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272016年7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3)3181117 Email:dzrbzbxw@126 .com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毛海燕 孙庆

“收益保底+分红”

创新资金运作模式

近日，在高青县唐坊镇，记者看到了
10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据副镇长周亮介
绍，该项目由淄博齐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总投资80万，在镇政府屋（楼）顶安装容
量为100KW光伏太阳能发电设施，通过发电全
额上网，获取电费作为扶贫项目收益，7月底
将实现并网发电。

“我们依托该公司，利用7个省级贫困村
专项扶贫资金，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进行集中
建设管理运营。”项目资金来源为唐坊镇扶贫
奔康发展基金，其中镇党委政府出资20万元，
省级贫困村资金60万元。光伏发电收益的年终
结算资金全部入账唐坊镇扶贫奔康发展基金，
对镇内适合条件的贫困户进行分配。后展村贫
困户李兆江，63岁，肢体残疾，一直未婚，除
了享受2352元的低保，加上光伏扶贫款，年收
入达到3500元。

“光伏发电设备预期使用寿命时间为25
年，分布式国家补贴电价时间为20年，电站运
营的维护费用较少，平时只需清洁光伏板上的
尘土，可以长时间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
周亮说，此项目年收益为14万元，100KW系统
20年的电站总创造价值为280万元。

除了光伏发电，2015年，唐坊镇还整合本
镇省专项扶贫资金40万元，用于购买40头奶
牛，委托山东九头牛牧业有限公司进行集中饲
养与科学管理。签订6年帮扶协议，每半年固
定收益6万元，累计净增收益72万元，带动8个
村贫困户脱贫。

青城镇则整合省市扶贫资金，实施汽车用
品产业园专项扶贫开发项目，建成厂房后租赁
给汽车刷产业协会运营，按照扶持资金125万
元，年存款利率1 . 7 5%计算，6年本息共计

138 . 125万元，每年分配23万元，每个贫困户每
年可得436元。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
产业园打工，年收入在1 . 44万元左右；代加工
产品每户年收益5000元。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实行厂房租金分红的方式。保守计
算，打工100人，代加工80户，厂房租金每年6
万元用于租金分红，全镇所有贫困人口人均年
增收3605元。

将扶贫资金投资收益性分红的扶贫方式，
有效地解决了因扶贫资金分散到户造成的效益
不高问题，增强了政府扶贫造血功能。

负赢不负亏

确保扶贫资金安全

为确保扶贫项目资金能够盈利，确保扶贫
专项资金投资项目“负赢不负亏”，高青县按
照精准扶贫开发建设“6精准”标准和项目要
求，做好立项论证、实施工作，避免盲目性、
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操作性。

田镇街道扶贫产业化基地带动贫困农户资
产性收益分红是高效利用扶贫资金的一个典
型。2015年街道办广泛调研，选中淄博兴邦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资金收益性分红试点。
该公司在田镇街道台陈村，现有食用菌大

棚10座，用养殖产生的牛粪作为食用菌生产的
培养料。食用菌上市产生效益，使用扶贫资金
30万元，采取资金收益性分红模式带动街道6
个省定贫困村。村书记陈辉告诉记者，贫困户
委托村两委与企业签订帮扶协议、企业办理资
产评估抵押并与街道签订抵押协议，明确企业
责任义务，保证资金安全。2015年，每村10400
元分红款已到村入户。

2016年，街道决定继续选中该公司作为扶
贫资金使用基地，公司规划新建食用菌二期项
目总投资686 . 4万元，其中自筹506 . 4万元，财
政专项资金180万元。贫困村贫困户折股量
化，每年每村24000元收益，期限6年，每年于6
月1日分红。

田镇街道宫家村村民宫文福，现年76岁，
年老体弱，一人独自生活，无儿无女，今年1
月初获得400余元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红
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年纪大了，干不了
活，还能领到分红，这是党的政策好，真是太
感谢了。”

