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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脱贫攻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脱贫
攻坚，从党委、政府角度看，是扶贫；从贫困户
角度说，是脱贫。脱贫攻坚，需要扶贫者和脱贫
者共同努力。

9月下旬，记者在潍坊市寒亭区蹲点采访，
就扶贫话题与区、街道、村三级扶贫干部进行
访谈，同时实地探访部分贫困户家庭，并书面
采访了有关学者，就贫困问题得到了更多的信
息和更宽广的观察视角。

记者选择潍坊市寒亭区，主要出于以下
考量：一，寒亭在全省发展中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虽然是个市辖区，但农村人口比例
大，且绝大部分村有贫困户，有普遍意义；
二，脱贫攻坚中，财政的力量、干部的力量
以及市场化的手段等，在寒亭取得了良好的
预期效果，有借鉴意义。

地点：寒亭区开元街道董家杨孟村村委会

办公室

对话人：张立志（董家杨孟村党支部书

记）；高波（驻村第一书记）；栾晶晶（开元街道

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女）

栾晶晶给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董家杨孟
全村141户390人。

张立志说，村里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
户。现在，有5户已经稳定脱贫，不再享受政
策，严格说不能再叫贫困户了。还有4户也已
脱贫，但需要持续兜底才能稳定脱贫，也就
是享受政策户。

栾晶晶接过话说，2018年前这9户都叫建档
立卡贫困户。随着大家陆续脱贫，2018年起，开
始细分为享受政策和不享受政策。

享受政策的4户中，各有各的情况。
董武汉，54岁，单身，无父母和儿女，视力

一级残疾，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力，几乎没有
劳动能力。偶尔，他会帮邻居干点活儿，或给人
家的果园修一下树枝。董武汉是低保户，享受
所有政策。另外，每个月还有310元的残疾人生
活和护理补贴。

董天之，72岁，因癌症2011年动过手术，妻
子身体不好。一儿一女都已成家，但条件一般。

董有之，77岁，老两口过日子。一儿二女都
已成家，都是农民。之前，董有之一直赡养母
亲。前年他母亲去世，103岁。

陈桂花，71岁，丈夫去世10年了，有二儿一
女。她有高血压、糖尿病。

记者：这三户都有儿有女，既不是特困供
养也不能纳入低保，如何享受政策？

张立志：这叫一般贫困户。虽然他们没有
特困供养补助和低保金，但可以享受其他政
策，如医保、特惠保险、免费有线电视、产业扶
贫项目分红、村级福利等。

对一般贫困户的认定，村里很慎重。村委
会研究，然后公示，村民无异议，才能纳入享受
政策户。张立志说，这三户有共性，年纪普遍偏
大，身体不好，自己基本无收入，儿女的家庭条
件也不行，赡养能力不足。

栾晶晶：2019年起，新发现和认定的贫困户
不再建档立卡，而是纳入即时帮扶人口。董家
杨孟村就有一户。

这家男主人叫董友雨，今年42岁。2018年，
董友雨出车祸，瘫痪了。去年出台即时帮扶政
策，今年董友雨被纳入即时帮扶人口，享受所
有政策，外加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董友雨
家有3亩果园，现由其弟弟代为管理，17岁的女
儿在张氏街道一个超市上班。

记者：扶贫工作中，村干部承担哪些具体
任务？

高波：作为第一书记，我常年驻村，干的活
儿和村干部一样。

高波一一列举：一，对贫困户，村级先要进
行精准识别；二，和街道干部一起，落实上级所
有政策；三，帮扶责任，每个贫困户两个帮扶
人，街办一个村里一个，帮扶人每个月至少入
户一次，看看房子哪里有问题了，电路是不是
老化了等等；四，向上反馈，如贫困户子女教育
问题，村里能解决的村里解决，村里不能解决
的向上反映；五，慰问贫困户，送福利，如床上
用品、家具等，这些支出由村集体承担。

