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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阳信讯 （通讯员
李雅芹 林世军 王鹏）阳信县探
索实施六大扶贫模式，依托“智慧
阳信”平台，对所有贫困村、贫困
户和贫困群众全部建立精确的电子
档案，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效果。

从今年1月份起，阳信县利用2

个月时间，开展了“大调研大走
访”活动，组织全县6 0 0 0多名行
政、事业单位干部和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对全县854个行政村、11

万户家庭、45万人口逐村逐户逐人
进行调研走访，摸清了贫困人口翔
实数据，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

全县共有省定贫困村70个、贫困户
11452户、贫困人口19910人，依托
“智慧阳信”平台，建立县乡两级
精准脱贫数据库、电子分布图。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同时
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县扶贫开发工
作领导小组。发挥“第一书记”作
用，对所有贫困村实现扶贫工作队
和“第一书记”全覆盖。与此同
时，阳信县实施了产业脱贫、就业
脱贫、技能培训、基础设施、互联
互助、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教育
救助、社会救助、生活保障“十个
到村到户”工程，保证各项扶贫措

施落到实处。
在扶贫模式上，阳信县在滨州

市范围内选取了30个具有代表性的
成功典型。结合当地资源优势，阳信
县逐步探索出了六大扶贫模式，即
以鸿安集团为代表的“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肉牛养殖、粮改饲
扶贫模式，以西吕村为代表的“合
作社+贫困户+企业+供电+金融保险
机构”的光伏发电扶贫模式，以顺
工工艺为代表的“公司+代工点+贫
困户”的手工代工加工扶贫模式，以
王集西街村为代表的“政府+公司+

贫困户”的新型农田节水灌溉扶贫

模式，以南丁村为代表的“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蔬菜种植扶贫模
式，以亿利源为代表的“公司+贫困
户”的金融信贷贴息扶贫模式。仅这
六大扶贫模式，全县就能带动4966

户、10838人实现脱贫。
水落坡镇洼里赵村就是“公司

+代工点+贫困户”手工代工加工扶
贫模式受益村庄之一。洼里赵村是
省定贫困村，全村共有198户，其中
贫困户17户。2015年以来，该村牢
牢把握省定重点贫困村和山东科技
大学省派“第一书记”帮扶的机
遇，引进顺工工艺品有限公司，在

村内发展手工代工项目，带动贫困
群众每人每年增收4 0 0 0余元；同
时，大力发展网店，带动物流、包
装企业发展。此外，该村实施了
5000亩土地综合整理项目，全村群
众都有了自己的旱涝保收田；与
青岛中森生物质能源公司合作建
设秸秆利用项目，生产新型无害
化燃料，年销售收入达500万元，
村集体增收达10万元；利用集体建
筑房顶空间，建设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每年村集体增收达 2万
元，实现整村脱贫、群众致富指日
可待。

阳信“六大模式”实施产业扶贫
包括粮改饲、光伏发电、手工代工、农田节水灌溉、蔬菜种植和金融信贷贴息模式等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6月24日，在山东省林业厅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林业厅副厅
长王太明宣布，第六届山东省花卉
博览会（下简称“六博会”）将于
9月28日至10月7日在商河县举办。
本届博览会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影响最广的花事盛会。这也
是最后一届由省政府主办的花卉博
览会。

这届博览会以“温泉花乡 生
态商河”为主题，力求以花为媒，
促进产业融合，以泉为魂，发展休
闲旅游。据王太明介绍，“六博
会”设主展馆和交易展区两部分，
主展馆设在花卉苗木大世界北区，
交易展区设在花卉苗木大世界南
区。“六博会”的主要展示内容有：鲜
切花、切叶、切枝、切果、切根等切花
花材；宿根、球根等花坛花镜花卉；
盆花、草坪植物；观叶植物、观赏苗
木、盆景；种籽、种苗、种球；插花花
艺、压花、干花；仿生花、装饰植物；
花肥、基质；盆钵、器皿、园艺工具；
栽培技术、设施设备；赏石、观赏鱼
等。

据商河县副县长霍仁禄介绍，
截至目前，商河县苗圃发展到345

个，育苗面积达3 . 2万亩，各种设
施花卉种植面积达12万平方米。商
河县已成为济南市重要的花卉生产
销售集散地。“六博会”期间，产
业研讨、花艺表演、科普展示、产
品推介、项目签约等相关活动同期
举行。

省“花博会”