街道资金收益性分红扶贫模式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推

动、农户自愿、相关部门协力参与推进的良好
格局，不但能为贫困户带来稳定收益，同时保
障了财政专项扶贫金安全。

政府监管

让红利发到贫困群众手中

为确保专项扶贫资金真正落到贫困户头
上，高青县加强政府监管，全程督查项目实施
情况，确保贫困群众享受项目红利。加强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运作规范。项目严格落实公开
公示等要求，规范运作，专款专用，确保财政
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县扶贫办对每个项
目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组
织、监督、目标、责任、措施“五落实”。

以青城镇汽车产业园项目为例，为保障扶
贫资金全额发放至贫困群众手中，镇人民政府
与企业签署责任书和协议，全程监督淄博申源
化工的投资建设情况，并在分红等关键环节进
行严格把关，由青城镇汽车刷协会租赁该厂房
并与每户签订合作协议，确保每年每户最低保
障收入1210 . 5元，每人436 . 4元，享受年限6年。
在木李镇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中，要求
中标企业每年年底将分红款打到镇财政账户，
由镇政府通过“惠农一本通”，将款项发放给
贫困户。

此外，高青县还采取资产抵押方式，对项
目投入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资本保全，在
项目实施主体清算时优先偿还。例如常家镇，
将2015年专项扶贫资金159万元投入滨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把投入的159万元用于购
买山东黑牛，并负责饲养与管理，按贫困人口
人均享有的扶贫资金额进行分红。为保障资金
安全，常家镇政府聘请第三方定期对滨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账目审计，若公司运营不
良，由第三方对公司进行清产清资，优先偿还
专项扶贫资金。

下一步，高青县将加大对“运转扶贫款”
这种模式的总结推广力度，使更多的贫困人口
享受到扶贫资金的分红收益。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晓慧

7月15日，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屋里
湿漉漉的，略泛凉意的空气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并没有让46岁的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上湖村
村民李军感到些许舒爽，反而让他患有股骨头
坏死的右腿疼痛难忍。不到凌晨4点，李军便
再也躺不住，搀着床帮慢慢起身，拾起脚下篮
篓里的几枝香椿叶，走到养殖土元幼虫的大红
盆前开始喂食，生怕这些芝麻粒大的小虫挨了
饿。

“这些土鳖名字土，但可入药，而且皮
实，好伺候，平时注意保湿，喂点麸皮菜叶就
中。等到年底进入成熟期，就可以卖钱。”李
军笑着对记者说，“虽然我这一身毛病，但这
一家老小都指望我，不拼一把，都对不起自
己”。

祸事连逢

殷实家境变一贫如洗

在庄里乡亲眼里，年轻时的李军在村里绝
对算得上是一号“能人”，开得了拖拉机，干
过小饭店。“那时候，算是有点小能耐，虽然
刚结婚，但也赚下了不少家底。”李军搓了搓
手上的泥巴，低着头笑着说。

可是，好日子过了没两年，1997年，女儿
钰莹3岁时，李军的爱人李红燕便因为一次车
祸重创了头部，导致智力残疾。“出院后，孩
儿他娘一开始还想着打个零工，但脑子慢，有
时反应不过来，出去一次身上就得挂点彩回
来，我实在不放心，就只能让她在家里静
养。”李军长吁了一口气，对记者说。

谁也没料到，“屋漏偏逢连夜雨”，2003
年，李军由于右腿疼痛难忍，在医院诊疗时，
被诊断出患有股骨头坏死。这个犹如“晴天霹
雳”般的消息对于这个刚刚经历一次打击的家
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实，老早就
疼，但没当回事，等到确诊，就晚了……”李
军说。一场大病下来，“一夜回到了解放
前”，不仅家里的10多万元积蓄花费一空，还
欠下2万多元外债。原本生活殷实的家庭，一
下成了贫困户。

李军回忆，当时最让他感到崩溃的除了债
台高筑外，就是他自己短时间内连床都下不
了，更别提出去工作。之后连续五六年，一家
三口全靠亲戚接济，这个给点，那个借点，才
得以勉强糊口。

“作为一个老爷们，那几年不能养家，反

倒成了拖累，日子过得很是窝囊。而且这病犯
起来，真是疼得要人命，不是没想过‘一走了
之’。”李军眼里噙着泪水告诉记者，“咬着
牙，想着老婆孩子这才坚持了下来。”

