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确山县位于黄淮平原南部，
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被纳入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全域旅游为支点

独特的区位优势让确山县拥有宝贵
的天然旅游资源禀赋。

“三山三丘三分田”的确山县，境内
既有雄浑的山脉，又有逶迤的丘陵，既
有清澈的湖泊，又有广袤的平原，生态
环境优美，各类植被茂密。2013 年，该
县被确定为全国首批休闲农业暨乡村旅
游示范县，国家 4A 级景区老乐山景区为
全国首批休闲农业暨乡村旅游示范点。

“当初，俺姐和俺都嫁到了邓庄村，娘
家庄上的人都说俺俩是‘傻妮子’，因为邓
庄村穷，过去四面山岭，出门连条路都没
有。”日前，记者在确山县老乐山风景区内
见到经营农家餐馆的村民田四娟时，说起
前些年的苦日子，她还不时抹眼泪。

近年来，确山县在发展旅游业的过
程中，把瓦岗镇邓庄村的几个村民组整
体搬迁安置到景区内，通过置换的方
式，免费为他们建起了每户 200 平方米
至 400 平方米的新家。如今，田四娟家
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她姐姐田长先家
经营着特色山货店，姐妹两家的门店紧
挨着，生意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如何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与脱贫攻坚有效结合，不让群众‘抱着
金碗没饭吃’，是近年来我们着力谋划的
一大课题。”确山县委书记路耕说。

近年来，确山县在“全域旅游”的
大格局下，着力推出“绿色游”“红色
游”“乡村生态游”等特色旅游，并在政
策支持、资金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持
续发力。从 2016 年开始，全国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六届、第七届“三
山同登”活动连续在老乐山景区举行，
数万人参与；县旅游局连续 3 年举办板
栗节暨美食大赛，吸引了大量游客，加
快推进了乡村旅游业和农村群众依托旅
游脱贫致富的步伐。

确山县持续推进 3A 级以上景区、省
级以上旅游度假区、特色景观农业、景
观林业等旅游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景区
依托型的乡村旅游业态，打造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的支点、看点。

为让乡村旅游带富群众，确山县把
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作为县里对景区和旅
游合作社提供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扩
大贫困人口在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和
旅游合作社中直接从业和间接从业人
数 。 老 乐 山 景 区 企 业 员 工 500 多 名 ，

85%以上都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无论
是员工队伍还是景区工程，公司都优先
安排农村贫困户。景区所属的景化绿化
公司、永丰农业公司、乐秀农业生产专
业合作社、环卫队等，95%以上的用工
都是贫困群众。

按照乡村旅游资源的不同类型和分
布情况，确山县充分利用农村田园风
光、自然生态、特色农业、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军旅文化和地形地貌特点，
深入开发农村古村古镇旅游资源，按规
划引导乡村旅游发展出传统农家乐、休
闲农庄、采摘农业、军旅体验、民俗风
情、特色美食、乡村酒店、古村古镇等
不同模式。

依托丰富的特色农副产品，采用公
司带农户的模式，确山县大力开发旅游
食品和旅游手工艺品等特色旅游商品，
培育旅游商品企业和品牌，促进农副产
品提质增效。对确山板栗、确山黑猪、瓦
岗红薯、留庄富硒大米、中药材、山野菜、
食用菌、松针鱼等特色旅游商品进行精
心加工和包装，提升确山罐酒、确山山
珍、确山杂粮的质量标准，形成相对统一
的品牌形象对外进行宣传推广和销售。
充分发挥“来村网”等涉农涉旅企业的作
用，做到网店与实体店销售齐头并进，有
效提高了贫困户的经济收入。

目前，确山县已建成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景区景点 20 个、农业观光采摘
园 40 多个，有农家乐 200 多家，5000
多名农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全县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达 150
万人次，年综合收入 2.93 亿元。该县西
部山区农民人均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中获得收入 1500元，受益面达 31%。

