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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 8 个县中率先完成“脱贫摘
帽”任务，并提出“一年脱贫、两年致富、三
年巩固”的三步走目标。河北省承德市平
泉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作出提前 3 年脱
贫的承诺，底气何来？平泉县委书记董正
国说：“我们脱贫致富的路子就在青山绿
水里，坚持以特色产业为引领，以生态为
基础，走一条绿色发展、生态脱贫的路
子。”

选准产业 瞄准靶心
两 手 协 同 齐 发 力

要想富，找对路。产业发展是精准脱
贫的核心动力。平泉围绕自身资源优势，
近抓食用菌和设施菜产业，远抓林果产
业，打造了菌、菜、果“一主两辅”的扶贫特
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增长与农民增收
的双赢之路。

“贫困户普遍存在一种想赢怕输的心
态，就是想致富，却没票子、少路子、缺胆
子。”在董正国看来，如何让贫困户参与产
业脱贫是第一难题。

该县利用建档立卡“回头看”，对全县
贫困人口进行了重新识别、核定，挤出水
分、纳入真贫，并对非重点村的真正贫困
户进行同步识别，纳入建档立卡范围，做
到精准识贫。更重要的是瞄准靶心，把产
业扶贫着力点放在降低贫困户风险上，探
索实施了投入“零风险”、经营“零成本”、
就业“零距离”的产业精准脱贫模式。

走进卧龙镇中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食用菌扶贫园区，贫困户金显龙正在蘑
菇棚里忙活着。“这是今年出的最后一潮
蘑菇了，现在的市场价格还不错，估计卖
个万儿八千的不成问题。”金显龙说。

金显龙是头道沟村的贫困户，因为曾
患脑溢血留下了后遗症，干不了重活，一
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眼看身边人靠种
食用菌致富，金显龙动了念头，却没勇气
投入。直到中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邻
村建食用菌园区，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按照中润公司探索的“公司+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经营模式，基础配套设
施由公司出资建设，生产技术由公司无偿
提供，产品销售由公司统一经营，金显龙
只负责生产管理，实现了投入零风险。公
司按每棒 2.2 元的价格赊给金显龙 2 万个
菌棒，出菇后公司再按每棒 2.2 元的价格
收回欠款，超出部分作为他的收入，建立
起贫困户参与的“零成本”经营模式。

“不到一年，我领种的 2 个菌棚就挣
了 5 万多元。”金显龙尝到了产业扶贫带
来的甜头儿。

同时，该县通过不间断的政策倾斜、
项目支持、资金帮扶，引导龙头企业、合作
社在贫困村周围建设食用菌、设施菜、林
果产业园区，使农民变成通过土地流转得
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园区务工得薪金、
生产经营得现金的“四金”农民。2011 年
以来，发展这种扶贫模式的食用菌园区 50
个，面积 5000 亩，直接吸纳贫困户 2500
户，户均增收 4 万元以上。目前，全县已
有 10 亩以上农业标准化园区 2455 个，流
转土地 17 万亩。园区农产品年产量 148
万吨，产值 74.1 亿元，全县依托产业化进
行生产的农民达到 10 万人以上。仅食用
菌产业一项，已形成种、储、加、销、游一体

的产业链条，生产规模已达到 5 亿袋，创
造产值 50 亿元，为全县农民实现人均纯
收入 3600元。

近年来，平泉着力整合各种要素发展
农业产业，5 年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1 亿多
元，支持园区建设，让企业、园区带动贫困
户，把企业、园区、合作社与农户紧密连接
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把股份制
改革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作为脱贫攻坚
突破的重点，积极推动园区、企业建立股
份合作社，形成政府搭台+银行参与+保
险兜底+企户受益的政银企户保“五位一
体”的金融扶贫模式。今年以来，累计发
放涉农贷款 1.8 亿元，其中“政银企户保”
增信平台贷款 4455 万元，支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 620 户。新增食用菌、设施菜、果
品园区 3000个。

“今年，预计实现 1.8 万户 3.3 万人脱
贫，其中有劳动能力的 13815 人，通过产
业脱贫的农民占到全体扶贫对象的 90%
以上。按照一个贫困户领养 2 万棒食用
菌或一个设施菜棚的标准，今年全县还将
拿 出 5000 个 棚 让 1.5 万 人 通 过 产 业 脱
贫。”平泉县副县长胡维民说。

