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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甘肃省华池县司法局副局
长赵志芳在两个“家”之间不停奔走。最
忙的时候，她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到过在县
城的自己的家了，只因另一个位于贫困村
的“家”更需要她。

赵志芳不仅是司法局副局长，还是华池
县城壕镇太阳村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2013年，县司法局负责帮扶太阳村，几年下
来，她没少往太阳村跑。去年7月份，村里成
立了驻村帮扶工作队，随后，赵志芳就长期
住在太阳村村民宗世龙的家里。

“她每个月都会住上一周左右。”几年
时间的相处，宗世龙的妻子与赵志芳已经
像姐妹一样了。“小赵局长虽然是县上的
干部，但我们家里的农活她也帮着干，啥
活都不挑，还操心村里扶贫的事情。”宗世
龙的妻子说。

宗世龙家一共7口人，以前生活就靠
20 亩玉米地和儿子打零工，一年下来刚
够养家糊口。“以前虽然吃饱穿暖不愁，但
是没个致富的门路，手里缺钱。”宗世龙告
诉记者，2015年，县上的帮扶力度越来越
大，赵志芳和她的同事们挨家挨户了解情
况，出谋划策。“赵队长帮我办了5万元扶
贫专项贷款，修建羊棚虽说花费 1 万多，
但是政府补助了 6000 元，剩下的钱养了
些羊，现在家里有 30 多只绒山羊。去年
靠繁殖羊羔、销售羊绒，再加上儿子打工、
种玉米的钱，一年下来收入3万多元。”

华池县位于陕西甘肃交界处的陇东
黄土高原，早在1934年，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这里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2015 年，位于陇东革

命老区的华池县定下了“2015 年稳定脱
贫 22 个村、2700 户 10737 人，2016 年贫
困面下降到4%，全县基本实现脱贫”的目
标。

为了老区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华池县
开展了以“干部住进贫困户贴近贫困、感
受贫困、解决贫困”为主题的实践活动，要
求帮扶干部既要驻村，更要驻户，变“走
读”为“常驻”，聚焦扶贫攻坚“六个精准”，
创新“五种脱贫模式”，全面完成 2015 年
的脱贫任务。

在华池县，进村入户的不仅仅是像赵
志芳一样的帮扶干部，还有他们带进村的
脱贫项目和致富路子。围绕脱贫攻坚，庆

阳市委办公室和华池县司法局在太阳村
实施了“脱贫攻坚+到户行动”：产业扶贫
到户、砂石路到组入户、金融扶持到户、技
能培训到户、安全饮水到户、危房改造到
户、就医保障到户、就学资金到户、社保救
助到户、农电网改造到户。据统计，2015
年以来，华池县各贫困村的帮扶干部共协
调筹资 7.38 亿元，落实联村项目 947 个、
联户项目2.6万个。

在南梁镇荔园堡村，一排排黄土高原
特色的窑洞农家乐让老区人民脱了贫。
通过实施南梁景区“床位工程”和开发利
用闲置窑洞，南梁镇从事红色旅游纪念
品、土特产销售以及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

业从业人员达到 1500 多人，到了旅游旺
季，户均月收入近万元。

“我们这样的家庭，以前就从来没想过
能脱贫。”荔园堡村村民董培会的丈夫白应
军患有股骨头坏死，以前家庭收入仅靠种
植玉米，但是丈夫的医药费和孩子的上学
花费较大，一家重担全压在她的肩上。

走进董培会这个几乎无脱贫能力的
家庭，以前的石窑经过翻修，成了吸引游
客的特色农家乐，再加上新建的砖房，让
家庭面貌焕然一新。董培会说：“去年帮
扶的干部协调了5万元贷款，我就办了农
家乐，闲了就去南梁景区打工，明年的收
入会更多，以后的日子也有奔头了。”

甘肃省华池县驻村干部——

变“走读”为“常驻”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实习生 赵胤庆

甘肃省华池县按照中央精准脱贫战
略部署和要求，深入实施甘肃省“1+17”、
庆阳市“1+20”精准脱贫工作方案，坚持
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要任务，以精准脱
贫为重要工作方向，使华池走出了一条适
合特困地区、集中连片区、革命老区特点
的精准脱贫新路。