普惠金融为支柱

脱贫攻坚，需要“输血”，更需要
“造血”。如何对愿意踏实劳动、找到致
富 门 路 的 贫 困 群 众 “ 扶 一 把 、 送 一
程”，给予他们早期创业就业的有效扶
持？确山县经过积极探索，寻求到了以
普惠金融为支柱，为贫困群众提供脱贫
攻坚“甘霖雨露”的好举措。

“多亏了县里的普惠金融好政策，
让我获得贷款扩大了羊场规模，让俺家
脱了贫。”在竹沟镇四棵树村，村民宋
四喜告诉记者。

为了把普惠金融这一惠及群众的实
事做实，确山县提出“信贷+信用+服
务”模式，确立“普惠金融服务站建
设、信用评级、普惠信贷”实践路径，
推动信贷支持、信用建设、金融服务三

方深度融合、相互促进。
确山县建立了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

乡镇普惠金融服务分中心、村级服务部、
村普惠金融服务站等三级四层普惠金融服
务机构。建站地点包括村支部、超市、农
资服务部、卫生所四大类。将村级金融扶
贫服务部功能融入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
指定一名村委成员专门负责信贷融资服务
和服务站监督工作，实现普惠金融市场主
导与行政推动相结合。在原有功能基础
上，拓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电商服务、
农村保险、农户信用服务以及信贷需求登
记等功能。各服务网点针对实际情况，为
中小微企业、农户、贫困户量身打造普惠
信贷产品，推出了金燕普惠贷、普惠农户
贷、普惠小微贷、普惠贷等信贷产品，额
度 1万元到 100万元不等。

确山县大力推动主办银行与第三方在
村超市、饭店、农资部等布放 POS 机、二维
码，实现购物消费刷卡扫码支付无障碍；推
广安装应用“普惠通”APP，提升“普惠金
融一网通”微信公众号关注量。确山农商
行创新推出“天中钱袋子”APP，提供业务
宣传、供需信息对接等涵盖金融、生活、投
资创业各领域的便捷服务。

目前，确山县 202个行政村中，29个
设立了金融机构网点，其余 173 个全部设
立普惠金融服务站。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
站 行 政 村 全 覆 盖 ， 信 用 信 息 采 集 率 达
100%。普惠综合授信稳步推进，授信金
额 1950 万元，已用信用金额 975 万元。
2017 年以来，确山县村级服务站累计办
理业务 34.96 万笔、金额 17531.8 万元，
日均办理业务 1295 笔、金额 64.9 万元，
涵盖支付结算、信贷、人民币、保险、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 5 大类 18 种基础金融服
务。完成金融扶贫贷款 2.13 亿元，惠及
贫困户 4478户。

产业发展为支撑

确山县在制定脱贫攻坚产业发展规划
时，把特色产业作为重要内容，因地制
宜、强化引导，力求村村有特色产业、户
户有增收项目，以产业发展夯实脱贫攻坚
基础。截至目前，已重点在瓦岗镇、普会
寺镇等 7 个镇、街道，打造“公司+基
地+贫困户”“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等
6种产业扶贫模式。

确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彭广峰说：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我们始终把为群众
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条件，做细做实产业
扶贫，让贫困群众有持续稳定的经济收入
作为打基础、谋长远的事情，去落实好、
实施好。”

鼓励企业到贫困村办厂经营或设立
“扶贫车间”，吸引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务工。双河镇与友邦鞋塑有限公司合
作，在韩楼村、马坡村、唐庄村、大戴
庄村等 13 个村利用集体闲置土地投资建
设厂房、选派精干人员参与生产管理。
友邦鞋业投入生产机器并负责技术培
训、生产指导、产品验收，企业拿出产
品利润的 20%作为管理经费返还给村集
体，用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
贫困户就业 300 余人，人均月工资在
2400 元至 3000 元之间，让贫困户实现
了就地脱贫。2015 年，确山县投资 5.6
亿元打造了占地 600 亩的提琴产业园，
产业园内不仅有厂房、宿舍、办公等配
套用房，还建设了提琴主题公园、演艺
厅、乐器展示大厅等文化设施。如今，
提琴产业园已集聚返乡企业 9 家，年产
各类提琴 5 万把，提供就业岗位 600 多
个，带动 30余户贫困户增收。