据张立志介绍，董家杨孟村的集体收入主
要有两块：土地承包费，一年收入8万元。一个
光伏发电项目，一年3万元左右。这3万元，属于
产业扶贫项目收益，一部分拿出来给享受政策
户，剩下的用于村级公益事业。比如，建文化广
场，购买健身器材等。

栾晶晶说，产业扶贫项目的收益不能长期
闲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出去。而且，只能
用于贫困户和公益事业，贫困户优先。

从村委会办公室出来，是文化广场。秋
收时节，没有人健身，广场上晾晒着金黄的
玉米。已是傍晚，太阳的余晖洒向广场，和
玉米的色泽交织在一起。

由广场向北，走几十步，就到了董武汉
的家。他家大门紧闭，门上有一个粉蓝色的
门铃，萌萌的样子。“是残联给装的。”栾晶晶说

着，去按门铃。大门打开，一只棕色的泰迪“飞”
了出来。狗是董武汉的一个亲戚送的，已经养
了三四个月了。

有些瘦小的董武汉把狗唤回，带我们进
院。院子宽敞干净，没有杂物，地面铺了暗红色
的地砖。东墙根一盆小小的荷花，暗示着主人
的情趣。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装在东屋窗台下。

高波和村会计董有中，负责帮扶董武汉。
“有事就给高书记打电话。”董武汉告诉记者。

进房门，客厅的一个鱼缸里，居然养着泥
鳅。“养大了吃吗？”“不吃，就是玩。”“有多少
条？”“没数。”“养多久了？”“一年多了，这东西
长得奇快。”

东屋有沙发和茶几，旁边是一个澳柯玛小
冰柜。栾晶晶说，沙发和茶几是扶贫办给买的。
厨房不大，有单灶头燃气炉、油烟机、菜板等，
东西不多，整整齐齐。主卧室靠北一张双人床，
靠南窗一台电视机。“能看见吗？”“听，听新
闻。”电视旁边，墙上挂着粉蓝色的门铃，和大
门口的那个正好一对。室内这个门铃，不但能
响，而且还发光。

厕所和一间南屋连在一起，加了顶。
“家里挺干净啊。”记者说。
“自己在家，没事就收拾。”董武汉说。
“还去果园干活吗？”“不干了，干不了了。”
告别时，记者注意到，影壁墙处一株矮树

上，石榴已经成熟。董武汉摘下一个，执意要送
给记者。记者问：“甜石榴还是酸石榴？”董武汉
说：“甜的甜的，这个熟得最好了。”

出门后，记者把石榴送给了栾晶晶。这个
28岁的一线扶贫女干部，最有资格享受这收获
的喜悦。

地点：寒亭区开元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内

对话人：栾晶晶；杨阳（开元街道扶贫办工作

人员）；于长廷（寒亭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刚和栾晶晶打过招呼，她就出去接了个电
话。回来后，栾晶晶说：“这几天刚去世了两个
贫困户，一个是特困供养户，70多了，肺癌；一
个是低保户，聋哑人，不到60，心梗。”

开元街道29个村，26个村原来有贫困户。现
在，已脱贫享受政策的有162户247人，已脱贫不
享受政策的户有325户766人。享受政策户中，特
困供养户有特困供养补助，低保户有低保金，
低保老年人还有困难生活补助，残疾人有生活
和护理补贴。享受政策户有子女的，从学前到
大学都有教育补助，另外有产业扶贫项目收
益、村级福利等。

在寒亭，享受政策户的孩子从出生起，就
有奶粉补贴、保教费和学前教育补贴。义务教
育阶段不能辍学，免除所有费用。高等教育阶
段也有资助，比如雨露计划，对上职业院校（中
职、高职、技校等）贫困生每人每年3000元补助。

记者：年轻女性干街道干部，还是搞扶贫，

挺累吧？
栾晶晶：2017年10月，休完产假后第二天就

开始干扶贫了。三年了，适应了。
于长廷：扶贫工作中，压力最大的是镇街

这一级。对下，他们要一遍遍地排查、走访。对
上，他们要承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

