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16 扶 贫 开 发

“党支部控股，群众参股，贫困户配股，
电商渠道销售”，在甘肃徽县大河店镇火石
村马鞍梁上的原生态养殖合作社里，村支
书马永强对记者说起这种“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电商”的产业扶贫模式时赞不
绝口。

这种模式的策划者是徽县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刘永成，他之前在另一个贫困县
宕昌县工作时，就在一些贫困村推广这种
模式发展养殖业，让宕昌县特有的“帽帽
鸡”出了名，贫困户也因此脱了贫。刘永成
告诉记者，现在马鞍梁上的合作社，是之前
模式的“升级版”。

“三分三合”调动积极性

说新模式前，先得聊聊马鞍梁的原生
态养殖合作社。去年底，刘永成到火石村
调研，发现村里的致贫原因竟然是地多。

“人均 4 亩多地，但是都在种玉米小麦，卖
不了多少钱，还得天天守着。”怎么才能让
群众在家门口挣钱呢？刘永成跟镇、村干
部一合计，决定按照“劣势变优势、优势变
产业、产业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商品变收
入”的发展思路，依托村里地多、林多的优
势，发展“青泥黑猪”生态养殖产业。于是，
他们成立了马鞍梁原生态养殖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之初，徽县县委组织部为
火石村党支部注入 20 万元的产业扶贫启
动资金，其中 1.5 万元给 14 户贫困户和 1
户返贫家庭按照每户 1000 元配股，村党
支部控股 18.5 万元，并将这 18.5 万元中的
5 万元股金产生的红利作为村集体积累，
剩余的 13.5 万元股金所产生的红利平均
分配给贫困户。有了启动资金，合作社还

吸引全村 33 户村民入股 30 多万元。
合作社有了，但是刘永成在调研中发

现，很多合作社在运作过程中，会因为内
部运行机制的问题难以有长远发展，“比
如发展方向问题、分红不均问题等，这些
问题不解决，合作社运行一段时间就可能
垮掉。这不仅会造成国家扶持资金的流
失，而且还会加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刘永成说。

为此，在火石村创办合作社时，刘永
成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分三合”运行机制：

“三合”就是整合贫困村发展产业的资金
（帮扶资金、集体资金、社会资金、农户资
金）、人力（基层组织、党员群众、能人大
户、帮扶工作队）和资源（土地资源、物产
资源、生态资源、技术资源）；“三分”就是

在合作社中，党支部的领导权与理事会的
管理权分离，监事会的监督权与理事会的
经营权分离，资金管理权由镇农经站代
管，与理事会的资金使用权分离。“新模式
最大的优势就是将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
都调动了起来。”

曾经与人合伙创办过合作社的马鞍梁
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袁碧刚对这种模式最有
发言权。“国家对合作社扶持政策多，以前
有不少投资者办合作社，就是为搭个平台，
钻政策空子套取补贴、贷款，老百姓没有真
正受益。”袁碧刚说，现在的“三分三合”是
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党支部控股起引领
指导的作用，理事会代表全体股民日常管
理运营，有支部约束和监事会监督，不是一
个人说了算，“在这样的互相制约监督的机
制下，我们干事也放心，合作社也不会因为
一两个人的退出而散伙”。

好机制让社员心连心

记者在合作社门前的公示牌上看到，
在公开的账目中，大到几千元的饲料支
出、小到 5 毛钱的生活用品开支，都有公
示。袁碧刚说，“根据我们的规定，每一头
猪的生长情况都有备案，如果生病，将由
监事会记录，向股民大会报告原因”。

好的运行机制让大家的心也紧紧连
在了一起，马永强对此深有感触。“合作社
成立之前，村党支部的工作就是日常村务
管理，缺乏凝聚力，平时组织清理水渠之
类的义务劳动，大家伙儿都不愿意参加。”
马永强说，现在通过参与领导合作社，党
支部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威信和能力也在
提高，贫困户、参股群众都主动来干活，

“有时候群众自家地里割了青草，都会免
费送到合作社来当饲草”。

62 岁的李柏刚是村里的贫困户，全家
7 口人，妻子身患残疾，女婿是家里唯一的
劳力，平时种着 15 亩地，一年的收成刚够
家里日常开销。村里成立合作社后，李柏
刚凑了 1000 元入股，县委组织部还给他配
股 1000 元。“平时女婿在合作社打零工，每
天有 100 元的收入。”李柏刚说，“合作社发
展起来了，对大家都好，年底我们还能分
红”。

