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开发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12

青山巍峨，云雾蒸腾，栋栋新楼掩
映在绿树间。这可是曾经以贫困而闻名
的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去年4月24日，习总书记来到我

家，问我到年底能有多少收入。我说估
计有6000元，没想到年底一算账，收入
超过1万元。我现在住进了新楼房，今
年就申请脱贫。感谢党组织！”大湾村67
岁的贫困老人陈泽申激动地说。
陈泽申的儿子几年前病逝，丢下他

和小孙子艰难度日。如今，在党组织的
带领下，像陈泽申这样的贫困户日子越
过越好。

组织如涣散，什么事都干不成

安徽省指导各地整顿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采取领导包联、挂点联

系、选派第一书记等措施，增强村

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大湾村位于金寨县花石乡西南部的
大别山深处。
大湾村以前很穷，有地理条件原

因，也有党组织没能当好脱贫攻坚主心
骨的原因。“过去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什
么事都干不成。”一位村民说。
巨变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为整

顿贫困村软弱涣散的党组织，安徽省委

组织部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指导各地按照每年不低于5%至10%的比
例，倒排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开展整顿，
采取领导包联、挂点联系、选派第一书
记等措施，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
斗力。
几年来，安徽省从机关企事业单位

共选派了2万多名优秀党员干部到村任
职。金寨县中医院信息科副科长余静就
是这2万多名优秀党员干部中的一位。
2015年7月份，她被选派到大湾村担任
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副队长。
余静到村后，将增强村党组织的凝

聚力、战斗力作为首要任务。通过深入
了解，她发现大湾村姚湾组党员何家枝
过去曾担任过村干部，又在乡里干过综
治协管员，群众基础比较好，就向乡里
建议，请她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担起了
“领头羊”的重任，并将两名后备干部选
进村“两委”。
以前，大湾村党组织活动不正常，

党员一年到头参加不了几次会。新调整
的村党组织通过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坚持“三会一课”“党员活动
日”等制度，开展“五星党员”争创活动，
激发了全体党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61
位有帮扶能力的党员，主动与73户贫困
户“结穷亲”，开展“四联四帮”活动。

心劲足，致富脚步就快了

为改变一些贫困户的“等靠

要”思想，大湾村完善议事规则和

村务监督机制，组织引导群众制定

村规民约，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15年8月10日23时，受台风苏迪
罗影响，大别山区突降特大暴雨。大湾村
40多户村民都在睡梦中，全然不知山水
已暴涨。那时，余静到村任职才10多
天，接到上级发来的警报后，她不顾身体
不适，与村班子5位成员一起，冲进齐腰
深的洪水中，挨家挨户拍门呼叫，终于及
时将全村群众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前群众有事都不和村干部商量，从

这天起，有事就来找党组织，找余静
商量。
贫困村民杨习伦以前是村里出了名

的懒汉，上有父母，30多岁还没成家，
总想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为激发杨习伦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余静和包片干部
在3个月内，连续40多次上门家访，与
他促膝谈心，摆事实、讲道理，同时联
络能人大户指导他养殖土鸡、黑毛猪，
还帮助他选址建舍、申请贷款。功夫不
负有心人，杨习伦慢慢变了，每天一大
早就起来养猪喂鸡，忙里忙外，一年下
来不仅盖了新房，还娶上了媳妇，一家
人过上了甜美的日子。
像杨习伦这样的贫困户，余静和村

干部隔三岔五就会入户走访。为改变破
除一些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大湾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完善议事规则和村务
监督机制，重大事项经过“四议两公
开”决策，组织引导群众制定村规民
约，开展“我脱贫、我光荣”授牌、“最
美家庭”创建等活动，把小山村管理得
井井有条，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去
年春节，有贫困户贴出“勤俭持家自脱
贫、立志奋斗早致富”的对联。
进驻大湾村后短短3个月时间，余

静和村干部一起动员群众实施了两个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完成了39户49间危旧
房屋改造重建；组织县中医院125名医
护人员与贫困户结对进行健康帮扶，赢
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政策精准，百姓生活越过越好

大湾村确立了就业、产业“两

业”并进和“山上种茶、家中迎

客、红绿结合”的发展思路，如

今，贫困人口由575人减少到338人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
求，余静和几位村干部逐一走访贫困户，
宣传扶贫政策，查看每家每户的住房条
件、劳动能力、教育医疗、收入状况，摸
清致贫原因，先后5次召开党员大会、村
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建议，组织党员群众
去安徽利辛、河南洛阳、江苏华西村培
训，开阔眼界，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在
此基础上，大湾村确立了就业、产业“两
业”并进和“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
结合”的发展思路。
在村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大湾村成

