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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齐山镇2020年齐山蜜薯种植面积达6500亩，亩
产约为4000—5000斤，9月20日，齐山蜜薯开始正式进入收
获期。去年我们就成立了齐山蜜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目前已配套1000亩核心种植示范区以及5000亩标
准化种植示范区，未来将发展万亩蜜薯种植产业。联合
社积极吸纳贫困户入社、为贫困户就近提供工作岗位，

在合作社打工一天80—120元，一年能增收4000元到6000
元，并且联合社将项目形成固定资产按投入扶贫资金比
例和贫困程度以相对集中原则确权到村集体，助力脱贫
攻坚。”在招远市齐山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告诉笔者。
近年来，招远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

“三个全覆盖”工作思路，聚焦重点镇村和重点人群，
持续在精准帮扶上发力、在稳定脱贫上用力、在作风建
设上聚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为引领，以保障性
扶贫为主、开发性扶贫为辅，专业、行业、社会扶贫
‘三位一体’，扶贫、扶智、扶志统筹推进”的扶贫工
作新路子。

早在2016年，招远市就构建起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扶贫工作格局，并制定下发了《招远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资产及收益使
用管理规程》等制度。按照“因村制宜、多措并举、严格程序、注重实效”
的原则，科学规划扶贫项目，全市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财政资金9168 . 49万
元，实施各类扶贫项目181个(其中：产业类项目78个，基础类项目103个)。
截至2020年5月，项目总收益750多万元，分配贫困户290余万元，带动贫困户
9000多人；累计投资3000余万元硬化贫困村农村公路70多公里，36个省定贫
困村、24个烟台市定扶贫村全部实现行政村通水泥路、村内有硬化穿村路、
村村通客车的目标。

在招远市毕郭镇，该镇分管扶贫副镇长张颖向笔者介绍：“我们今年共
实施了4个扶贫项目，分别为交界洼机械租赁项目、程家洼果蔬大棚项目、
方家果蔬大棚租赁项目、姜家果蔬大棚租赁项目，现4个项目均已完工，交
界洼村与烟台宝龙凯姆斯酒庄有限公司合作酿酒设备租赁项目，已实现租金
1 . 6万元；姜家、方家果蔬大棚已完成租赁，每村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万
元以上，现租户已种植西红柿、草莓等农作物；程家洼果蔬大棚由村集体结
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自主经营，栽种了青椒、菜椒、西红柿、黄瓜，预计年
前上市，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

行业扶贫方面，招远市建立健全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累计有986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学费资助123 . 4628万元，292名就读技校、中职、高职的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享受“雨露计划”补助87 . 6万元；与此同时，该市还充分
发挥工商资本优势，出台鼓励工商资本参与扶贫开发指导意见，用活融资贷
款、配套补助、税费减免“三项政策”，扎实推广项目投资、合作经营、家
门口就业、土地流转等五大发展模式，带动脱贫致富；动员各民主党派、盛
兰爱心大队、爱心乐助会等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开展各类帮扶活动300余
次、帮助贫困人口800余人，打造共同参与、多方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自2017年，该市与德州市武城县结成扶贫协作对子，每年定向捐赠200万元
用于武城脱贫攻坚。目前，两地已互派16名优秀干部进行了挂职交流，40名
校长、教师骨干跟岗锻炼，60余名医护工作者互派学习，200余人次贫困户
及致富带头人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针对部分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和“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的依赖思想，招远市坚持“扶志与扶智”同步，改变简单给钱、给物、走访
慰问的做法，采用典型引领、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孝德基金建
设等机制和措施，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让贫
困户真正意识到“真是贫困户，大家来帮助；争当贫困户，很难有出路；抢
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的道理。如温泉街道横掌赵家“脱贫明星”赵树
宝，在自身脱贫的同时，成立了招远市老宝养殖专业合作社，由贫困户变身
为理事长，带领全村贫困群众共同致富。另外，在“帮立志”的同时，还积
极“授人以渔”开展帮贫扶智行动，邀请科技专家入户指导，使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掌握大姜种植、食用菌栽培、生态养殖等实用技能，先后开展集
市宣讲200余次、实地入户培训指导300余次，专题培训60余次、编印宣传资
料10万多份，使贫困户由“不会干”到“学着干”再到“熟练干”，提升了
脱贫致富能力。

