店村
汇禾香瓜合作社社长党荣申说。党店村的变
化让周边村民刮目相看。但就在3年前，这里
还是个信息不灵、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
的贫困村。

“为摘掉穷帽子，几年前镇上鼓励党店村
大棚种植，政府给村里提供12万元的扶贫建棚

物料，一开始，很多贫困户对大棚种植不认
可，导致免费物料没人要。”十五里园镇副
镇长刘培胜对记者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县乡扶贫办的同志天天“泡”在村上，按
“六定一公示”（根据当地实际，确定产业
项目，确定实施贫困户，确定产业规模，确
定实施场地，确定经营方式，确定补贴标
准；一公示，即完成方案编制后，须要经党
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村内
公示5天）做工作，最终贫困户们决定成立
合作社，“抱团”种香瓜。

“我在外地打工时学过香瓜种植，镇上
就鼓励我领着大家伙一起脱贫。”党荣申
说，“我和村里23户贫困户商议成立了香瓜合
作社，在合作社运营方面采取上级补贴与农
户自筹资金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展。社员
参与香瓜种植的日常劳作，按照工作时间和
强度分别给予一定的报酬，年终根据总体收
益再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红。”“俺觉得这
种‘抱团’脱贫的方式很好，政府扶持一
点，自己自筹一点，上级指了好路子，俺们
也身上有责任，心里有干劲，这不我入社的
成本当年就收回了。”入社农户党荣锁对香
瓜合作社很看好。

汇禾合作社当年实现收入85万元，除去前

期投入和生产成本，当年实现收益61万元，入
社农户当年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在党店村的示
范带动下，两年内十五里园镇7个贫困村成立
了香瓜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400亩，新建香
瓜大棚160个，带动了7个贫困村328户贫困户
脱贫。

据统计，去年阳谷县在25个省级重点贫困
村实施财政专项扶贫项目，总投资729 . 968万
元，项目覆盖贫困人口13066人，开展大棚蔬
菜、香瓜、双孢菇种植、猪羊养殖项目共19
个。“扶贫开发就得让贫困户换‘穷’业、兴
‘富’业。实践证明，依靠合作社‘捆绑’脱
贫的脱贫模式不仅效果好，而且辐射带动性
大。”马进省说。

有钱找钱易，没钱找钱难，让贫困户

自己去找钱，难上加难———

互助金启动

金融扶贫造血功能

阳谷县金斗营乡莲花池一村有184户村
民，贫困户就达20多户，是阳谷扶贫互助协会
试点村之一。在实施互助资金项目试点以前，
多数农民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一些村民也想投资搞点种养业，却拿不
出启动资金，我们这里的农民没有贷款习惯，
因为很难贷到，很多家庭连想都不想。”村民
侯昭全无奈地说：“我身体有残疾，生活一直
很困难，为了帮我脱贫，驻村‘第一书记’无
偿给了我一只母羊，后来我想扩大规模，但连
买饲料的的钱也拿不出来。村里的扶贫互助协
会一成立，我就申请了5000元贷款，解了燃眉
之急，家里现在已经有了好几只羊了，不用再
为生计发愁了。”

两年前，莲花池一村由驻村第一书记投入
30万元互助资金，100多户村民每户入股资金
400元成立了扶贫互助协会。会员每户最高可
贷 1万元，用五户联保形式，贷款年利率
6 . 6%，贷款期限是六个月，还本付息后可循环
放贷。合作社推举有威望的村民成立了理事会
和监事会，负责管理协会。扶贫互助协会自成
立以来，已累计放贷75万元。多数贫困户通过
互助借款发展生产、增收脱贫，有的还走上了
致富之路。

通过互助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种子钱”
作用日益显现，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提高。目
前，阳谷县共注册成立扶贫互助协会18个，其
中，在省级贫困村成立16个，市级贫困村成立
2个，资金总量达到416万元，共向农户发放借
款369 . 7万元，有600余户从中受益。

贫困村里住的不一定全是贫困户，精准扶贫既要找准贫困对象，还要找准致贫原因

阳谷：找准穷根子 开对药方子

关注精准扶贫（3）

□记者 赵洪杰
通讯员 郑 超 吕明芳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近日，惠民63岁的赵开忠和44岁

的刘成勇不顾自身安危，跳入3米深护城河中，合力
救起初中女生。这个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虽然两人
事后悄悄离开，但经过当地政府帮助寻找，获救女孩
母亲找到了他们，并送上了锦旗。

4月17日早上，赵开忠、刘成勇两人在古城公园
城墙脚下晨练，听到一名妇女边跑边呼叫“谁会游
泳，有孩子落水了”。两人立马就往河边钓鱼台奔去，
穿着衣服和鞋子跳到了河中，他们不顾一切地奋力
向孩子游去，赵开忠一把抓住孩子的头发，刘成勇游
到孩子身后抓住她的腰，之后两人合力将女孩带向
岸边。看到上岸的赵开忠和刘成勇浑身湿漉漉的，岸
边的人便对他们说：“你们先回家换衣服吧，别感冒
了。孩子由我们看着。”可两人不放心，一直等到救护
车来了，把孩子拉走，才离去。

原来，这天清晨，这位初中女生在公园跑完步，
到钓鱼台边看鱼，一不小心跌下水。据了解，救人英
雄赵开忠是孙武街道退休工人，曾做过心脏搭桥手
术，心脏里安了四个支架。刘成勇是位农民，在县城
打工。相见时，初中女生的母亲吕娟带着锦旗和感谢
金，两人把钱推给了吕娟，“我们救人不是为了图这
图那。我们就是正赶上了，换成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只要孩子没事，比啥都强。”

惠民俩好人

勇救落水女孩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王田 丁斌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18日下午，在日照市岚山城区

某工地，两名不满10岁的男童失足掉进水塘，关键时
刻，一名医生跳进水塘，成功救出了两个孩子。

救人的医生是岚山头医院的申家泉。据他回忆，
当天下午3时许，他从亲戚家吃完午饭回家的路上，
忽然听到了一阵呼叫声：“救命，救命！”转头发现有
孩子滑进了水塘里。申家泉扔下摩托车，就跑向了事
发地点。当他跑过去的时候，水面上已没了孩子的踪
影，只剩下孩子的衣帽漂在水面上。来不及多想，在
不明水况的情况下，申家泉跳进了水塘里，一把抓起
了其中一个落水孩子，双手递给了闻讯赶来的群众。
来不及喘息，他又扎进水里，在群众的帮助下将第二
个落水的孩子托举上了岸。

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申家泉站在水塘里大声指
挥岸上的群众拍拍孩子的后背。当听到孩子的哭声，
申家泉才彻底松了口气。

确认被救孩子无大碍后，申家泉默默离开了现
场，甚至没有给被救孩子的家人留下说声谢谢的时
间。几经打听，被救孩子的家人找到了自己的恩人。4
月21日，被救孩子的家人来到岚山头医院，为申家泉
送来了一面写有“品德高尚，舍己救人”的锦旗。

医生申家泉

救起两名落水儿童

□丁传朝 报道
阳谷县李台镇驻村第一书记（右）为贫困群众建设的蔬菜大棚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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