现代营销破销售瓶颈

记者了解到，马鞍梁合作社已注册了
“徽县青泥黑猪”商标，现在形成了 300 多
头的养殖规模，全部用粮食、大豆秸秆、青
草等饲料进行放养，预计到年底，可实现
500 头以上的养殖规模。记者在山坡下的
放养区看到，每头小猪耳朵上都有一个二
维码，领养者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监控小猪
的生长动态。等到出栏时，领养者可以通
过快递，收到真空包装的新鲜猪肉。

这么好的猪肉，如何破解“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销售瓶颈？刘永成告诉记者，马鞍
梁合作社开通了网上交易平台，消费者可
以通过网上认购后，在平台上实时查看养
殖情况，目前已完成网上认购 100 头，销售
额初步达到 20 多万元。到年底，猪出栏的
时候销售收入有望达到 100万元左右。

“我们将在完善总结马鞍梁合作社经
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县上对每个贫困村
安排的 20 万元的产业扶贫启动资金，力争
在全县 88 个贫困村实现‘党支部+’模式的
全覆盖。”刘永成说。

党支部提能力，合作社添活力，贫困户有动力——

马 鞍 梁 上 的 脱 贫 力 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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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精准扶贫杏园亩均收入达8400元，是棉花种

植收入的3倍多，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特色产

业。图为游客在杏园内体验采摘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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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碧桂园

探索职业教育扶贫新模式

—
—

这所学校专招贫困学子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在马鞍梁原生态养殖合作社里，进行生态放养的“徽县青泥黑猪”，形成一定规模。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99.66% 的 就 业
率，11 位优秀毕业
生月薪过万，290 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
家庭孩子在过去 3 年
全部免费上学⋯⋯这
份成绩单来自广东碧
桂园职业学院，这是
目前全国唯一一所招
生对象为贫困生且实
行全免费教育的职业
学校。7 月 1 日，碧
桂园职院被授予“广
东省扶贫致富带头人
培训基地”。

从 2014 年 9 月
份 正 式 开 学 至 今 ，
该 学 院 已 在 广 东 、
广西、江西、湖北 4
省 招 收 学 生 1019
名 。 碧 桂 园 职 院 的

“ 全 免 费 ”， 包 括 全
额 资 助 学 费 、 教 材
费 、 食 宿 费 、 服 装
费 、 床 上 用 品 费 、
学 习 用 品 费 等 ， 并
补 助 学 生 寒 暑 假 探
亲往返路费。

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由碧桂园集团创
立于 2012 年，由广
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出 资 4.5 亿 元 建 设 。
是由广东省教育厅主
管的一所慈善性质的
全 日 制 普 通 高 等
学校。

谈到为什么创办
一所这样的免费职业
学院时，碧桂园集团
董 事 局 主 席 杨 国 强
说：“我读中学时因家贫没有钱交学费，是国
家免了 7 元钱学费，给了 2 元钱助学金，我才
上完学。我深知有困难时别人的帮助如雪中送
炭。一技之长可改变命运，我们要通过教育扶
贫，授人以渔，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一
人成才，全家脱贫。”

“我们每天除了正常上课外，还有各种实
践活动，特别是学校的‘产教融合，校企共
育’教学模式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学到了真本
事。”学生邓振全说，他从 13 岁开始就和哥哥
一起利用假期打工赚钱，贴补家用。如今以优
异成绩毕业，入职广东国良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成为首批毕业生中 11 名竞聘到月薪过万
岗位的学生之一。

邓振全口中的“产教融合，校企共育”教
学模式，是职院独创的“三段式教学”，即一
个学生，前 3 个学期进行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培养；第 4 学期根据其特长和意愿进行岗
位分流，定向训练；最后到相关产业链在岗
见习。

与其他职业学院不同，该校邀请的企业导
师均为全球上市公司 300 强核心管理层与骨
干，让他们通过“传帮带”将学生培养为基层
一线管理干部与技术骨干。

碧桂园职院院长刘惠坚说，这样的职业教
育模式确保了学生的质量。在 290 名应届毕业
生中，除 1 人选择自主创业外，289 人全部签
约就业。

记者注意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杨国强
连续 4 年提交的提案均关注职业教育。如何在

