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雪时节，大地归寒。可在渤
海湾畔的滨州市沾化区，迎风飘扬
的党旗，映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忙碌的党员脚不沾地，把肩上
的担子化成为民服务的路子，烧旺
了百姓红红火火的日子。

“今年以来，我们以落实基层
党建七项重点任务为抓手，扎实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带
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把学习教
育的落脚点放在争做‘四讲四有’
合格党员上，汇聚起推动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沾化区委
组织部部长高梅说。

学得扎实，常态学习提境界

“真是不学不知道，通过学习
才发现，做一名合格党员永远在路
上，我得加倍努力才行。”在古城
镇党性教育基地的课堂上，大学生
村官张宇感叹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学习是
为思想补充营养的必要举措。为了
让党员学得更加便捷高效，沾化区
按照不同的职业特点和知识层次，
综合利用网络平台、流动党校、农
村夜校、党群服务中心等载体和平
台，为党员随时随处学习提供便利
条件。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5处
党群服务中心， 4处党性教育基
地，2处镇级党校。

平台再多，学出效果才是关
键。为了让学习更接地气，今年七
月开始，沾化区组织开展“千名干
部送党课”活动，发动驻村蹲点的
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各级选派
第一书记及所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到联系点、任职村讲党课。据统
计，全区有3 8名区级党员领导干
部、638名科级驻村党员干部和855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讲完高质量党
课，累计培训党员18445人。

“虽然区里和乡里都印发了学
习材料，可是有些党员并不能保质
保量地系统学习。”利国乡吴庙村
支部书记韩玉忠说，学习平台和学
习形式的创新，让各个领域、不同
知识水平的党员都能轻松接受，学
得透彻、学得明白，现在经常能听
到他们交流探讨学习心得。

不管是手捧一本学习手册，还
是浏览网络学习平台，抑或静静地
听一堂党课，多种形式的平台打造
和学习推送，极高地带动了党员的

学习热情，“要我学”变成了“我
要学”，真正实现党员应学尽学。

改得彻底，转作风换来新气象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要突出整改落实问题这个关
键。”冯家镇党委书记潘清军说，
“找准问题才能切准整改方向，我
们在查摆问题的时候，直面沉疴顽
疾，挖不到根源不罢休，回过头来
追着问题抓整改，确保整改效果一
步到位。”

边学边查边改是沾化区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主线，为
了摸清党员思想状况，切实找准主
要问题，该区创新开展了“七谈七
促七提升”活动，区委书记、区委

常委、基层党（工）委书记等七个
层面的党员领导干部，分别与谈话
对象开展“一对一”谈话活动，共
完成党员谈话12600余名，查摆问题
6 5 0 0多个，落实整改事项 8 5 0 0多
项，广大党员的党员意识进一步明
确，党性观念进一步提升。

丁学雨是下洼镇粉李村的支部
书记，自打担任村支书以来，他一
直自掏腰包支持村里的村庄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还垫资100多万元，帮
助村民建了67个钢结构温室大棚，
在村民嘴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好支
书、好党员。但通过与镇上领导的
谈话，他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新变
化。“合格的支书不是等着群众有
事上门找你，而是要随时主动为他
们服务。”

今年的大棚冬枣还没成熟，他
就自己开车跑到南京，主动联系对
接超市和农贸市场，尽可能地开拓
销路，提高枣农的收入。在他的努
力下，110亩大棚冬枣被南京永辉超
市全部包销，价格高出市场三四
倍。针对那些卖枣不方便的枣农，
他还专门协调物流公司主动上门收
枣。

细微之处看转变，一帧一幅见
真情，党员思想观念的提升仅是沾
化区抓学习、抓整改的一个缩影。
现在的沾化区，党员身份的优越感
换成了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情怀；纪
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也在随着教育整
改的深入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动。

做得实在，小岗位干出大事业

“今年冬枣熟下来，俺一次市

场都没去，枣就都卖出去了。”下
洼镇宋家村的孙青山今年71岁，身
体长年离不了药，正在为卖枣发愁
的时候，镇上的包村干部和选调村
官主动上门，通过电商、市场和物
流，以高于市场1倍的价格帮他把
枣全部卖了出去。