栾晶晶：日常工作就是入户。入户，一是摸
清情况，二是落实帮扶责任。贫困户的家底，我
们和村干部一样熟悉。

栾晶晶举了个例子。孙家杨孟村有个特困
供养户叫刘国庆，今年66岁，年轻的时候受过
刺激（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母亲半夜去世吓着
了）。多年以来，刘国庆一天三顿酒，家里脏
得外人下不去脚。按脱贫标准，卫生条件不
达标也不行啊。2019年起，栾晶晶每周去刘国
庆家一趟，有时候多少买点东西。去了，就
敦促他收拾家里。他不干，别人劝他，他也
不听。没办法，栾晶晶就给他打扫卫生、铺
床、叠被子，还给他理发。理着理着，他就
哭了。就这样，时间一长，双方建立起了信
任，刘国庆开始自己动手打扫卫生。

栾晶晶：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家里
奇干净。我现在只要一去，刘国庆见了我第
一句话就是：姊妹儿，你又来了。

于长廷：这就是“扶志”的问题。扶
志，就是增强贫困户个人的内生动力。扶
志，主要靠街道干部。已脱贫不享受政策
户，大部分是通过扶志的方式，有了合适的
收入来源，从而实现了稳定脱贫。用扶贫工
作的行话就是：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记者：街道扶贫干部最头疼的是什么？
栾晶晶：还是“扶志”。
栾晶晶又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单亲家庭，

妈妈带着一个儿子。妈妈五十出头，不工作，儿
子初中毕业后沉迷上网，白天睡觉晚上上网，
母子二人一直吃低保。栾晶晶就想着，得给男
孩找个工作。先是帮他在歌尔公司找，在车间
当工人。他干了几天，嫌累，不干了。又帮他联
系了别克4S店，当学徒。干了几天，又不干了。
然后，又帮他找了一家新开的酒店，当服务员。
干了几天，还是不干了。

记者：如果联系一个网吧，让他当网管呢？
栾晶晶：我们还真想过。但是现在网吧不

景气，这种活儿不好找。
记者：这种情况多吗？
栾晶晶：比较少，但恰恰是我们工作的一

大难点。
记者：开元街道有多少产业扶贫项目？
杨阳：共有5个。1个项目是花17 . 68万

元，给一个省定贫困村打了两口井，这属于
基础设施提升，没有收益。还有4个项目，是
有固定收益的。

据介绍，这4个项目是：一，2016年投资
30万元，在街道办公楼顶上安装的光伏发电
项目，收益归省定贫困村董家杨孟。二，2017
年投资40万元，在街道停车场顶上装的光伏
发电项目。这个算街道的，今年确权到了15
个村。三，2019年利用专项扶贫资金75万元，

实施了郭牌农业扶贫项目。四，2020年投资50
万元，实施了西甜瓜全自动分拣包装流水线
车间项目。后2个项目的收益都是每年8 . 5%。
今年的收益已到账，并分配到贫困户。

记者：作为扶贫干部，你们认为贫困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栾晶晶：拿开元街道来说，除了50个左右
的特困供养户，另外100多个享受政策户主要
是因病、因残致贫的。

记者：这50个左右的特困供养户，是不是
都是男的？

栾晶晶：对，没有女的。

地点：潍坊市通亭街金融大厦，寒亭区扶

贫开发办公室

对话人：于长廷

寒亭区（含经济区）有9个街道、405个
村，其中383个村有贫困人口。另外22个村是
城中村，或比较富的村。这些村里也有因病
和因残致贫的人，但都通过村集体的收入解
决了贫困问题。

寒亭原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
贫。这些人脱贫后分为两种：3400户已经实现
稳定脱贫，不再需要政策兜底。这些人家，
一般都通过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当地的
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也就是5760元（潍坊市
2020年标准）。已脱贫但享受政策的有2387
户。这其中，一类是特困供养户，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五保户，681户，大部分是60岁以上
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子女的，也有
少量16岁以下无父母或父母是低保户的；另
一类是低保户，1481户，也就是那些收入达不
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另外，寒亭区还
有18户52人的即时帮扶人口。