建强堡垒 深度融合
产业链上搞引领

“在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要夯得实、顶得上、打得赢。”
县委书记董正国说。

近年来，该县探索精准脱贫与基层党
建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以党建带扶贫、以
扶贫促党建，坚持把组织优势转变为脱贫
凝聚力。探索建立“三在产业链”，延伸党
组织工作触角，让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采
取“支部+经合组织”“党小组+园区”等模
式，按产业链分类建立党组织，充分发挥其
组织、引领、服务作用，努力实现一个党组
织引领一个产业；让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坚
持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
致富能手，把有产业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全
部编入到相应的党组织，培养树立一批“双
带型”优秀党员；全面推行“一地生四金”模
式，推广一个园区帮带多名贫困户的“1+X
组团帮困大棚”模式，实现贫困户零成本投
入、零距离就业、零风险经营。

8 月 31 日，在黄土梁子镇梁后村光伏
农业食用菌产业扶贫园区，农民邹德富正
在自家菌棚里忙活。去年，他作为贫困户
入驻园区经营两个棚，纯收入 2 万多元。
今年，已经脱贫的邹德富承包了 5 个棚，
还 带 动 他 的 两 个 侄 子 各 发 展 了 5 个 大
棚。“多亏了合作社党支部，去年园区就减
免了两个棚的租金 4000 元，今年又少收
了 3000 元，让我越来越有信心致富了。”
邹德富说。

2015 年初，党员杨海玉牵头组建了
梁后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但入驻的贫困户
寥寥无几。经过考虑，他组织梁后和杨杖
子两个村的 12 名党员，成立了合作社党
支部。12名党员先行入驻园区作表率，最
终带动 23 户贫困户入驻，户均年收入近 6
万元。目前，共吸纳全镇 87 户贫困户入
驻，并带动周边 700 余人到园区务工，使
贫困户真正走上脱贫致富路。杨海玉说，
如今产业园区已走上了“支部引领、产业
发展、企业获利、党员示范、贫困户脱贫”
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

该县把组织优势变为扶贫优势，激
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深入推进产业扶
贫模式，采取单独组建、跨村联建、区域
共建等方式，鼓励党员干部领办创办各
类经济合作社、行业协会、家庭农场和农
业 发 展 公 司 ，实 现“ 一 村 一 专 业 合 作
社”。通过支部建在合作社上，党小组建
在产业园区、产业基地中，把党员致富能

手、产业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资金、技
术等要素汇聚到产业链上，带动扶贫户
创业脱贫，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与脱贫攻
坚深度融合。目前，平泉共建各类经合
组织 135 个，建产业型党组织 97 个，全县
贫困村 1478 名产业链上党员帮扶带动贫
困群众 1.8 万人。

支部好不好，关键看代表。“今年，我
们在贫困村启动了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学
一技、一人一项目’计划，编写了乡土教
材，围绕食用菌、设施菜、经果林等主导产
业对村党支部书记进行全面系统培训。”
平泉县组织部副部长姜东升说。目前，全
县 84 个贫困村党支部书记中 63 名为致富
带头人，带头建立产业园区 71 个。很多
村支书都成为大山深处的一面旗，闯市场
的“领头羊”，奔小康的“主心骨”。

平泉开展党员示范行动，引导带头致
富党员联系帮扶10户以上贫困农户，争当

“带富先锋”；引导中等收入党员自主创业，
主动帮扶 1 至 2 户困难群众，争当“致富先
锋”；引导收入偏低党员立足自主脱贫，争
当“脱贫先锋”，并统一制作了党员示范
牌。采取包乡包村包户的方式，实现帮扶
力量全覆盖。组织机关党员“联万户”，来
自全县的 5000 多名机关党员干部与 1.3
万户贫困群众结成帮扶对子，采取多种方
式进行帮扶。引导全县 102 家企业与 84
个贫困村结对帮扶，助推精准脱贫。

城乡统筹 筑牢基础
两 区 同 建 路 更 宽

着眼长远持续发展，兼顾“输血”和
“造血”相结合，该县大力推进以精准脱贫
为主的现代园区和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
的农村社区同步建设。