截至目前，招远市36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现有脱贫享受政策户4592户7439人，即时帮扶贫困户3户7人，分布在
14个镇街630个村，其中，丧失劳动力867人、无劳动力2331人、弱或半劳动
力2862人。脱贫享受政策户中低保、特困等兜底保障达到70%左右；产业带
动4145户6202人；公益专岗扶贫累计带动3326户3772人。

为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招远市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组织领
导、协调各方作用，立足招远实际，先后制定出台《招远市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以制度规范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要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该市先后召开领导小
组会议20余次、专题工作调度会议60多次，及时传达贯彻上级精神、研究部
署重点工作、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等重大事项，确保责任层层压实、压力传
递到位、任务落到实处；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席会议机制，43个成员单位
进一步完善各自《贯彻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工作方
案》和《年度专项扶贫方案》；在烟台市率先开展机关干部结对帮扶活动，
自市级领导开始，全面推行机关干部“一帮一”、科级以上干部“一帮二”
结对帮扶模式，动员47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及国有企业中层干部与贫困
户结成“对子”，宣传政策、帮扶慰问，切实帮助贫困户解决困难和问题。
刘慧杰是招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也是辛庄镇高家庄子
村贫困户杨正友的第一帮扶责任人。2001年，作为三峡移民，杨正友一家
背井离乡从重庆市忠县来到招远，杨正友本身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妻子
冉从淑患尿毒症，每周需要透析两次，沉重的医疗费用全部落在杨正友
一个人的肩膀上。面对这样的情况，刘慧杰了解到高家庄子村适合种植
苗木，结合高家庄子村实际情况，刘慧杰为其量身打造了投入风险小、
收入回报高的苗木育苗项目，3年下来预计能收入15万元左右，从而使其摆
脱贫困。

在镇街层面，招远市则重点打造了“包区书记+包区两委+包村干部”
的“三位一体”帮扶责任机制，抓紧抓牢“一户一档、一户一策、一户一动
态”三个重点环节，发现问题事不隔夜全力解决，逐条逐项连夜整改落实；
实行“ABCD+7”分类管理，建立7项问题清单，根据清单问题，定实攻坚
措施，确保整改成效；村级层面，全市60个重点村全部派驻第一书记和帮扶
工作队，协调各方资金5000多万元，实施相关项目220多个，带动贫困人口
800多人，全市60%的贫困村建成“生态文明村”。同时，突出发挥党组织书
记引领作用，2018年以来，市镇村三级书记扎实开展遍访贫困村(贫困户)行
动，对发现的问题全部解决。

加大资金投入

“双向发力”“多轮齐驱”
2016年以来，招远市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财政资金9000多万元，年均投入

1800多万元。医疗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医疗机构减免、扶贫特惠保“五重保障”。筛选确定20家健康扶贫定
点医疗机构，全面落实门诊费用“两免两减半”和“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实现贫困患者身份自动识别、病人出院一站式结算，贫困人口个人
负担医疗费用不超过10%；同时，由市财政全额为脱贫享受政策人口缴纳
“扶贫特惠保”，对2776人4类重点慢性病患者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住房保障方面，坚持贫困户住房鉴定、危房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同步推进，累计对全市195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进行鉴定，拨付补
助资金500多万元对300多户危房进行改造，对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
行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饮水保障方面，投资700多万元实施贫困村饮水
安全项目，解决了24个村1 . 0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水量、水质、用水方
便程度、供水保证率全部达标。在兜底保障方面，则强化农村低保制度
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累计发放低保五保金6000多万元，发放残疾人重
度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2000余万元，2019年度将4060户纳入孝善养老范围、
全市孝善养老比率达到90%。截止到目前，以摘帽的40个重点村和2018年新
定的20个重点村为重点，开展“富民生产贷”金融扶贫，发放扶贫贷款，带
动贫困人口1500人。

党建引领

聚力攻坚、统筹推进

真抓实干

多位一体打出“组合拳”

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②樱桃致富园
③草莓致富园
④三友庄园农业生产

⑤齐山蜜薯助农脱贫
⑥大户陈家村有机葡萄带动邻村致富
⑦金岭镇农林专业合作社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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