制定脱贫政策

1983 年，华池县被列为国家“三西”
建设县，2001 年被确定为全国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2012 年又被纳入六盘山特
困片区。华池县委、县政府一方面坚持以
红色旅游、石油资源、绿色农业三大优势
产业开发为引擎，深入实施“以红名县、以
黑强县、以农富县、以绿美县”四大战略，
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全国石油
生产基地和以小杂粮为主的特色农产品
基地、西部生态优县、陇上畜产强县，加快
富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双联行动为
载体，开展“住进贫困户、贴近贫困、感受
贫困、解决贫困”主题实践活动，并探索形
成了“十个一”驻村工作法。特别是让全

县 3000 多名干部与 5344 户贫困户结成
帮扶对子，瞄准贫困靶向，摸清贫困底数，
找准脱贫门路，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探索驻村工作法

驻村帮扶工作队是脱贫攻坚工作的
先遣队，是定向“喷灌”、定点“滴灌”、定期
脱贫战略的践行者。

华池县探索形成的“十个一”驻村工
作法，着力推进双联行动和精准脱贫工作
深度融合，确保驻村工作常态化，取得了
明显成效。一是建立一个驻村服务阵地，
二是建立驻村业务 QQ 群，三是建立一份
驻村干部考勤册，四是发放一张便民服务
联系卡，五是制定一个驻村帮扶工作计
划，六是开展一次入户核查评估活动，七
是记好一本驻村工作日志，八是写好一本
驻村民情笔记，九是制做一本驻村工作成
果汇编，十是开展一次驻村工作评选表彰
活动。

“十个一”驻村工作法，通过拓展深化
驻村到户，组织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和双联
干部住进贫困户家中，变“走读”为“常

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的
真实想法，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政策。

总体来说，“十个一”驻村工作法把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放在首位，是精准脱贫实践中不断总结
和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

助推产业脱贫

在精准脱贫实践中，华池县各级干
部按照“缺什么、帮什么”的原则，各
项扶贫措施有效落实。2015年，全县22
个贫困村、2474户9897人年内实现稳定
脱贫，贫困面由 24.15%下降到 15.55%。
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语交流、思想引导，
将先进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潜移默化
地传导给每位群众，增强他们加快发展
的信心，增进致富的愿望，由“要我
干”变为“我要干”。2015年，华池县共
栽植苗林19.87万亩；建成规模养殖场32
个，羊只饲养量达到 56.6 万只；依托南
梁红色旅游资源，建成“床位工程”2处
17 户，增设床位 156 张；新修村公路 20
条270公里，通组道路66条385.6公里，

实现所有建制村通水泥路目标；新修梯
田 5.9 万亩，新打小电井 1259 处，改造
农电网 76.8 公里，完成易地搬迁 85 套，
改造危房1500户；全县111个行政村成
立了农村产业发展资金合作社，对接兰
州银行落实扶贫贷款 1 亿元，预计可为
728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2.69亿
元；新增村级互助资金合作社31个，发
放借款2001笔1172.5万元；县财政投入
资金1.5亿元，实施22个整体脱贫村到村
到户项目。

华池县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过程中，
确立对特困户通过政策“养”起来、对有技
能的劳动者通过合作组织“联”起来、对于
外出务工的家庭通过流转土地“活”起来、
对于居住偏远的贫困户通过就近公路移
民安置“搬”出来、对多种贫困原因叠加的
贫困户通过综合施策“扶”起来的五种扶
贫模式。根据贫困村、贫困户监测指标，
采取“四轮驱动”即专题研究会、核查分析
会、谈心谈话会、任务交办会等方式，通过
县、乡、村、户及驻村工作队“四级联动”，
定项目需求、定时间进度、定工作落实、定
任务完成。逐乡确定主导产业，逐村培育
特色品牌，逐户制定增收方案，逐人培训
增收技能。促进贫困乡村向美丽乡村、旅
游乡村、富裕乡村蜕变，为革命老区精准
脱贫树立了标杆，探索了路子，也为甘肃
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益
借鉴。

（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驻 村 实 践 巧 帮 扶
——甘肃省华池县“十个一”驻村工作法的调研与思考

侯万锋

今年以来，农行漳州分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创
新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工作。截至
目前，该行已对 21155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信用建
档，信贷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数 65 人、累计发放贷款
212.73万元，带动贫困人口人数230人，带动贫困人口
增加收入38.98万元。