加快培育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引导
农民兴办多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发展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做强做大食用
菌、中药材、优质林果、蔬菜、烟叶等
特色种植业，大力发展黑猪、生态羊等
特色畜牧业，让贫困群众获得更多的生
产性收益。留庄镇赵楼村奇润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展富硒水稻，种植富硒大米
1000 余亩，吸纳贫困户 81 户，合作社
以每斤高于市场价 0.5元的价格直接收购
富硒水稻，贫困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可
增加 800 元，有效带动了群众脱贫致
富。瓦岗镇天源中药材公司在发展壮大
的同时积极投身扶贫事业，免费为贫困
户提供夏枯草种子和化肥，免费进行种
植技术培训，并对贫困户实行保护价收
购，确保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发展电商流通产业脱贫一批。依托
“来村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合作
社+电商”的形式，实施电商扶贫工程，建
设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及配送综合服
务网络，开展农产品网上销售、农资代售
等服务，实现贫困群众与买家无缝对接，
增强了贫困群众的市场意识，带动了贫困
户脱贫致富。“来村网”与瓦岗镇政府合作
开展红薯电商销售，带动瓦岗镇邢店村、
黑风寺村、泽沟村 700 多户农民致富，其
中 53户为贫困户。

对于困难群众尤其是特困群众，确
山县由财政出资 2 亿元，设立脱贫攻坚 8
大专项资金，开展关怀救助、安居工
程、卫生安康、教育惠民、牵手就业、
金桥富民“六大行动”，强化贫困户生
活、住房、就医、就学、就业、产业

“六个保障”，织密了脱贫攻坚保障网。

河南确山县找准旅游支点，搭建金融支柱，做强产业支撑——

创新扶贫模式 振兴老区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张新义

近年来，为了摆脱“老区即

是穷区”的窘境，河南省确山县

委、县政府带领 51 万全县人民，

不断发展“全域旅游”，普惠金

融，打造“公司+基地+贫困户”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等产业

扶贫模式，描绘出一幅老区脱贫

攻坚的崭新图景。据统计，确山

县 贫 困 人 口 已 由 2016 年 的

11747 户、30047 人，减少至目前

的 6930 户、15533 人，贫困发生

率减至4%

“三山三丘三分田”的河南省确山县，既有清澈的湖泊，又有广袤的平原，生态环境优美，各类植被茂密，旅游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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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投资 5.6 亿元打造了占地 600 亩的小提

琴产业园。如今，小提琴产业园已集聚返乡企业 9

家，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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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确山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进程中，传承红色基因、心系困难群众，用

活绿色资源、做大做强产业，着眼精准施

策、着力破解难题，注重顶层设计、形成长

效机制，初步探索出一条既平稳较快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又卓有成效摆脱贫困落后

面貌的新路子，为如期建成小康社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确山县的脱贫攻坚，彰显着责任与担

当。采访过程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党员干部着实把脱贫攻坚

的责任记在了心上，扛在了肩上，落实在了

行动上。为了对贫困户精准识别，各级干

部驻村入户建档立卡；为了宣传政策，党员

干部走进农户家中、田间地头；为了帮助困

难群众，县委常委结对帮扶乡镇，每个干部

结对帮扶到户到人。

确山县的脱贫攻坚，贯穿着实情和实

效。青山绿水红土地，让确山县有着良好

的旅游资源禀赋。确山县委、县政府以乡

村休闲游带动全域旅游，大力整合、布局、

提升、优化旅游资源，既保护好青山绿水，

又让贫困群众从中受益，过上了美好生

活。回归工程提琴产业园，让曾经“北漂”