直到2013年，李军的病情才稍有好转，能
下得了床，走得了路了，他再也在家待不住
了，经朋友介绍在附近的鲁中监狱的食堂找了
份零工。每个月千把块钱的收入虽然不多，却
也让李军心里感到踏实，家里的生活也开始有
所好转。

依托养殖“专业户”

土元养殖带来新希望

“闺女虽然毕业开始实习，但家里老二马
上就要读初中，我这病也好不利索，需要长期
服药治疗，处处都需要用钱。”李军说。自己
看病也舍不得去大医院诊疗开药，只能托朋友
求了一副偏方，勉强兑付着。

虽然生活拮据，但李军与妻子却尽量不让
孩子跟着受苦。在记者看来，李家3间屋，勉
强算得上大家电的无非是摆在床前桌子上的39
寸液晶电视。

平时连灯都舍不得开的李军，为啥舍得花
钱买个大电视？李军笑了笑，没说。反倒是他
妻子李红燕告诉记者，家里老二年纪小，贪
玩，爱看动画片，但家里没电视，所以一放学
便往邻居家跑，吃饭都叫不回。所以，年前为

了不给邻居添麻烦，也为了能把孩子留在身
边，这才狠下心来花了2000多元买了电视。

正当李军为生活犯愁时，湖田街道办事处
决定依托养殖“专业户”——— 淄博响水涯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创新发展“专业
户+贫困户”土元养殖家庭化产业扶贫项目。

“辖区的160余户贫困户，多以老弱病残
为主，外出务工并不实际。但是土元养殖技术
简单，加工也简单，用劳力少，适合有一定劳
动能力特别是不能离家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利
用闲置房间作为副业在家中进行养殖，投资
少、见效快、易管理、风险小。”湖田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安宏昌介绍。

6月中旬，土元养殖家庭化产业扶贫项目
正式启动，李军和妻子李红燕第一时间便报了
名，并参加了办事处组织的土元养殖的培训学
习。“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由政府给咱托底，
不拼一把，都对不起自己。”李军说。

7月14日，湖田街道办事处举行“专业户+
贫困户”土元养殖产业扶贫项目签约仪式，包
括李军在内的14户贫困户在《养殖回购协议》
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免费领到了1斤土元
幼苗和养殖器具，成为湖田街道首批土元养殖
产业扶贫项目养殖户。

“这三大盆土鳖仔，不用太费心伺候，孩
儿他娘平时在家就能照料，也不耽误我工
作。”李军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其实对这
芝麻粒大小的土元幼虫宝贝得紧，每天下班回
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幼虫长势。

“阳光总在风雨后，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今年这一斤幼虫算是试养殖，如果问题
不大，我就合计，来年开春的时候尝试扩大下
规模。”李军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李军算了笔账，以投放土元幼苗5斤为
例，土元幼苗约280元/斤，共计约1400元，饲
养食料、养殖盆等约500元，成本约1900元。5
斤土元幼苗可养殖土元成虫约350斤，养殖周
期约6-8个月，按目前市场批发价12元/斤计
算，可收入4200元，养殖净收益约在2000元左
右，当年便可收回成本并产生效益。

同时，记者从湖田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此
次贫困户所有养殖的土元成虫将全部按协议约
定的保护价回购，如果市场收购价高于保护
价，则优先按市场收购价进行收购，从根本上
解决了养殖技术跟不上、销售门路不畅通、新
品种新技术推广难等阻挠贫困户发展养殖的问
题，全力扶持贫困户发展土元养殖，真正解除
了养殖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7月16日虽然天未放晴，但李军仍然起了
个大早，简单收拾妥当，扒了两口清汤面后，
就着急忙慌地骑车上班去了。临走时，记者看
到李军嘴角上翘，脸上挂着笑容。突然间，想
起刚来时，李军所说：阳光总在风雨后，日子
会越过越好的！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旗 苑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召开座谈会，重点会商食品生产环节风险，梳理
风险清单，严控食品生产风险。