实际行动是衡量学习教育成果
的最好标尺，结合全区的脱贫攻
坚、旱厕改造、村级组织建设等中
心工作，沾化区开展了“亮身份、
作承诺、比贡献、树形象”活动。
除了机关单位党员要佩戴党徽上
岗，农村党员还要向党组织和群众
作出“一句话”承诺，以党支部为
单位设立党员“公开承诺墙”，时
刻激励着党员主动作为。

“开展‘亮身份、作承诺、比
贡献、树形象’活动的目的，就是
要在党员中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 ， 让 党 员 肩 上 有 责 、 脚 下 有
路。”沾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冯月
岩说，目前全区各基层党组织设立
“公开承诺墙”876面，展示党员承
诺内容19856项，成为党员干事创
业、服务群众的持续推动力。

“重活干不了，打草、喂草、
清理羊圈这些活我都能干，现在每
个月给我发1000块钱的工资，日子
越过越有盼头了。”古城镇东街村
的张连成今年60岁，因为双腿肌肉
萎缩和肺心病家庭十分贫困。“多
亏了俺村的‘第一书记’在村里搞
了这个养殖扶贫项目，我才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张连成动情地说。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扶贫工作中
充分迸发。争取扶贫项目、协调专
项资金、建设幸福院……全区不论
是区级领导干部，科级干部，还是省
市区第一书记，全部盯靠在扶贫攻
坚的第一线。截至目前，全区6000多
户贫困户全部都有领导干部负责帮
包，共结成助困帮扶对子1 8 7 0 0多
个，落实帮扶措施27800余项。

渤海湾畔党旗红

近日，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辛
庄村122个贫困户全部领到了田园管
理机。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成介绍，
辛庄村农田种植的都是冬枣树，冬
枣园中耕、除草、施肥等用工较
多，成套的田园管理机具有这些功
能，每套能节劳增收5000多元，深
受枣农欢迎。贫困户张俊山乐呵呵
地说：“我种了12亩冬枣园，近两
年连挨两场雹灾，入不敷出，成了
贫困户。地多忙不过来，光雇工费
每年就得花两三千元，有了田园管
理机，这些费用就省下来了。枣树
地舒坦了，冬枣树就结大枣、结好
枣，每亩增收300元没问题。”

近年来，沾化区紧紧抓住产业
这个“牛鼻子”，因地制宜，通过科学
谋划产业、项目壮大产业、资金助力
产业，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变

“输血”为“造血”，从根本上实现脱
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没有产业支
撑的脱贫致富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抓住了产业
这个扶贫攻坚的‘牛鼻子’，才能实
现贫困户脱贫摘帽。”区扶贫开发办
主任张友军如是说。

科学谋划产业

“扶贫的关键在产业，选对产
业项目至关重要。”沾化区扶贫办项
目组组长张怀东说。要避免盲目跟
风，不能看到什么产业“火”，就跟着
发展什么产业，最后同质化严重，导
致产品滞销，不仅贫困户挣不到钱，
也打击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正因
如此，“因地制宜”就显得特别重要。

由此，沾化区制定出台了《关

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扶贫开发工
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
意见》，区直各成员单位都编制出台
了专项扶贫方案，形成了“1+38”精准
扶贫政策体系。同时，创新扶贫开发
机制，制定了金融扶贫、光伏扶贫等
一系列具体配套的实施办法，深入
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开展。

按照“产业到村、扶贫到户”
的原则，沾化区坚持把整村推进的
着力点放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上，加快推动沾化冬枣、畜牧、水
产等特色产业发展，达到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实现产业化扶贫项
目带动贫困户脱贫。去年该区实施
了84个产业扶贫项目，创造经济效益
158万元，扶持1 . 4万贫困人口。今年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09个，涉及光伏
扶贫项目71个、种养殖项目31个、农
机具购置项目1个、基金项目6个。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工68个、在建
41个，所有在建项目年内均能建成
投用，扶持带动1 . 7万贫困人口。