立了旅游发展公司，依托马鬃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绿色资源，深入挖掘红11军32
师驻地旧址红色资源，带动群众发展民宿
和农家乐。陈泽申老人搬进安置房后，将
腾退出的老屋交由旅游公司统一装饰经
营，旅游收益按50%比例分成,仅此一项去
年就增收8000元。大湾村还通过“支部+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进茶叶龙头企
业，流转土地1200亩，大力发展茶叶、灵
芝等主导产业，并积极落实中央扶贫政
策，将40位贫困村民安排在生态护林员、
美丽乡村保洁员、道路养护员等公益性岗
位上，帮助他们每人每年增收6000元。
如今的大湾村，泥巴路改成了柏油

路，土坯危房变成了新楼房，贫困人口由
575人减少到338人。群众纷纷说：“现在
党的政策好，党的干部好，我们大家伙在
家门口都能挣到钱，日子越过越好了!”

算起来，吕治刚养蜂也有几十年了。
可这个甘肃徽县硬湾村的农民怎么也没想
到，就是这以前仅能维持生计的蜂蜜，有
朝一日竟也让他看到了收入大增的前景。
“以前自己家养20箱蜂，一年能产

200多斤蜜，都是自己销售，到外面去
卖，销路不行，每斤也就二十来元钱，一
年下来赚不到多少钱。”说到现在，吕治
刚满脸欣喜，“如今我们都统一卖到合作
社，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在合作社的管理和帮助下，吕治刚现

在能养三四十箱蜂，年产400斤蜜，收入
也翻番了。
硬湾村养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村

里几乎家家都养蜂，但是养得都不太
多，收入也仅够维持生计。硬湾村位于甘
肃省陇南市徽县大河店乡，山大沟深、林

多地少，全村共117户 445人，2016年
之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31户130人。
“最近几年，在各级帮扶力量的帮助

下，村里的水、电、路、房等问题都解决
了，剩下的就是收入问题。”硬湾村党支部
书记高志根说，解决收入，只能靠产业。
作为硬湾村的帮扶单位，2016年徽县县委
组织部在硬湾村实地调研发现，硬湾村的
地理劣势反而是酿造“树巢蜜”的绝佳
优势。
“村内的龙头岭属青泥岭山系，气候

温润，远离村庄，没有污染；每到花开季
节，山里的七里香、五味子、金银花、柴
胡等许许多多药材花争相竞开，酿出的树
巢蜜有天然的野花芬芳和特有的药草气
息。”提起这个优势，高志根如数家珍。
据文献记载，硬湾村的“树巢”养蜂法起
于东汉时期，酿出的蜜口感好、产量少但
品质高，“普通蜂半个月取一次蜜，产量
好的一箱蜂能取上百斤蜜。我们这里养的
是中华土蜂，一箱蜂一年才取一次蜜，一

次只有10斤左右的蜜。”
在高志根看来，村里守着千年养蜂的

“传家宝”受穷，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户
散养产量不高、利润不大，二是散销出路
难寻。
2016年12月份，在徽县县委组织部

的帮扶下，硬湾村成立了龙崖老巢蜜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电商”的模式，发展青泥岭树巢
蜜产业。
徽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永成介绍

说，合作社成立之初，县委组织部帮助硬
湾村购置种蜂200箱，蜂箱800个，并为
村里注入资金20万元。其中，拿出3.1万
元，按照每户1000元的配股标准作为31
户扶贫对象的入股资金；剩下的16.9万元
由村党支部控股，将其中5万元股金所产
生的红利作为村集体积累，另外的11.9万
元股金所产生的红利平均分配给31户贫困
户。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后，合作社还吸引
全村67户群众入股共25.6万元。

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得研究怎么干
了。“蜂由合作社统一养殖，现在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2000多箱。”从成立合作社
到现在，高志根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为合
作社奔波，“今年7月份刚割完蜜，线上
销售到现在才两个多月，已经有11万多
元的销售额了，线下销售能有6万多元，
加起来将近有18万元了。”
合作社目前的发展状况让高志根很满

意。“现在来看，除了成本，到年底应该
能拿出来 10万元为贫困户分红。中秋
节、春节、明年端午节，都是销售旺季，
如果明年全部都卖完了，销售额估计能有
70万元，到时候分红也会更多。”
除了靠发展产业给村民们分红，合作

社在雇佣劳动力的时候也会优先选择村里
的贫困户。65岁的村民刘尚国最近几年
过得不太顺利，先是老伴儿在2013年查
出了宫颈癌，后来15岁的小孙子也生了
病。这个因病致贫的家庭，平时收入就靠
女儿和女婿打工，一年下来只有1.6万
元。合作社成立后，刘尚国被请来看门，
每个月能有1500元钱的工资。“我家在合
作社里还入了2000元的股，社里给配了
1000元；家里还养了30箱蜂，产了200
来斤蜜，都交给合作社统一销售了。”刘
尚国说，自己跟女儿女婿的务工收入加上
合作社分红，今年怎么也能有3万元的收
入，“村里的这种帮扶模式真好，让我看
到了希望。我们全家都要加油干，争取明
年跟大家一起脱贫。”

