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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鄄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房正）“原来一家一户
种地，一亩地满打满算六七百块钱
的利润。土地流转后，我们合作社
种植地瓜，再加工成粉条，产业链
延 长 后 ， 每 亩 纯 利 达 到 六 七 千
元。”鄄城县董口镇鱼骨村国平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再国说。

天寒地冻，正是加工粉条的最
佳时节。合作社粉条加工车间里，二
三十人忙活得热火朝天。

今年44岁的冯再国，之前在外做
土方工程，3年前回到鱼骨村，开始
从地里“淘金”，现在他流转的土地
达到400多亩。“搬到新社区之后，很
多村民在新社区的致富车间找到新
工作，都愿意把地流转出来。”

鱼骨村老村位于黄河西岸。之
前，村里的孩子上学、村民看病都
要到东岸的镇驻地。夏季汛期，冬
季凌汛期，浮桥都要拆掉，想要过

河，就得绕道80多公里走东明黄河
大桥，非常不便。

去年11月，鱼骨村实现异地搬
迁，整村搬迁到黄河东岸新建的黄
河社区。搬出滩区之后，村民的居
住条件大大提升，还可以在致富车
间实现家门口就业。

“去年，俺们搬进楼房，地都
转出去了。现在除了接送孙子上学，
空闲时间就来车间做点手工活，一
个月也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鱼
骨村村民宋凤珠的丈夫、儿子和儿
媳都在外地务工，她在家照顾孙子。
今年，她在社区发制品加工车间，找
到了新的增收渠道。

“春天种西瓜，夏秋管地瓜、
山药，冬天再加工粉条。合作社一
年都有活，不闲着。”鱼骨村的李
福英把土地流转后，在合作社务
工，一年收入2万多元。

鄄城县滩区面积132 . 6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2 . 8%。全县黄
河滩区迁建涉及4个乡镇26个行政村
4 . 1万人，是全省滩区迁建任务较重

的县。截至目前，全县滩区迁建任
务已经完成。搬迁之后，由原来一
家一户分散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

农业效益不断提高。
作为异地搬迁村庄的鄄城县左

营镇丁杨寺村，搬进新社区已经2年
时间，大多数村民已经将土地进行
流转，村里形成了七八个种粮大户。

“当时看到好多人不愿意种地，
我就想把地承包过来。”村里52岁的种
地大户李傅峰说。2018年底，村庄搬迁
后，他开始流转土地，现在达到280多
亩。之前，他主要在周边县城务工。
2020年11月底，李傅峰刚刚把秋粮销
售完。一算账，一亩地一年纯利超过
400元，一年种粮纯利12万元。“今年玉
米每斤比去年涨了2毛钱。现在种粮
食比打工有账算。”他说，前几年，一
年务工收入只有四五万元。

鄄城持续加大对迁建群众技术
培训的力度，引导搬迁农民向二三
产业转型。丁杨寺村的李春梅通过
参加社区组织的技术培训，掌握了
几十种熟食制作技艺，现在在小区
摆摊卖熟食，旺季时，每天能有近
千元的营业额。

“最近两年时间，村里已经开
展了多次电商、烹饪、工艺品制作
培训，培训村民超过500人次，很多
村民找到了新的增收门路。”丁杨
寺村村主任于卫东说。

连日来，贵州遵义一小伙因给
女方买内衣不合身迎亲遭拒的视频
引发热议。视频中男子介绍，按照
当地风俗，男方需要给新娘从头到
脚买一身新衣服，因为内衣买得不
合身，女方家长拒绝发亲，结果让
婚礼宴会变成了亲友聚会。

“小伙因买内衣不合适迎亲被

拒”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
当事方各说各话，外界则一头雾
水。不过上传的视频中，一段女方
母亲的话，可以让大家品出一点
意 思 ： 她 说 ， 在 当 地 农 村 有 风
俗，婆家送来小号内衣寓意“不
包容”。如果收下这件内衣等于
接受女儿还没过门就要开始受气
的事实。

也有网友在跟帖中说，在他
们当地，婆家故意买小号内衣给
新娘，有拿捏儿媳、压女方家一
头的意思。还有的地方，新娘如
果穿旧衣出嫁，有带走娘家福气的
说法。

婚俗传承千年，已成为民俗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文明的婚
俗，不仅能够增进男女双方间的情
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双
方家庭的和睦相处。而陈腐、落后
的婚俗，不仅会冲淡新婚的喜气，
制造矛盾，还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
影响。就如贵州遵义这一对，新娘
出嫁穿婆家送来的新衣，寓意开始
新的生活，本无可厚非，但一套不
合身的内衣引发的“不包容”“进
门后穿小鞋、小心做人”的猜忌，
以及由此引发的怄气，成了压死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让一对新
人各分西东，还让两亲家反目成