据了解，此次会议是以风险会商为专题的食
品生产监管会议，目的是查找食品生产环节存在
的各方面风险隐患，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
进，把好食品生产安全关口。重点从三个方面梳
理了17项风险，包括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7
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6项，监管工作风险4
项。

今年以来，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始终将风
险防控作为食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的首要任务，
把隐患排查作为工作的新常态，列举风险隐患清
单，重点排查日常监管工作中存在的职能交叉、
监管空白以及监管履职不到位等风险隐患，同
时，根据食品生产企业风险隐患清单，逐一抓好
各项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把控好生产关口，保
障全市生产环节食品安全。

高青县用活扶贫资金推进脱贫攻坚

“运转”扶贫款 “入市”钱生钱

祸事连逢，勇敢面对，因为———

“阳光总在风雨后”

淄博食药监局

梳理风险17项

严控食品生产风险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石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高新区被省商务

厅、省发改委、省人社厅、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六部门联合认定为
第二批省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此次
审批经过基础材料提报、市级推荐、省有关部门
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

据了解，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是指
区位优势较明显、产业基础较好、配套能力较
强、基础设施完善、比较优势较为突出的加工贸
易集中发展区域。

下一步，高新区将切实加强对承接转移工作
的组织领导，科学制订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
标、发展重点 ,完善政策措施 ,改善承接转移环
境，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强化人力资源支
撑和就业保障，积极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发展优
势产业集群，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充分发挥
辐射和示范作用，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高新区被认定为

省级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徐海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14日，记者从淄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获悉，截至6月底，淄博市共新登记
各类市场主体3 . 5万户，同比增长45 . 5％；全市市
场主体总量达30 . 99万户，同比增长27 . 1%，成为
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企业类型看，淄博全市内资（国有集体）
企业总数5286户，同比减少0 . 15%，注册资本
（金）602 . 59亿元，同比增长33 . 98%，反映出内
资（国有集体）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措施推动
下，呈现数量优化、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新设
立私营企业1 . 11万户，注册资本435 . 5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70 . 38%、117 . 72%；新登记个体工商
户2 . 29万户、资金数额13 . 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 . 24%、18%；反映出民营经济进入超常轨发展
通道。同期，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937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4186户，同比分别增加10 . 11%和
33 . 35%，呈稳步增长态势。

从产业分布看，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
市场主体总量为96 . 6%，从事第三产业户数分别
为5 . 03万户和20 . 92万户，分别占总数的67 . 58%和
92 . 94%，反映出淄博市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优
化。

据淄博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政策红利
充分释放是市场主体超常轨发展的主要原因。去
年以来，淄博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工业强
市30条”、“加快市场主体发展17条”等多项政
策文件，商事制度改革深化推进，全市“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激情和活力进一步迸发。

上半年淄博市新登记

各类市场主体3 . 5万户

同比增长45 . 5％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对部分产品开展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涉及危化
品及包装物、水泥、农资产品、耐火材料、矿
粉、机械加工产品、电线电缆及相关产品、泵等
产品类别。其中，水泥产品1批次不合格，淄博
黉阳水泥厂(有限公司)生产的“矿渣硅酸盐水
泥”不合格项目为氯离子含量。

据了解，此次针对水泥产品的监督抽查依据
GB175-2007《通用硅酸盐水泥》等标准的要求，
对化学成分、物理性能、放射性核素限量等项目
进行检验，共抽查了21家企业的21批次产品，经
检验，淄博黉阳水泥厂(有限公司)的“矿渣硅酸
盐水泥”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氯离子含量。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布

1家企业上“黑榜”

扶贫资金使用以往是靠村集体自行选择与建议扶贫项目，通过村
集体的壮大来带动脱贫。实践证明，这种投放模式诟病多，项目持续
性差，长效机制难以形成，资金安全缺乏保障。

高青县的做法是，以产业为平台，将扶贫资金、贫困群众自有资
源等资产进行整合，由龙头公司、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
方式经营，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群众，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这是
目前该县在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正在探索创新的“企业+合作社+农
户”以及“收益保底 + 分红”的运作模式，实现了“资金到户”向
“效益到户”的转变。

阅读提示

7月14日，
李军给土元幼虫
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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