“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探索出一条职业教育
的发展之路，杨国强探索用慈善资金实现企业
与学校共育人才，努力帮助贫困学子实现“一
人成才，全家脱贫”。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裴希更说，希
望碧桂园职业学院开创的“职业教育扶贫”
新模式在全国能够推广开来，通过增强贫困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
脱贫。

“我们要为贫困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教
育，为他们打开通往成才、成功的大门，这不
但可以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走向幸福生活，
也可以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杨国强说。

7 月 1 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
佬族乡团结村热闹非凡，民建贵州省委联合
贵州首家上市公司中天金融正式启动以“金
融活水，灌溉乡村梦想”为主题的精准扶贫
项目。站在自家院坝，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高兴得合不拢嘴。

让解困渠成为致富渠

打好扶贫攻坚战，创新扶贫机制才能真
正提升扶贫开发效率。中天金融对口帮扶
团结村，靠的是市场机制的优化创新、优质
产业的全面导入、教育扶贫的心智改变。

绝壁之上开凿而出的蜿蜒“天渠”，是自
力更生、战天斗地“愚公精神”的直观呈现，
这条被当地群众由衷点赞的“大发渠”，是解
决 3 个村、10 余个村民组喝水问题的“解困
之渠”。

82 岁的黄大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长
达 9400 米的“天渠”竟然可以作价 3000 万
元对接市场、对接产业成立公司。作为贵州
的领军民企，中天金融携手团结村成立村集
体经济平台公司——贵州大发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中天金融出资 3500 万元，持有
54%的股权；团结村村集体以“大发渠”无形
资产估值 3000 万元入股，持有 46%的股
权。其中，价值 500万元的股份归由黄大发
及参与“大发渠”建设的 108 名投工投劳的
建设者所有。

中天金融还出资 4000 万元，团结村村
集体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形式出资 1000 万
元，成立贵州大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
大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团结村农业产
业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制定、技术服务，重点
负责品牌和销售，项目达成后将把农业公司
分配利益的 80%返给团结村村集体。

引入市场机制，让贫困村民成为名副其
实的股东，再通过收益反哺、金融造血的方
式，老百姓持续受益。“不管是大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还是大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中

天都将把所分配利益的大部分返给团结村
村集体，最终团结村村集体可享受 80%的
利益分配。”黄大发告诉记者。

中天金融集团抽调多名青年党员进驻
团结村，进行入户摸底、逐户调研，全面了解
团结村土地、人口、年龄结构、外出务工人员
技能、贫困现状、生活需求等信息。经过详
尽调研、科学研判，中天金融结合自身特有
的金融优势、市场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社区优势，确定了一个目标：3 个月结对
帮扶、1年走向富裕、5年跨越发展。

从输血到造血

“从‘输血’到‘造血’，要依靠金融扶贫、
产业扶贫、精准扶贫。”浙江大学旅游产业专
家赵华教授指出，团结村扶贫最大的难点在
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且自然条件恶劣，耕
地面积 8226 亩，耕地利用率仅 15%。此外，
村民居住极其分散。团结村的面积超过 42
平方公里，全村 5500多人，地广户散情形可
谓全国罕见。

当年，村支书黄大发带领百余名群众苦
干苦战，用 36 年的光阴，凭着镐头、钢钎和
双手，硬是在悬崖峭壁之间开凿出一条“天
渠”，结束了当地长年缺水的历史，使得粮食
年产量从原来的 6 万斤增加到近百万斤，但
是，让乡亲们走上脱贫致富道路，一直是黄
大发多年未了的心愿。

中天金融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公
司+农户”“公司+合作社＋成员”等多种合
作模式，农户可以用土地入股，也可以承包
发展，还可以在基地劳作，从而多渠道增加
经济收入，实现脱贫致富。

当下的团结村，已成为以仡佬族文化和
田园风光为特色的新兴旅游目的地。据介
绍，中天金融将进一步依托贵州金融扶贫和
绿色金融的发展战略，将团结村打造成融党
建教育、田园观光、现代农业为一体的生态
美、百姓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天金融启动精准扶贫项目——

“大发渠”涌来金融活水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徽县青泥黑猪”的耳朵上都有一个二

维码，领养者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监控小猪

的生长动态。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日前，中天金融集团帮扶团结村的精准扶贫项目启动。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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