项目壮大产业

沾化区着力引进脱贫致富项
目，培育龙头企业，通过大项目的
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兴一产业致
富千家”的效果。

在古城镇罗场村的肉鸡养殖
场，两位村民正在鸡舍内忙着喂
鸡。据古城镇副镇长王桂青介绍，
罗场村有贫困户9户、17人，去年省妇
联驻古城镇罗场村“第一书记”韩丽
利用100万元扶贫资金，与雅士享肉
类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养殖肉鸡，建
设鸡舍两栋，每批可养鸡2万只。每
年养鸡场的创收，60％发放给村里的
贫困户，30％用于村集体项目扩大发
展，10％为村集体收入。“按照咱当前

养殖的利润，一年养6拨最低也能收
入10多万元，这样每个贫困人口每年
就能分个千把块钱，有了这些钱他
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村党支部书
记王金武信心满满。

利国乡2014年引进总投资5亿元
的瑞东农牧生猪养殖项目，2015年
引进总投资20亿元的亿元宝菊芋种
植加工项目。利国乡充分发挥瑞东
农牧和亿元宝菊芋种植两大项目的
带动作用，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模式，流转马四、马六等5个行
政村土地1万余亩，目前村集体收入
全部突破10万元，覆盖贫困户34户65

人，人均增收900余元。同时，成立劳
务用工专业合作社，每年介绍用工
3000余人次，人均增收800余元。

光伏扶贫是扶贫攻坚的一项重
要措施，具有一次投入、长期收益
的优势。利国乡整合16个村的扶贫
资金480万元在吴庙养殖小区建设
“上光下养”养牛大棚12个，目前
已建成3个。建设资金包括项目自
筹、扶贫资金和企业垫资三部分。
利国乡党委委员张勇介绍，棚顶建
设500KW光伏发电项目，年产生收
益69万元，70%用于贫困村，30%用
于贫困户，可带动贫困户419户、
781人脱贫。同时，参与光伏扶贫项
目的非贫困养殖户，与各自帮扶的
贫困户签订协议，通过劳务用工、
资金帮扶、技术指导等方式，形成
长期的帮扶关系，让贫困户增收成
为一种常态，带动村户两级实现整
体脱贫。

投资9 . 2亿元、105 . 2兆瓦的2016

年集中式光伏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已

经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批
复，其中5 . 2兆瓦村级光伏扶贫项目
已开工建设，100兆瓦集中式光伏扶
贫项目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将于
12月底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6月底
前并网发电。该项目可带动6080个
贫困户、1 . 4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资金助力产业

今年沾化区共整合中央省市区
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 3 9 1 . 7万
元。目前，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已分批分类拨付到项目实施乡镇，
集中用于产业扶贫。其中，对未脱
贫的57个省定贫困村拨付各级第一
书记村扶贫专项资金1730万元，对
46个已退出的省定贫困村拨付资金
1380万元。另外，拨付三项特色产
业发展扶贫基金955万元，其中乡村
旅游扶贫基金200万元，光伏扶贫基
金480万元，特色种养殖和加工业基
金275万元。

“扶贫资金只是一个酵母，引
导农户把土地、林地、房产等‘沉
睡’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脱贫产业中
去，用产业带动脱贫，农户富起来
还会促进产业不断壮大，这才是产
业扶贫的关键意义所在。”区扶贫
开发办资金组组长谷琳表示。

与此同时，金融扶贫是脱贫攻
坚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扶贫投入机
制，拓展扶贫资金来源的有效途
径。今年沾化区共安排金融扶贫资
金1092万元，主要用于区财政贴息
和风险补偿，推动全区小额扶贫信
贷工作开展。目前，金融扶贫开始
破题，已有123户贫困户有光伏发电
农户贷融资需求，另有华能沾化新
能源、两利农牧、绿渤食品等15家
企业有“富民生产贷”融资需求。

变“输血”为“造血”

沾化扶贫攻坚紧抓产业这个“牛鼻子”

▲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向贫困户发放田园管理机。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省外事办派驻李彭村“第一书
记”秦立波(中)协调资金建起蔬菜大棚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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