仇，甚至惊动了警方，要对簿公
堂。

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陈
腐、落后的不良婚俗必须摒弃或改
良。这些陈规陋习与时代文明发展
不符，不仅让新人深受其害，也给
双方家庭将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亟需破旧立新。

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是整
顿不良婚俗的重中之重。从长远来
看，要治理低俗婚俗，还需要经
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搞上去、文
化提上来，才能消除不良婚俗的
“生存土壤”，在乡村营造出健
康、理性、向上的新风尚。

近年来，在婚俗改革中，各地
也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有的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规范引导群众的婚
俗行为；有的将婚俗行为与文明户
评选相结合，通过激励机制引导群
众；有的创建文化基金，引导村民
从讲排场、比气派，到比文化、比
家风……这些探索对遏制不良婚俗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推动形成了文
明健康的好风气。

近年来，被高价彩礼甚至迎亲
酒等不良婚俗拆散的姻缘不少。春
节将近，农家办喜事的会相应增
多，希望大家以此为戒，摒弃那些
恼人的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新人
就应该有新气象，简简单单、快快
乐乐地办婚礼。否则，“内衣拒
亲”就绝不会是最后一出悲剧。

农村大众报平度讯 （通讯员
孙京信 张德杰）元旦刚过，平度
市旧店镇北大流河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王茂远已经迫不及待地写起
“你好小康”火红的对联。这是贫
困群众与困苦窘迫的道别，对全面
小康最炽热的期盼，也是对平度市
脱贫攻坚工作的祝福。

自2016年全面攻坚以来，平度
市扛实政治责任，全面精准发力，
扶贫工作考核连续4年在青岛市获
得“好”的等次，扶贫办荣获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0年8

月，央视“镜头中的脱贫故事走进
山东”在平度市沙北头党建广场成
功直播。在省级验收评估中，平度
市以满分的“答卷”代表青岛市圆
满通过验收。

强党建固本色

脱贫攻坚聚合力

平度市在青岛地区率先成立市
级扶贫办，形成坚强有力、高效运
转的“指挥部+包镇督战制”专班
责任体系，挂牌督战。5年来，全
市累计脱贫8936户23838人，贫困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3497 . 9元增
加到2019年9394 . 1元；81个省定贫困
村、128个青岛市经济薄弱村，6个
青岛市经济薄弱镇顺利摘帽，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果。

平度市创建“党支部+合作社+

贫弱村（贫困户）”扶贫模式，选
优派强上万名干部结对帮扶，帮扶
20余万人次，发现并解决问题7000

余个。目前全市建立党组织的623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覆盖贫（弱）
村153个，吸纳2925名贫困群众通过
特色产业脱贫。

求创新铺底色

攻克难题有路径

2020年12月22日，平度市崔家
集镇前洼村贫困户王京芳一大早就
到扶贫农创体去管理樱桃西红柿，
依托扶贫农创体，她靠种植樱桃西
红柿全年已收入近20万元。

平度市首创“扶贫农创体”产
业发展模式，采取“村社合作”“镇社
合作”方式，明晰“四权”，绑定“四
金”，先后投资1 . 75亿余元培建32个
扶贫农创体，每年获得收益约1500万

元。“扶贫农创体”经验做法入选国
务院编发的2019年度11个基层实践
案例之一。

此外，平度市还创新“心理疏
导”“道德银行”“行走的书箱”
扶贫模式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发展模式，积极探索解决相
对贫困省级试点“3 7 2 1”工作体
系。

精巩固看成色

脱贫答卷高质量

平度市精准发力，部门联动，
把扶贫政策真正滴灌到群众心坎
里。5年来，共使用上级专项扶贫
资金5 . 5亿多元，实施扶贫资金项目
367个，从技能培训、转移就业、收

益分配等全产业链条，全面带动贫
困对象稳定增收；共累计发放各类
教育补助8905 . 17万元，免除各项费
用 4 4 1 2 . 6 6万元，惠及 1 6 . 3 3万人
（次），发放“雨露计划”资金
514 . 2万元；累计为贫困群众9 . 74万
人（次）减免医疗费用33 . 04万元；
发放补助资金433万元，对385户贫
困户进行了房屋修缮或重建；统筹
资金2100余万元对1986户贫困户实
施家居环境改善提升；扶贫公益专
岗让近500名贫困户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绘足了脱贫成色。

“脱贫摘帽只是新生活的开
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平度市政协副主
席、扶贫办主任唐云莉说。

平度交上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答卷”
首创“扶贫农创体”入选国务院编发的基层实践案例

别再让不良婚俗拆散美好姻缘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人进致富车间，地进合作社
鄄城滩区迁建村民开始不一样的新生活

丁杨寺村组织村民参加面点制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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