依托“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担保贷款业务，
该行所辖多个支行与当地“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
专门管理机构签订扶贫小额信贷担保业务合作协议，
采取担保基金增信方式向 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114万元贷款。

此外，该行还大力实施特色帮扶，在诏安、平和、云
霄支行各选定 5 个村制定“一村一金融”服务方案，从
信贷支持、基础服务、支部共建等方面着手，精准支持
贫困村特色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对纳入方案名
单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辟信贷支持快速通道，推进扶
贫贷款有效发放；实施产业金融帮扶，筛选有扶贫意向
企业10家，引导企业采取订单扶贫、就业扶贫、分红扶
贫、捐赠扶贫等多种形式帮扶贫困农户，积极支持能够
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就业致富的特色农业及新型经
营主体，现已向解决贫困户就业的各产业主体发放贷
款6户，金额500万元，带动贫困人口29人。

母亲胃部肿瘤，妻子因脑
溢血致瘫，两个孩子正在上学
⋯⋯这些情况让 37 岁的河南
省沈丘县石槽集乡村民张留柱
无力应对。不过，作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留柱在乡村干部
的帮助下，2015 年通过邮政银
行小额贷款 5 万元，购买了 22
只槐山羊，通过一年多的繁殖，
发展到74只，增收5.6万元，不
仅还清了外债，还摘掉了穷帽
子。“是党的好政策和金融部门
给了俺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张留柱告诉记者。

2014 年，沈丘县率先在河
南省开展了小额扶贫贴息贷
款，通过实施扶贫到户小额贷
款的发放、贴息等，增强贫困户
的“造血”能力。同时县财政拿
出15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金，
按照放大 5 倍的原则，贷款额
度达到7500万元。

小额扶贫贷款路子对了，
群众得到了实惠，全县发放的扶贫贷款还款率达
100%，至今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截至目前，沈丘
县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已与1460多名贫困群众对接，接
受各类咨询 2000 多人（次），并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
吸收存款4700多万元，营销贷款6840万元，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让金融部门在精准扶贫中的“四两拨千斤”功
效发挥到极致，日前，沈丘县计划将政府风险补偿金提
高到 2000 万元，贷款额度放大到 1 亿元。同时，进一
步推出“降低门槛、简化手续、上门服务”等惠民政策，
增大“供氧”“造血”功能，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从
事种植养殖加工和发展小微企业、服务业，最终实现精
准脱贫。截至目前，沈丘县已累计发放扶贫到户小额
贷款 1552 笔，贷款额度为 1.14 亿元，实现增收 2.37 亿
元，带动 1552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成为全县精准扶贫
的中坚力量。

河南省沈丘县

：

小资金撬动大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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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漳州分行大力推动金融扶贫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简银蕉

“村里的助农便民服务中心非常方便，既是便利
店，又能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村民们还可以在便利店里
申请贷款。”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沙尔沁镇公布营子
村村长郭海渤说。

他口中的助农便民服务中心是“中信—安达沙尔
沁助农便民服务中心”。和一些大城市金融网点多、金
融服务可及性强相比，这里的金融基础设施不那么完
善，如何为农牧民提供方便？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想出的点子是把银行终端“搬”进便利店。2016 年 2
月，“中信—安达沙尔沁助农便民服务中心”开业。

通过在连锁超市内布放 ATM 自助设备、网银体
验机、电话银行、社区金融服务终端等自助设备，中信
银行为农牧民提供更为多样的便民金融服务。

更受到农牧民欢迎的是，店内还能贷款。“信农贷”
是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为落实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
有关农村牧区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而推出的惠农贷款产
品。目前，内蒙古部分地区启动“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工作，即居住在试点地区的农民可将承包土地经营权
或住房财产权作为抵押申请贷款，以增加农牧业生产
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

“农牧民申请‘信农贷’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就能
完成。”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个人信贷部总经理助理
付德伟介绍，他们推出了一款“内蒙古中信农民钱包”
APP，在这一平台上，农牧民可以随时申请贷款，并可
根据农牧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安排资金使用，选择最合
适的还款方式，对于部分农牧民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
出现还款压力的，还可申请延期。

“‘信农贷’贷款申请比较便利、贷款审批高效、还
款方式灵活，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郭海渤表示。目
前，首批中信“信农贷”已在公布营子村成功发放4笔，
总额达18万元。