甘肃徽县硬湾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电商”持续发力——

养蜂古法“酿出”脱贫新路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李芙蓉

“政策好，干部好，日子才越过越好”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以党建促脱贫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地处福建北部山区的松
溪县山高路远、土地贫瘠，
曾是多年的贫困县、落后
县，山里的农民买包盐巴、
卖点笋干都要走上20里山
路。2006年松溪县农民人
均年收入4887元，全省倒
数第一，农村家庭年人均收
入3000元以下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占乡村人口总数
的22.76%。2009年，松溪
被列入全省首批“以县为单
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
连片开发”试点县之一；
2012年，被确定为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秋日，走进松溪县渭田

镇仙槎村，茶香和竹香扑鼻
而来。放眼望去，新开垦的
3000多亩茶园和竹山生机
勃勃，村民们劈草深耕、挖
土修路，劲头十足。“这是
村里几名在外打工的青年带
着攒下的资金回乡创业的成
果。他们不仅发展起了茶、
竹、笋产业，还带动村里和
周边的贫困户一起创业”。
县林业局局长林忠良说，这
片竹山和茶山涉及3个乡镇
6个村，县里集中规划并指
导农民连片开发，效果很
好。
2016年以来，松溪县

以贫困乡镇为单元，实施
“资源整合，社会参与，群
众发动”的连片开发扶贫模
式。县里抽调13个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设立多个
项目工作组，改以往“各炒一盘菜、共坐一桌席”
的拼盘式扶贫方式为“先定菜谱、按谱成席”的资
源整合模式，打破部门利益，在上级扶持政策不
变、单位资金项目管理权限不变、资金来源渠道不
变的原则下，把试点资金作为“酵母”，将各部门
分散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用于连片试点建设，形成
了“目标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定在
连片区”的资金整合捆绑机制。2016年以来，这
个县以 3.67亿元资金为基础，共整合投入了农
业、林业、水利、交通等各类支农资金和社会帮扶
资金26.1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过去为什
么年年扶贫不脱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撒胡椒
面’，缺乏整体谋划和集中力量。”松溪县委书记黄
美萍告诉记者，整体推进、连片开发的扶贫模式有
效缓解了以村为单位小、散、弱的问题，从根本上
为群众脱贫致富和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解决了生存问题，如何帮助贫困户从“生存
型”向“发展型”转变？立足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
标，松溪县近年扶贫开发不再是救济式扶贫的“伸
手要”，更注重通过开发式扶贫“自己创”。县里通
过土地流转和组建专业合作社，推行“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使农业生产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式
的小农经济逐渐向现代休闲农业转变。目前，全县
通过土地流转，开展集约规模经营耕地面积占全村
耕地总面积的35.5％，201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23.68亿元，创历年新高。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松溪县全面解决了年收入

1000元以下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消除了绝对贫
困人口。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6320元
提高到 2016 年的 10267 元，年均实现增长
13.1%。全县贫困人口从3978户1.43万人减少到
981 户 3133 人，累计脱贫 2997 户 11167 人。从
2014年到2016年，连续3年入选“福建省县域经
济发展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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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建成的大湾村扶贫移民安置点。 黄俊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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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精神与脱贫攻坚”论坛举行

安徽省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任职，增强

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扶贫

又扶志，改变了当地一些贫困户

的“等靠要”思想，带领全村贫困

群众积极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

依靠就业、产业“两业”并进和“山

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的

发展思路，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本报讯 “打赢脱贫攻坚战，老区是重中之
重”。在第四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老区精神与
脱贫攻坚”主题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
“弘扬老区精神、助推老区发展”研讨交流、建言献
策。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王健在论坛上发言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超过1000万
人顺利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降至
2016年底的4.5%，这其中很多脱贫群众来自革命
老区。
长期以来，因受历史和自然条件、区位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一些老区发展相对滞后。相关数据显示，
在全国832个贫困县中，有357个是革命老区县，占
比超过1/3；在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中，有近4万个
贫困村在革命老区，也占全国的1/3；在357个革命
老区县中，有2985万的贫困人口，还占全国贫困人
口的1/3。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
论坛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老区开发建设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和一系
列政策措施，总结、分享了革命老区群众弘扬老区精
神、脱贫攻坚的新成就、新经验。
王健表示，目前脱贫攻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

度和力度向纵深推进，老区精神是推动脱贫攻坚伟
大事业的动力源泉。他表示，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
将热心为老区建设鼓与呼，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不
懈奋斗。
“今后几年，剩下的大多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

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
巨。我们相信，有老区精神鼓舞激励，党带领贫困群
众一定能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以‘不破楼兰
终不还’的劲头，拔掉穷根子、过上富日子。”王健
说。 （张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