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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鹏 宋学宝

在扶贫工作中，潍坊市创新扶贫模式，精
准扶贫让贫困村沉睡的资源被激活，推动43万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创新专项扶贫模式

10月16日，一辆来自济南的鲜活水产品运
输车从临朐县嵩山旅游生态区垛庄村村民刘汝
富家的鱼塘拉走一车中华鲟。养了10年中华鲟
的刘汝富，连续3年获得好收成，每年售鱼近2
万公斤。

“今年行情更好，不少济南、郑州等地的
客商来收鱼，一斤11元，现在已卖出1万多斤
了。”刘汝富美滋滋地告诉记者，越来越好的
势头，得益于村里的互助协会，他每年都从互
助协会借款5000元购进鱼苗。

垛庄村此前是嵩山脚下的贫困村，为互帮致
富，村里从2007年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协会，旨
在支持村民发展养殖、种植、加工、运输等生产。
互助基金原始资本包括19 . 8万元的扶贫资金和
13 . 7万元的群众入会费。此后，因该协会起到了带
头示范作用，又获得10万元的扶贫资金增资。成
立至今，互助协会累计放款283万元654人次，借款
会员户年均实现增收3000元以上。

“垛庄村的互助协会，是潍坊市结合现代
农业综合改革，用好用活扶贫专项资金，创新
专项扶贫模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唤醒贫困村沉
睡资源，激活发展要素，推动了脱贫致富。”
潍坊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汉成
说。

潍坊市有贫困户18 . 7万户、贫困人口43 . 5
万。为实现精准扶贫，潍坊市坚持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贫困村，引导、
扶持发展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种养业；对
偏远山区贫困村，将保护生态与精准扶贫有机
结合，推广退耕还林、退耕还果，发展既能增
收增效，又能保护生态的山区特色农业；对自
然生态好、人文资源丰富的贫困村，实施乡村
旅游扶贫工程，着力打造度假观光、休闲养
生、健康养老等乡村旅游品牌和亮点。

去年以来，潍坊市安排省市资金4642万
元，实施专项扶贫项目413个。去年安排的58个

基础设施项目、24个产业类项目已全部完成，
2 . 4万贫困人口因扶贫项目受益。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到村

临朐县蒋峪镇亓村村民刘纪才种了3亩黄
桃，今年因为雨水差，黄桃品相并不好，不过
这丝毫没有影响上万斤桃子的销路。

原来，早在黄桃花期时，刘纪才就跟潍坊
盛安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桃子结果
后，全部按照合同价由盛安公司收购、加工，
“按照亩产量5000斤计算，收购价在七八毛钱
一斤，3亩黄桃就能收入1万多块钱。”刘纪才
高兴地说。

与潍坊盛安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
不只刘纪才一家。在蒋峪镇，潍坊盛安食品有限
公司与每位愿意签订合同的贫困户都有协议。这
一份带给农户的“保障”，让潍坊盛安食品有限公
司也得到了“好处”。公司董事长王庆安说：“去年
公司申报并通过了扶贫贴息贷款项目，获得财政
贴息10万元。”利用这项贷款，潍坊盛安食品有限
公司在蒋峪镇4个贫困村协调土地500亩建新桃
园，带动56户贫困户脱贫。

潍坊市在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时，加大了产
业开发力度，将农村产业放到了转型升级的高
度。“贫困地区大部分都是山区，比如林果开
发，帮扶就不是简单地去种、去卖，而是用产
业化的理念，用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信
息化的手段去拉动产业发展。”潍坊市市长刘
曙光如是说。

农村产业发展需有牵引，为此，潍坊市注重
用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快培育家庭农
场、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鼓励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
参与产业发展，潍坊市对在贫困村发展一定规
模基地和带动一定数量贫困户的家庭农场、合
作社、种养大户等，在资金扶持、土地流转、
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如今，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保底收
购、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形式促进了农民增
收。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诸城市北端茗茶叶专
业合作社为维护贫困茶农利益，以高于市场20%
的价格收购其鲜茶。

目前，潍坊市337个省定贫困村中，已有148
个村建立起特色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335个，
13154个贫困户参加合作社。

结对帮扶成为品牌工程

要问水润道村村主任杜振祥村子的状况，他
会说“第一书记”来到村里的半年，是村子发展最
快的时候。水润道村位于安丘市辉渠镇西南角，
三面环山，是安丘数得着的贫困村。

“半年间，村子有了旅游规划，流苏、果树，煎
饼、野菜，都被打上了标签，供城里人观看和品
尝，小山村有了人气。”杜振祥告诉记者，村里建
起的农家乐也开始留得住客人。

包村联户和“第一书记”成为潍坊精准扶贫
的品牌工程，扶贫可持续、见成效是不少人对扶
贫干部工作的评价。据了解，潍坊市337个省定贫
困村每个村都有帮扶单位，派驻驻村工作队，18 . 2
万个贫困户每户都有干部结对帮扶，实行“工作
到村、扶持到户、责任到人，一包到底，不脱贫不
脱钩”。从2011年开始部署的包村联户和选派“第
一书记”到贫困村、后进村帮扶工作以来，截至目
前，这个市已选派三批，共选派第一书记3965名。

今年3月份，潍坊市启动了第三批包村联户
和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对全市337个省定贫困
村实现了县级以上机关选派“第一书记”全覆盖，
其中潍坊市直部门选派了99个。

为让帮扶工作发挥出最大效用，临朐县寺
头镇探索创建以“第一书记、镇直部门、镇域
企业、经济强村”结对帮扶“后进村”为主要
内容的“4+1”共同体，按照“第一书记担纲、
部门帮服务、企业助发展、强村带思路”的要
求，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本次帮扶活动中，省
级贫困村丹崮村与镇烟叶站、石佛村结对，镇
烟叶站结合丹崮村土地贫瘠，农民单纯种植粮
食作物产量低、收入低的情况，引导扶持村民
发展黄烟生产，建成生态黄烟基地800亩，完成
打井、改电、修路等工程，大大改善了丹崮村
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先进村石佛村帮助丹
崮村发展起特色种植，引进推广越夏西红柿种
植项目，指导成立蜜源越夏西红柿专业合作
社，成为村民增产增收的新亮点。“第一书
记”驻村期间，通过创新融资，维修了环山路
以及蓄水池等农业基础设施，使红香椿、中草
药等特色种植条件大大改善。

记者了解到，仅在市直部门第二批包靠工
作中，就为贫困村投入帮扶资金和物资折款3 . 8
亿元，为群众办实事好事8200多件。

潍坊市创新扶贫模式，推动43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精准扶贫激活沉睡资源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下

发《关于确定知识产权区域布局第一批试点
地区的通知》，潍坊市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区
域布局试点城市。

近年来，潍坊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
作，把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作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统筹协调机构健全，知识产权综合运用能
力不断提升，具有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信息数
据库和专业分析团队，具备了较好的知识产
权区域布局工作基础。到2019年，该市将基
本完成区域布局试点任务，实现知识产权区
域布局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探索
建立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发展新模式。

潍坊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

区域布局试点城市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16日，由潍坊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15年中国潍坊
互联网+创业创新大会”在潍坊举行。本次
大会以“创造无限机会、打造新时代经济引
擎”为主题，邀请了一批国内互联网创新创
业领域的专家和精英，共话“互联网+”时
代为创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与变革。

互联网+

创业创新大会举行诸城市北端茗茶叶专业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优先将贫困
农户的土地纳入合作社，建立起无公害、有机食品基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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