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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选扶贫产业，发挥扶贫资金造血
功能，在做好脱贫攻坚同时助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产业振兴。

应把效益好、带动强、群众认可、符
合国家政策的产业作为首选，还要找好带
头人，支持那些经营管理规范，有社会责
任感的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从实际出

发统筹考虑科学规划整合实施。
好事要办好，关键是建立权责清晰、

可持续运营的长效管理机制，探索扶贫财
政资金项目四权分置：所有权归村集体，
经营权归新型经营主体，监管权归乡镇，
收益权归贫困户；过程中还要注意充分尊
重保障贫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点评

探索扶贫资金项目四权分置
平原县县长 袁志勇

□ 本报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安 钊 董洪明

“虽然分得少，但是我服！”3月21
日，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马家峪村72岁的
马成礼一边对记者说一边竖起大拇指。

去年底，独居贫困老人马成礼收到了
村里送来的293 . 8元扶贫项目收益分红。而
同村的马先树一家四口共拿到了1078 . 1元。
虽然都是尚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但
分红却出现了较大差距。马成礼对此却很
服气，他认为这种方法兼顾了公平。

记者了解到，这得益于中楼镇实施的扶
贫项目收益大级差分配指导办法。

按照该镇制定的《扶贫项目收益大级差
分配指导办法》，全村贫困户按照特困户、困
难户、一般户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贫困
户70人，B类贫困户120人，C类贫困户87人。
扶贫项目收益按照分红总收益的50%用于扶
持A类贫困户、30%用于扶持B类贫困户、20%

用于扶持C类贫困户的比例进行分发。
马家峪村是岚山区十个省定贫困村之

一，全村460户1210人中有142户277人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占全村总人口的22 . 9%。2017
年，马家峪村通过塑胶制品加工、光伏发
电、冬暖式大棚这 3个扶贫项目共收益
10 . 442万元。这次是该村扶贫项目建成以
来，首次分配收益。

开过党员大会和扶贫理事会，村里决
定按照30%用于村公益事业及贫困临时救
助，70%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的比例进
行收益分配。按照中楼镇制定的分配办
法，马家峪村A类贫困户每人可获得489 . 5
元，B类贫困户每人获得293 . 8元，C类贫困
户每人获得196 . 2元。马先树家除儿子被归
为A类贫困人口外，其余三人均被归为C
类，马成礼则被评为B类。

根据《大级差分配指导办法》，因尿毒
症等重病、二级以上残疾、重灾而导致的
失能、半失能，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员

将被归于A类；现有两个或两个以下子女，
或虽多个子女但子女因病残灾而都不能履
行赡养义务，年龄65周岁以上的生活困难
人员将被评为B类；其他的建档立卡的生活
困难人员会被评为C类。

“先树的小儿子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现
在又得了肾病综合症，估计家底儿早就刮干
净了。我虽然有点病，毕竟花的少，还有个在
外地打工的儿子。这样发钱俺感觉很合理，
没啥不满意的。”马成礼说。

当天，马先树已离家打工，女儿在校读
中专，只剩下妻子崔永花陪在儿子床前加工
鱼钩。每组装一套鱼钩，她就能拿到5毛钱的
加工费。“感谢村里给俺儿评了A，多一分钱
就能缓解一分钱的难处。”崔永花说。

“大级差收益分配法解决了村里项目
有收益却难分的问题，使帮扶更精准，使
收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弥补了‘吃大锅
饭’搞平均主义的弊端。”马家峪村党支
部书记马德政说。

“使用新办法还消除了村民对贫困线附
近贫困户的攀比心理。”该村老党员马先云
介绍，“村里刚评选贫困户时还有部分贫困
户有攀比心理，一度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
象，但当看到分红不是均分，而是按照家庭
情况实行差异化分红，条件差的多发，条件
好的少发，来村里问的人几乎就没有了。”

作为岚山西北地区扶贫开发重点乡镇，
中楼镇共有12个社区65个村，其中有省定贫
困村5个、市定贫困村1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1449户3502人。全镇共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1565 . 73万元，建成产业扶贫项目33个，2017年
项目总收益85 . 97万元。