“助农便利店真方便”
本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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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是秦巴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脱贫攻坚的核心区域，又是革命老区
和边远山区，发展基础弱、经济总量小，全
市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
杂、脱贫难度大。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市
有贫困人口 22.98 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
10.08%。

“十三五”时期广元市要实现脱贫任
务，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实践中，
广元市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脱贫攻坚的有机结合，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开辟了新路。

迈出改革第一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手段。王菲说，通过农业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优质
供给，促进群众致富增收，必须弥补农业
薄弱环节，才能为优化农业供给创造条
件、提供支撑。优化农业供给，关键在于
对资源要素进行流动重组、有效配置。

广元市持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
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小

型水利工程产权、集体财产权、农村房屋
所有权“七权同确”改革，既解决了贫困山
区财力投入紧张的难题，又破除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为脱贫攻坚
赢得了主动。截至目前，广元市“七权”确
权登记工作已基本完成，颁证率达97%以
上。

与此同时，广元市着力创新农村金融
制度，积极构建以信贷扶持、担保增信、风
险补偿为内容的农村金融配套政策支撑
体系，探索开展经营权收益保证贷款、林

（果）权抵押融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
农村金融创新，全市发放各类产权抵押贷
款近10亿元。积极探索财政+金融+保险

“政银保”组合配套模式，为 4600 户涉农
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含贫困农户）节约融
资成本2700万元。

特色农产品为民增收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王菲说，广元是山
区市，传统农业产业无法带动农民脱贫致
富，那么就需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优化
农产品结构、扩大中高端农产品供给。

近年来，广元市大力发展优质粮油、
生态畜禽水产、高山绿色果蔬、特色山珍、
富硒富锌茶叶、道地中药材和劳务“6+1”
特色农业产业，优化产业布局，推进良种
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
打造了一批叫得响的优势特色农产品。

苍溪猕猴桃便是其中之一。苍溪县
在发展猕猴桃种植过程中，严格执行欧盟
多达 320 项的种植标准。“优质供给是叩
开市场的敲门砖。这里的猕猴桃被当地
农民种成了‘金元宝’，一个能卖 10 元，比
其他地方的要贵五六元。”王菲说。

通过结构调整，广元市将形成结构合
理 、产 品 优 质 的 农 产 品 有 效 供 给 。 到
2020年，将建成农业优势特色产业368万
亩，实现产业基地产品产值 500 亿元以
上，力争优质特色农业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为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 1.2 万
元以上，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产值占大农业
总产值的70%以上。

完善产业配套设施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产业链
的变革，广元市将建设一批功能配套的冷

链物流体系，鼓励农业企业和专合组织在
省内外构建营销网络，积极推进特色农产
品进入大型超市和大卖场。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配送、代理等新型流通业态，培育
新产业，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租赁业务，探
索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
业众筹等新业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优
化农产品生产，还要提升农产品的品
质，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
的需求。”王菲说，目前，广元市已经成
立农产品品牌整合领导小组，采取“区
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的办法，引导特
色农产品向领军龙头企业和拳头品牌集
中，培育和创建国家级、省级名牌农产
品。全市将主推苍溪红心猕猴桃、米仓
山茶叶、青川黑木耳等“广元七绝”品
牌。到 2020 年，争取建成全国最大的红
心猕猴桃产业基地、中国西部最大的淡
水有机鱼产业基地、“川茶”品牌重要的
产业基地，农业区域品牌市场知名度和
占有率将得到明显提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产业领
域的变革，不仅要提供满足农产品需求的
有效供给，还要开发满足与农业多功能性
相伴而生的服务性需求的有效供给。王
菲表示，未来 5 年，广元市将突出全域旅
游带动，努力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
市。坚持生态、文化、康养、旅游深度融
合，推进文旅、农旅、体旅、工旅等融合发
展，大力发展文化体验、生态休闲、医养服
务等康养产业，争取生态康养旅游总收入
突破600亿元。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脱贫攻坚
——访四川省广元市委书记王菲

本报记者 钟华林

△ 华池县荔园堡村的农民从事红色旅游纪念品、土特产销售以及餐
饮住宿等旅游服务业脱贫致富。 王福生摄

▽ 华池县柳树河村
村民正在召开民主议事
会。

侯万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