结束了在村办企业一天的工作，桲椤
树社区村民李嘉新回到自己 130 平方米
的楼房。“我家现在有房有车，吃喝不愁，
生活不比城里差。”李嘉新对眼下的生活
很满意。此前，李嘉新祖祖辈辈住在大山
的土坯房里，住进楼房是他们的梦想。如
今，李嘉新不仅梦想成真，住进楼房，更重
要的是他和妻子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产业
工人。

位于平泉县城东南 50 公里的桲椤树
社区，由 33 个自然村组成，总面积 58 平方
公里，2730 户、11326 口人，是河北省目前
最大的农村社区。原来的自然村多数坐

落在山坳里，雨季道路难行，冬天吃水要
靠人肩挑或驴子驮运。

2011 年 12 月，桲椤树社区明确了“将
深山村民搬下山，集中居住改善环境，建
设农村新型社区，将土地流转建园区，集
中劳力发展高效农业”的发展思路，使山
区农民“拆掉火炕上楼房，放下锄头进厂
房”，将偏远山区建设成人口聚集、产业发
展、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该县聘请南开大学和承德规划设计
院规划了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布局，围绕
农业、工业、旅游业、商业，规划建设观光
采摘带、生态农业科技产业带、商业带，打
造生态农业科技产业园、工业产业集聚
区、休闲观光采摘旅游区，实现产业发展

“一产接二连三”。借助易地扶贫搬迁、危
房改造和土地置换等政策，计划到 2020
年分期分批将 13 个偏僻贫困山区的自然
村村民搬迁到中心村。目前，该社区已建
成新民居 86000 平方米，入住 563 户，加
上 改 造 提 升 户 ，社 区 中 心 村 人 口 达 到
4200 人，流转土地 4200 亩，建起了 5000
亩苹果、2000 亩香菇园区，引进劳动密集
型企业 6 家，拉动 1500 人就业，使社区居
民变身产业工人，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社区党委书记金旭东介绍，目前桲椤树社
区 40%的村民在企业上班，40%的村民从
事特色产业，20%的农户从事商贸流通，
人均年收入超万元，位居全县之首。

平泉县原有 291 个村，1918 个村民
小组，最小的组只有 9 人，村庄规模小、数
量多、分布散，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入
力不从心。为解决这些问题，该县启动中
心村建设，把偏远山区的人口有序转移出
来，集中完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并把
腾退的土地用来发展产业。全县规划了
80 个中心村，平均每个村 4000 人左右。
按照人口向中心村集中、产业向园区集
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和新
型农村社区、农业产业园区“两区同建”思
路，扎实推进中心村建设。截至目前，累
计启动中心村 42 个、撤并行政村 91 个，新
建农民新居 8000 多套，累计投资超过 10
亿元，直接受益 6 万多人。2012 年以来，
该县实施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
化项目 106个，有 79个分布在中心村。

“十二五”期间，平泉县县城面积由
14.5 平方公里扩大到 17.2 平方公里，再加
上 19 个乡镇、42 个中心村建设，全县城镇
化率由 32.9%提高到 45%，10 万多农村劳
动力实现本土就业。

提 前 三 年 脱 贫 ，底 气 何 来 ？
——河北省平泉县走出绿色增长与农民增收双赢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陈彦华

走进河北省平泉县南五十
家子镇后甸子村，一座座红瓦
民居点缀在万绿丛中，通往果
园的旅游路依山蜿蜒时隐时
现，山坡上苹果、梨、桃等果木
成林⋯⋯

“三年前这里可不是这个
样儿！”后甸子村农民马志军向
记者感叹。

后甸子村是全县贫困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96 户。全
村 1285 口人，有耕地 1336 亩，
还有 500 多亩的荒坡地，这些
地全集中在村后山的 7 片山坡
上。村里没有集体收入。如何
带领老百姓闯出一条脱贫致富
的路子？后甸子村党支部书记
李金山颇费思量。

俗话说，靠山吃山，既能发
展生态又能富民，发展林果产
业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念头
在李金山的心里扎下了根。

没想到，谋划之初即在全
村引起了质疑，有些村民不愿
意这样干。种果树至少要三五
年没有收入，怎么办？成立合
作社需要启动资金，村里没有
集体收入，怎么办？⋯⋯一个个问题摆到了村组干部
面前。

紧要关头，李金山站了出来。种果树头几年没有
收入，他借钱给村民付地租；建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
他就用自己的钱垫付；贫困户没钱入股，他就想办法整
合扶贫资金⋯⋯2014 年 10 月，全体村民以地入股，以
人头（资金）入股，后甸子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全体股东也就是全体村民选李金山任董事长。