于长廷说，贫困人口是动态的。从2019年
起，新发生的因病或因残等原因导致收入达
不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纳入即时帮扶
人口。即时发现，即时帮扶。也就是说，从
认定之日起，就通过政策兜底的方式，让他
们实现脱贫。现在寒亭区重点照顾的就是已
脱贫享受政策的这部分人，主要是特困供养
户、低保户、即时帮扶人口。

记者：这三类人群加起来是2180户，而已脱
贫享受政策的是2387户。这多出来的207户呢？

于长廷：是一般贫困户。这些家庭自身
收入低，子女收入低、赡养能力不足，但又
不符合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政策条件。对这
些人，政府不能不管，所以纳入一般贫困
户，享受部分政策。

记者：如何界定一个贫困户的收入？
于长廷：比较复杂。
据介绍，认定一个贫困户的收入，主要

包括：一，土地收入（都有土地，大部分流
转出去了）；二，务工收入，通过公益岗

（如清洁工、护工等）以及外出打工取得的
收入；三，赡养费（有子女的），这需要村
委、赡养人、被赡养人三方签订协议，以书
面的形式确定；四，60岁以后的养老金；
五，村级福利。每项都要仔细核算、核实，
并征得贫困户的认可。

2018年7月，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时候，还
有一户人家没有脱贫。据了解，这户是高里
街道的管春海。孩子得了白血病，夫妻俩陪
孩子长期在天津治疗，费用高达100多万元。
2018年，当地为这家办理了三口低保，享受贫
困户特惠保险，并办理了大病救助，报销医
疗费60多万元。之后，社会各界为其捐款20多
万元。2018年，孩子成功进行了骨髓移植手
术，正在康复中。该户最大的致贫原因解决
后，夫妻二人也开始了正常的耕种和打工生
活。2019年，这家人实现稳定脱贫。

记者：有学者认为，产业扶贫搞不好就
成了形式主义。寒亭有多少产业扶贫项目？

于长廷：这就是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的问
题。从2016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寒亭区一共
使用了2206 . 208万元扶贫专项资金。这些钱，
只能用于项目，也就是产业扶贫。

12个光伏发电项目，共投入320万元。发
电收益大部分归省定贫困村。大部分扶贫专
项资金，寒亭区采取了投资和购置的方式，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并取得预期中的效益。

于长廷表示，扶贫专项资金不能亏损。
因此，寒亭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思路：要投
当地成功的农业企业，不能零敲碎打。给农
户买一只羊、一头牛这种事不能办，牛羊养
不好或病死了怎么办？

据介绍，确定思路后，寒亭区遴选了郭
牌农业、绿之园等几个当地口碑和效益都不
错的农业企业，进行投资或购置。投资类，
类似借贷，短期一般是3年。企业用实物，比
如大棚作抵押。购置类，就是购买对方的大
棚或车间。这些购置的资产，产权归于固
堤、开元、高里等6个街道，再由街道确权到
村。收益细化、分配到村，确保到贫困户手
里。

以郭牌农业为例。2018年，寒亭扶贫办购
置了郭牌的3个大棚；2019年，向郭牌投资550
万元；2020年，花658万元购置了郭牌现代化
的分拣、包装车间。到目前为止，投入郭牌
的扶贫专项资金共计1397 . 52万元。不论投资
还是购置，年收益都是8 . 5%。这些项目的收
益，都如期兑现，目前累计收益520万元。

记者：每年8 . 5%的收益，12年多就可以
收回本金。12年后怎么办？

于长廷：收回本金后，再与企业重新签
订协议，8 . 5%的分成可以适当降低。

对话人：孙宗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潍坊采访期间，记者巧遇山东大学政
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宗锋。

听说记者的采访选题后，孙宗锋表示，
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值得好好研
究。尤其是，脱贫任务阶段性完成后如何持
续稳定地脱贫，更需要长久之策。

