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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以来，寿光市充分发
挥蔬菜产业优势，贫困村、贫困户
全部“摘帽”，实现了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还交上一
份东部地区助力西部贫困地区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合格答卷。

立足蔬菜产业优势

“六化”提升“寿光模式”

天高云淡，秋收在即。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记者来
到“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走村入
户，探访当地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之战。

走进寿光市扶贫蔬菜产业园的
高标准大棚，一个月前定植的樱桃
番茄已经开出淡黄色小花。“再有
40天就能上市，都是定点供应北京
等大城市的超市，价格能比普通农
户种植的高50%。”负责园区管理
的寿光市瀚兴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刘玉江说。

这些扶贫大棚种出来的番茄为
何能卖出高价？“从种苗供应、水
肥一体化管理到植保服务、品牌销
售，都有统一标准。普通农户种植
的樱桃番茄含糖量在8%-9%，我们
种的糖度可以达到12%-13%。”刘
玉江说。

4年前的2016年，瀚兴蔬菜专业
合作社与寿光市扶贫办合作建设潍
坊市首家扶贫蔬菜产业园。产业园
占地320亩，总投资1200万元，其中
扶贫资金投入520万元，建设了高标
准蔬菜大棚26个。目前，园区的蔬
菜与多家知名超市建立供货关系。
2017年以来，园区蔬菜年产量达到
150万公斤，年纯收入达400万元。
每年产生的扶贫收益达到60万元。
这笔收益用于寿光全市无劳动能力

贫困户的兜底保障。此外，园区还
为寿光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
供了80个工作岗位。

让贫困户的钱袋子尽快鼓起
来，是实现吃穿不愁最实在的方
案。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寿光依托
现代蔬菜产业优势，把产业扶贫与
兜底保障相结合，筹集扶贫资金近
2800万元，重点打造了8个农业园
区，年实现扶贫收益222万元，惠及
贫困群众2 . 8万名。

现在，寿光10个省定贫困村、2 . 8

万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享受政策贫困户有5707户、9171人。

寿光坚持扶贫品牌建设与消费
扶贫相结合，“禹王蔬菜”“文家
坡韭菜”“双王城草编”等寿光扶
贫品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消费扶
贫深入开展，已认定扶贫产品15家
84种，2020年上半年，消费扶贫总
额达8 . 1亿元。

蔬菜是寿光的特色优势产业。
30多年来，寿光蔬菜产业在快速发
展 的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 寿 光 模
式”。眼下，寿光全市上下正在以
生产标准化、农业园区化、蔬菜品
牌化、农民职业化、乡村宜居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创新提升“寿光
模式”。

如何实现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既是全面实现全面小康的硬任
务，也是创新提升“寿光模式”的
必答题。

寿光将脱贫攻坚与新农村建设
同步实施、同步推进。2 0 1 6年以
来，当地对全市贫困群众住房全部
进行房屋安全质量鉴定，通过新建
改造一批、维修加固一批、敬老院
集中供养一批，让全市贫困群众全
部住上了安全房。2019年以来，全
市累计投资8445万元，提升改造贫
困户家居环境，贫困户居住环境焕

然一新。
此外，寿光全市积极推动社会

保障向基层倾斜。加快推进市镇村
三级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点建设，持
续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及
护理标准，广泛开展12项慈善救助
活动，为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
碍改造。

党建引领，凝聚合力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寿光市
委市政府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
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强
党建、转作风、干实事、抓落实，
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2019

年，获得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在市镇村三级书记抓扶贫基础
上，寿光为1 0个省定贫困村配强
“第一书记”，做好组织保障。开
展镇村党员干部“手牵手、心连
心”联系贫困户活动，发挥基层党
员在脱贫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与贫困群众结穷亲、送温暖。动员
3310名党员干部与2 . 8万名贫困群众
开展结对帮扶。

在脱贫攻坚的小康路上，各种
扶贫力量不断汇聚，行业部门、社
会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纷纷加入脱贫攻坚大会战，形成强
大合力。目前，寿光全市有28支志
愿服务队，开展扶贫、洁居、助学
等扶贫公益帮扶活动800余次，形成
了“人人关心扶贫、人人参与扶
贫”的浓厚社会氛围。

在扎实做好“两不愁三保障”
重点任务的基础上，寿光市通过扶
贫与扶志、扶智结合，激发贫困户

内生动力。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牛

头镇村位于寿光市西北部，全村有
8000多人，是红色革命老区。2017

年以来，当地建起扶贫车间，先后
新上了草编、服装加工等多个加工
项目。很多贫困户和闲置劳动力到
扶贫车间就业，实现了打工赚钱和
照顾家庭“两不误”。

“务工的时间很灵活，园区需
要人的话，就会打电话联系我们，
活也不累。”去年以来，寿光市营
里镇周家庄子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程云香，一直在村庄附近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上班。丈夫因意外去世
后，她独自抚养女儿成人。去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产业园需
要务工人员，勤快的她便第一时间
报了名。

寿光人有一种刻到骨子里的勤
劳。隆冬腊月，凌晨两三点，天寒
地冻，大多数人还在甜美的梦乡
中，寿光的菜农们就麻利地从热乎
乎的被窝里钻出来。紧接着，钻进
自家的大棚，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早晨六七点，天刚放亮，菜农们已
经把一筐筐翠绿的黄瓜、红艳艳的
西红柿采摘完毕。

20世纪80年代起，寿光人凭借
着勤劳肯干、矢志创新、奋勇争先
的劲头，从无到有，首创了冬暖式
蔬菜大棚，引发了中国蔬菜产业乃
至现代农业的一场“绿色革命”，
成为“中国蔬菜之乡”；从占地3

亩的马路市场起步，建起了“买全
国、卖全国”的蔬菜批发市场，成
为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价格形
成、信息交流中心，每年交易额过
百亿元；从一度落居全省末位的穷
县，到如今经济社会实力居全省前
列，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2484元，比30年前增长了27

倍。
在脱贫攻坚中，寿光市还积极

探索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
方式，成立了潍坊市首家公益组织
运营的扶贫爱心驿站。“之前，爱
心人士捐赠的东西，都是平均发给
贫困户。自从爱心驿站运营后，就
对贫困户家居环境等评比评分，根
据每个人的得分发放不同的爱心物
品。”参与驿站运营的寿光蒲公英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董曼玲说。

目前，爱心驿站在寿光城区设
有总部，村级运营的爱心驿站达到
1 2个，在建爱心驿站有1 4个。自
2 0 1 7年以来，爱心驿站已经接受
6000多人次捐赠，价值85万多元。

2017年，寿光以全国县级城市
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荣誉称号，成为山东全省
首批获此殊荣的县级城市。这是对
寿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可，也是寿
光人的骄傲。 （下转A2版）

创新提升“寿光模式”，寿光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种好一棵菜，带富八方百姓
走出山东助力脱贫增收，全国半数新建大棚有“寿光元素”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孙磊 杨福亮

编者按

源于寿光的冬暖式大棚，改

变了寿光几十万农民的命运。随

后，蔬菜种植技术又从渤海湾南

岸的这座城市出发，先后在全国

20多个省份“扎根开花”，点燃

了众多农民的致富梦想。在蔬菜

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寿光

模式”。

近年来，寿光市践行新发展

理念，实施高质量发展，以生产标

准化、农业园区化、蔬菜品牌化、

农民职业化、乡村宜居化、公共服

务均等化为主玫方向，不断赋予

“寿光模式”新内涵，积极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正

在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寿光市扶贫蔬菜产业园。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牛头镇村的扶贫车间，让贫困村民就
地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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