“通过这种大级差收益分配方法，我们
探索出了一条‘收益共享、精准分配、群众满
意、社会稳定’的项目收益分配新路子，实现
了村里的钱好分了、群众的攀比心理消除
了，收益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治安
管理更加稳定了的‘四有’效果。”中楼
镇党委书记赵西法说。

扶贫项目分红杜绝“平均主义”
岚山区中楼镇扶贫收益差异化分配刹住“争当贫困户”歪风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鲁 华 春 红

春节刚过，家住东平县大井村的牛志峰已经在大棚里
干了好几天的活儿。村东头这大棚，就是去年下半年建成
并投产的专项扶贫项目——— 杂交构树项目。

这里的村民也穷惯了。“过去村里从来没有发展项目，
村集体账上比我口袋都干净。”大井村党支部书记王尚江介
绍，作为省级贫困村，2017年全村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24
户。牛志峰便是这24户之一。

村里人都知道，牛志峰日子过得不容易。1996年大儿子
矿难离世，同年儿媳撇下刚出生的孙子改了嫁，2008年老伴
去世。作为家里的唯一支柱，这些年她承受着心理和生活的
双重打击，独自拉扯没有劳动能力的二儿子和小孙子。前些
年仅靠种地温饱都是问题，这几年岁数大了地种不动了，靠
天吃饭、低保度日就是她全部的生活。

2017年7月始，老人的生活有了盼头。“村里书记有天来
找我，说村东头有个育苗的活儿，只要会用剪刀就行，一天
40元，贫困户优先，让俺去试试，这不，一干就是多半年。”

“在扶贫项目立项上我们也走过弯路。”王尚江介绍，一
开始，村里的扶贫项目是肉鸽养殖，户里积极性不高，再加
上市场不景气，经济收益没达到预期效果。

大井村扶贫项目得以重新立项，还要从东平县扶贫领
域自查自纠工作说起。

据东平县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去年年初相关职能
部门联合排查工作中，大家发现不少扶贫项目存在重立项
轻收益、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怎样把输血和自体造血结
合起来，让群众感到幸福？去年7月，全县集中在14个乡镇

（街道）和29个职能部门开展以自查自纠为主要方式的扶贫
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发现问题205个，收回
不规范使用资金695 . 6万元，处分7起14人，给予相关责任人
诫勉谈话处理46件，通报批评、批评教育等组织处理63件。

在这次自查自纠工作中，大井村主动提出了肉鸽养殖
项目收益不好的问题，王尚江说，县扶贫办和街道办事处随
即对项目进行资金清算，并在省派第一书记的帮助下，重新
立项了构树项目。项目当年投产并见收益，村里24户贫困户
获得扶贫基金分红7 . 35万元。

在村东头，几十亩地的种苗连成片，这便是杂交构树
林。林前是十个塑料大棚。“构树项目是新兴的朝阳产业，产
品市场前景好、需求大。工作也比较简单，剪枝条、扦插种
苗、浇水养护，技术含量低、活儿不累人。”该项目负责人郑
发介绍说，村里大多数贫困户都在这里干活儿。

牛大妈有个专门的惠农一卡通，卡里有2231 . 5元。她告
诉记者，“这是9月底打进去的，是去年的项目分红钱。”春节
前夕，大妈领了两次工资一共2400多元，加上这些工资，半
年时间，她从扶贫项目中收获了近5000元收入。

“今年牛大妈挣的钱会比这多得多。”王尚江介绍，今
年，构树项目将继续流转村里土地搞扩建，牛志峰家的地也
在流转范围，土地年租金也将由原来的一亩地不足200元提
高到一亩地1000元，可谓“土坷垃”变“金疙瘩”。

不仅贫困户脱贫有了出路，村集体经济也翻番增长。
“前两天刚刚查了下账，村集体收入都到14万元了。”王尚江
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井村账上有过万元的余钱。

今年，牛志峰靠干活儿能领到七八千块钱，再加上年底
分红，还有土地流转钱，加起来万把块钱应该不成问题，村
里还给她家申请了危房改造，多少年的温饱问题有了着落，
大妈这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扶贫重新立项，