今秋商河举办

夏至无青麦，
寒露无青豆。

芒种天旱麦得收，
夏至有雨稻大收，
处暑无雨万人愁。

6月11日，无棣县佘家镇东
李村丰川金银花种植基地，几名
贫困户在忙着采摘。佘家镇通过
黄河水压碱改良盐碱地，使原本
只能种棉花的盐碱地长出了金银
花、薄荷、丹参等中药材，亩收
入由原来的1000元涨到4000－
6000元。今年，该镇将金银花种
植与精准扶贫结合，全镇金银花
面积突破2000亩，近200个贫困
户除按订单管理好自家金银花
外，还可长年在中药基地和加工
企业务工，一年就可摘下“贫困
帽”。

（高士东 王永港 摄）

贫困户盐碱地

种出致富金银花

目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
冲刺阶段，成为第一民生工程。做好
农村扶贫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农村、
抓住规律。结合在村担任第一书记
的工作实践，笔者试以管窥之见，辨
析农村扶贫的三个“关键词”。

“贫”“困”之辨。拔穷根摘
穷帽，首要前提就是要明白贫从何
来、困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取消农业税、新农合新农保等惠农
政策的实施，让大部分具有劳动能
力的农村群众衣食无忧。俗语说，
“十个钱花，一个钱省”，只要有
地就有活路，揭不开锅的情况是极
端个例。部分农村积贫积弱的重要
原因，在于生产方式落后，大部分
农民家庭从事的是低投入、低成
本、低技术的产业项目，长期在低

产出、低收益的模式中循环，家庭
底子薄、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一旦
出现重大变故，比如疾病、事故、
灾害等，就会导致过度透支跌入谷
底。因此，所谓“贫困”，因困致
贫是第一大诱因，“贫”是外在表
现，“困”是穷根所在，要解决农
民后顾之忧，必须增强社会保障兜
底的能力，增强创业机遇的供给能
力，增强农民脱贫致富技能，才能
有效防止因困致贫、因困返贫。

“识”“别”之辨。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过程中，对于贫困户的识别
是前提和基础。但是，农村的贫富差
距往往并不大，对大部分人来说，不
过是三间瓦房、一套家电、或是一辆
汽车的差距，所以有“娶个媳妇三年
穷”的说法。贫富之别，是动态的、相
对的。如果对辨识出的贫困户和一

般群众，采取差别非常大的政策，特
别是通过发钱发物的形式，不仅容
易诱发群众内部矛盾，还会导致对
党委政府的不满情绪。比如，各帮扶
单位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贫困户，已
经出现了以物品多寡衡量帮扶力度
的苗头，不仅误导群众，也伤害了帮
扶单位的热情。因此，所谓“识
别”，是一个有机整体，“识”要
准确辨识，“别”要统筹兼顾，动
态管理，能进能出。要转变帮扶方
式，紧密结合农村心理，精心设计
帮扶载体，逐步减少直接的物质投
入，更加注重以项目化方式运作，
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做扶贫措施，强
化正面引导效应，防止出现“贫穷
有理”“贫穷光荣”的现象。

“帮”“扶”之辨。脱贫攻坚
战役，是扶贫与开发并举，所以对
贫困户的帮扶，不能混同于社会救
济，不能一手包办。如果偏重于救
济，群众都会眼热这种容易来的
钱，就会出现扶起一个人、倒下一
大片的情况。以前老百姓日子不如
现在富足，但是大部分人都耻于当
贫困户，现在生活好了反而争着要
“帽子”，丢掉了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的传统，应该引起深刻的反思。对
于当前的帮扶工作来说，最终的目
标不是把贫困户都包养起来，而是
着重于建立一个基本平台，提供人
人都能参与、人人都能创业的发展
机遇，树立自力更生、劳动光荣、
勤劳致富的鲜明导向。因此，所谓
“帮扶”，关键是把人心扶起来，
“帮”是短期行为，“扶”是着眼
长远，要在扶危解困、关注民生的
的同时，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广开
致富渠道、推广特色产品，激发农
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这样
才能扶起一个人、带动一大片，让
老百姓走上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农村工作复杂艰巨，农村扶贫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系统工程。
扶贫工作最大的优势，不是各帮扶
单位的资源、各第一书记的人脉，而
应该是充分、科学地运用好党的政
策，把握好时、度、效，廓清思想，开
通正路，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扶贫
新态，把扶贫工作做成群众满意工
程。

（本文作者为省派费县马庄镇
顺和村第一书记）

救济式扶贫助长“贫穷有理”思维
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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