随后，记者通过微信向孙宗锋发去了一
个简短的采访提纲。5天后，记者收到了孙宗
锋的书面回答。以下是部分问题的解答。

记者：脱贫攻坚，难在哪里？
孙宗锋：脱贫攻坚，难在如何让这项

“国家任务”持续下去。在各级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既定目标，没有
疑问。关键问题是，如何让这种重视程度演
变为制度化的议程。如何不让贫困反弹，是
下一步的重点。

记者：有议论认为，很多贫困人口是靠
财政兜底的方式实现脱贫的，是不是合适？

孙宗锋：目前各级政府扶贫任务艰巨，
考核压力巨大。因此，借用财政兜底的政策
工具是最为直接高效的。然而长期来看，财
政兜底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方面，各级政府
面临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扶贫
的根本在于扶能，而非扶钱。

记者：如何避免产业扶贫走入形式主义
的误区？

孙宗锋：产业扶贫的思路是对的。借助
产业、市场等的力量，真正将扶贫工作推向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认为，这是扶贫的必
由之路，借由产业扶贫，实现扶贫地区的造
血式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走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等。这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予以化解，更需
要富有公共情怀的公职人员和具有企业家精
神的人士共同参与。

记者：在农村，一小部分贫困人口，或
者说极个别人就是这么想的：我有低保吃
着，为什么要劳动？如何“扶志”？或者说
能不能从策略上解决这一问题？

孙宗锋：对于扶贫路上的“最后一公
里”，那些失能、无能、低能的贫困人口，
尤其是一些懒汉，的确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然而，仔细想想政府所拥有的政策工具，似
乎又有些无能为力。我们说，扶贫要靠政
府。但更重要的，是靠自身。这种自身能力
的建设，是最关键的。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这场攻坚战中，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良好状态、过硬作风和严严实标准，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

格答卷。

大众日报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基层蹲点调查，深入贫困户家中实地探访，与基层干部、专家学者深入交流，述说脱贫故事事，记录扶贫感悟。今明两天，大众日报分别

刊发记者发自潍坊市寒亭区、日照市五莲县的蹲点调查报告，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
工程，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今年9月，记者在潍坊、泰安等地采访脱贫
攻坚工作，所到之处，贫困户均已脱贫，只待验
收。但各地完成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地方
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已全部脱贫，有的地
方2019年才完成，还有的地方今年6月底，甚至
更晚才完成。

一路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项工
作太不容易了。

各级党委、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
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

障线（各地有所不同，每个设区市有一个标准
线，一般年人均在5000元以上）。能解决就业
的，通过各种手段如产业扶贫、设公益岗等解
决就业；不能就业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残
疾人、特困供养户等，就用政策的力量使他们
脱贫。

在这个过程中，最辛苦的，就是那些县
（市、区）以下的扶贫干部了。尤其是乡镇（街
道）一级的扶贫干部，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白天黑夜地忙碌在各个村，深入贫困户家
中，实时进行帮扶。

在潍坊市寒亭区，记者认识了开元街道的
扶贫干部栾晶晶。这个28岁的漂亮姑娘，一个3
岁孩子的母亲，自工作后就扎根街道，一直和

农村打交道，从事扶贫工作也已3年。每一户贫
困家庭的详细地址，家里具体什么情况，需要
哪些帮扶措施等，都装在栾晶晶的脑子里。父
亲生病住院的8天里，她白天工作，晚上抱着笔
记本在医院陪床。当记者问她累不累时，她只
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习惯了。

采访，既是感悟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通过这次工作之旅，记者了解到：建档立卡贫
困户这个名词，即将成为历史。脱贫后还需要
政策兜底的相对贫困人群，或将细分为享受政
策户和即时帮扶人口等。如何保证这些人持续
稳定脱贫，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2020年，风云变幻。2020年，是里程碑式的
一年。历史将会写下：2020，中国脱贫。

扶贫干部，辛苦了

寒亭区扶贫干部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帮扶工作。（□记者 戴玉亮 报道）

隔空对话

场外：董武汉的家

第一场：董家杨孟的贫困户

第二场：扶志问题

第三场：政策兜底与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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