牛大妈日子

又有了盼头

王凤楼镇412万元扶贫资金“挪”到前曹镇草莓扶贫产业项目上

资金跨镇整合使用，贫困户缘何叫好
□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金吉鑫 张大伟

春节前后，是平原县前曹镇嘉鑫草莓
种植产业园最忙的时候。3月20日早上8时
许，新建的温室大棚刚刚摘下的近500斤草
莓发往济南的市场。产业园负责人肖元忠介
绍说，“刚摘下来就拉走啦，最近一个月，高
标准大棚的收入超过60万元，收益能顶过去
十个普通大棚。”这座新式大棚去年底启用，
占地16亩，应用了微喷滴灌、水肥一体化、物
理防治等先进技术，园区与山东农业大学合
作，引进“妙香7号”等优良草莓品种，在济
南、德州、天津等市场很受欢迎。

“草莓供不应求，太好啦！”这一消息，让
王凤楼镇殿户李村72岁的贫困户李殿坤高
兴不已，这个村距离种植园有近30里，也不
在一个镇，李殿坤为何叫好？事情还要从头
说起。

返乡创业的肖元忠4年前流转土地150
亩搞农业，其中建了8个每个占地约4亩的草
莓大棚，销路一直不错。2017年初，肖元忠经
过考察扩大草莓规模，新建两座高标准大
棚，但估算超过800万元的投资成为掣肘。得
知此事，县扶贫办和镇上的干部找上了门。

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平告诉记者，财政专
项产业扶贫资金是带着“帽”来的，既要求精

准，还要求时效和绩效。现实存在的问题是，
目前70%以上的贫困户是老弱病残无法直接
参与经营，需要通过扶贫资金整合集中使用
产生的收益进行兜底，但扶贫资金下达后往
往一时找不到合适项目，一些扶贫项目还因
为论证不充分匆忙上马不能发挥应有效益。
从2017年初开始，平原根据市里要求，开始
建立县级扶贫产业项目库，遴选一批适合的
项目，让项目等钱。县扶贫办组织了评审小
组，由扶贫、农业、财政、环保、国土、蔬菜、林
业等近20个部门代表经过考察论证、专家咨
询、评审打分等，对项目可行性和效益进行
综合评议，全县各乡镇报上的19个项目中前
曹镇草莓种植项目名列第二。

肖元忠认为，自己的项目打分名列前茅
的主要原因，一是承诺扶贫资金收益率每年
不低于12%，这在所有项目中是比较高的；二
是自己的草莓园这几年无论批量外销、网购
还是采摘，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去年4月初，上级扶贫资金拨到了县里，
根据要求要在一个月左右拨付到镇上，前曹
镇项目多而资金量少，而与之相邻的脱贫任
务较重的王凤楼镇资金量多，但是其上报的
养殖项目因可能潜在环境风险得分偏低。

能否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跨乡镇整合
使用？去年4月14日，县里召开县政府常务会
议对拟实施的扶贫项目进行审议，确立了突

出重点，集中财力，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的原则，对一批风险小、前景好的产业项
目重点扶持，同时要求对此制定管理细则。

经过县、镇商定，王凤楼镇92个村的扶
贫资金412万元拟“挪”到前曹镇草莓项目，
但尽管预期收益不错，如果村民特别是贫困
户被蒙在鼓里，好事也有可能办砸了。王凤
楼镇副镇长李红告诉记者，镇上组织相关村
两委、村民代表、贫困户就发展这一扶贫项
目进行民主评议，获得普遍赞成，所有贫困
户与镇政府签订相关帮扶协议，并进行了张
榜公示，项目方案上报县级审批和市级备案
后走招投标程序进行建设。

2017年6月，嘉鑫草莓种植扶贫项目在两
个镇共同监管下正式实施，除了前曹镇有10
名贫困人口在草莓园打工，当年项目扶贫收
益49 . 44万元提前打到王凤楼镇。王凤楼镇贫
困户李殿坤从抽屉中拿出一本鲜红的分红
证，2017年9月26日李殿坤与患有脑血栓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伴杨传凤，从前曹镇草莓项目
收益中领取分红共1280元。“虽然项目没建
在咱村，但是咱也得了实惠。”

去年，平原县共整合贫困村产业发展资
金1527 . 5万元，首次打破乡镇行政界限建设7
个产业扶贫项目，目前均已收效，共带动
278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精准施策看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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