如今，后甸子村后山上，一个高标准精品果园已初
步建成。后山 7 个山头，每片坡地都栽上了果树，苹果
2 万棵、梨 3 万棵、桃 1 万棵、大枣 5 万棵、李子 2 万棵，
地坝坎沿栽植枸杞、金银花 20 万棵。为了在短期内增
加收入，去年以来还大力发展树下经济，在果树间套种
了谷子、花生、葱头、青椒等粮食和蔬菜。

“我在果园打工每天挣 60 元，一年干上四个月就
是 7200元，加上我和老伴 1600元的土地入股补贴，一
年收入就近万元，过两年到了盛果期还会分到红利。”
在果园管理果树的农民韩国文告诉记者。韩国文是后
甸子村的贫困户之一，去年像他一样通过“获租金、分
股金、挣薪金”三金模式脱贫的贫困户总计 128户。

人地皆入股，合作奔小康。李金山说，合作社成立
后，1336亩地每亩地一股，1285口人每人三股。将来，
每年留 20%的公积公益金，20%用于土地入股分红，
60%用于村民人头分红。“今年，村里又规划了 10 亩大
棚樱桃、10 亩油桃和 10 亩大棚葡萄，并在设计休闲观
光和采摘项目。将来果园树上树下农产品产值预计每
年在 1000 万元以上，合作社休闲观光和农产品采摘
争取达到 1500 万元以上，实现村民收入每年每人 1 万
元。”李金山说。

到河北平泉采访脱贫攻坚工作，记

者深为振奋和感动。该县是河北西北部

偏远地区的农业大县，气候寒冷，土地

瘠薄，交通不便，可以说在国家级贫困

县中属于自然条件最差的。但是该县党

委及政府没有因为特殊原因而放松脱贫

攻坚，而是下定啃硬骨头的决心，推动

一个落后县成为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佼

佼者。

这当中，有两个措施值得肯定和借

鉴。一是科学选择脱贫之路。县里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脱贫攻坚思

路，就是坚持以生态领衔，城乡统筹的

发展思路，将生态化、园区化、城镇化

有机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使三者做

到了互补互促，使得协调发展之势得以

形成，不仅让区域内各种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而且取得三者相加大于三的效

果，最终为强县富民奠定了基础。

二是坚持发展主线不动摇。平泉县

的群众告诉记者，平泉能有今天，是历

届县委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搞荒

山绿化、发展农业产业园区、开展农产

品深加工，这都不是一届党委、政府就

能干成的事情。而平泉的成功在于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在前后

20 多年的接力跑中，始终扭住发展这个

中心不动摇，终于形成了全国最大的食

用菌、杏扁、活性炭等产业集群，同时

依托产业集群进行小城镇建设，使全县

城镇化率得到显著提升，明显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一 幅 蓝 图 绘 到 底
雷汉发

后甸子村荒山变金山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陈艳华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产业扶贫见实效

黄土梁子梁后村设施光伏农业园区内工人在分拣

香菇。平泉探索将光伏农业发电与食用菌种植相结

合，实现“一地两用”“一二产融合”发展。

平泉县道虎沟乡老爷庙村花卉扶贫园区内花农在

采摘剑兰。

平泉县以“驻村百晓”活动为载体，开展脱贫攻坚

党旗红活动。图为七沟镇圣佛庙村悬挂党员亮牌示范

标识。

△ 平泉县中润食用菌

精准扶贫园区内，头道沟村

贫困农户金显龙抱着采摘好

的食用菌走出自家承包的大

棚。 陈彦华摄

▷ 平泉县桲椤树社区

由 33 个自然村组成，总面积

58 平方公里，2730 户、11326

口人，是目前河北省最大的

农村社区。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是

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典

型山区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和燕山—太行山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县。全县

农村人口 30 万，到 2015 年底，

建档立卡贫困村 84 个、贫困户

32795 户共 57993 人，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

“决不让一个群众在小康

进程中掉队，力争到 2017 年，

让全县 5.8 万贫困人口全部实

现脱贫。”这是平泉县委、县政

府 对 全 县 人 民 作 出 的 承 诺 。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该县已实

现 52 个贫困村出列，8 万贫困

人口脱贫。与此同时，全县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57.8%，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0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