的确山籍创业者在自家门前大显身手，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引领壮大中药材基地，

让能人带动的“雁阵效应”凸显，惠及越来

越多贫困群众；确山黑猪产业、瓦岗红薯产

业、留庄大米产业……都是确山县因地制

宜、产业带富的生动实践。这些覆盖全县

的特色产业，贴实际，合实情，出实招，有实

效，基地建在了群众家门口，更建在了群众

的心坎儿上。

确山的脱贫攻坚，体现着稳步和稳

妥。实施脱贫攻坚，越往后会遇到更加难

啃的“硬骨头”，就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

力。确山县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是着重在打基础、

谋长远、建机制上下功夫。党建“四级联

动”机制、文化“双扶”机制、军地“双助双

促”机制、普惠金融模式、孝善文化促脱贫

模式……还有严格的督查问责机制、不间

断的观摩评比机制，让全县的脱贫攻坚在

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序推进、有效实施

的状态中稳步推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得益于脱贫攻坚，千万个曾经贫苦无助的

老区群众舒展了愁眉，露出了笑脸，心中

点燃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他们，正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一步步实现着小

康生活的美好愿景，合力描绘着五彩斑斓

的崭新图景。

描“红”绘“绿”织锦绣

隆冬时节，记者行
走在确山县西部山区，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
地”“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夏枯草收购”的店
面时时映入眼帘，药农
们有的在剪穗儿，有的
在清杂，有的在打包装
车，一派繁忙景象。作
为全国知名的中药材基
地，确山县有着“豫南药
乡”的美誉，夏枯草、半
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
药材常年种植面积达
10 万余亩，已经成为当
地 著 名 的 特 色 农 业
产业。

确山县地处伏牛山
脉、桐柏山脉向东延伸
的过渡地带。县内山、
丘、平、岭岗、沟谷交错，
河流纵横，年平均日照
2082 小 时 ，日 照 率 达
47%。充足的日照，明
显的立体气候，丰富的
光、热、水资源，为优质
中药材生长提供了优越
的气候条件，种植出的
中药材质量好、品位高，
尤其夏枯草、半枝莲、白
花蛇舌草等中药材品质
更是出众。

近年来，确山县委、
县政府因地制宜，因势
利导，把“中药材+脱贫
攻坚”作为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重要产业，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开放和科技为动力，把扩大
中药材种植规模、提升中药材品位、助力群众脱贫致
富紧密结合起来。县里在贫困户种植中药材的过程
中，从种子供应、农资补贴、技术培训、销售优惠，到
提供涉“药”岗位，都精准施策，帮扶到人，并推出一
系列优惠政策，奖励药农规模化种植，极大地提高了
群众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中药材产业不断做大做
强。

瓦岗镇连片种植的夏枯草，现已成为当地面积
最大、市场成熟度最高、群众产业技术基础最雄厚的
中药材主导产业，拥有种植大户达1550户。中药材
的大量种植，为瓦岗农民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
时也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民种植规模快速扩大。

瓦岗镇天源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根福
是当地中药材种植大户。他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
订单扶贫档案，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种子、化肥及技术
服务，鼓励贫困户发展夏枯草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2017 年起，公司党支部向瓦岗镇所有贫困户承诺，
凡是贫困户所种夏枯草，一律按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2 元的价格收购。由此惠及贫困户 156 户，直接为
贫困户增收近 35 万元。“在公司种植基地打工还可
以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贫困户刘爱香说：“公司给我
们提供免费午饭，按工作量计酬，一天能挣 50 到
100 元。我家就住在公司附近，在公司剪夏枯草穗
儿也不累，还不耽误照顾小孙子，多好的事儿呀。”

如今，确山夏枯草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认证，声名远播，每年来自安徽亳州、河北安
国、四川成都、湖南、广西等地的药商络绎不绝，而且
还远销日本、港澳、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有的药行
老板提前订货形成订单产业，解除了药农的后顾之
忧。据统计，确山县夏枯草订单种植面积已达 3.5
万亩，辐射带动群众发展各类中药材5.6万亩，年产
值达1.4亿元，富民效益十分显著。

“要想脱贫早、就种夏枯草”“种药能致富、政府
来帮助”。昔日沟边岭洼自生自灭的确山中药材，今
天已经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王伟采写，本
版照片由段阳东、赵大军摄）

确山县已建成乡村旅游景区20个、农业采摘园

40 多个，5000 多名农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有效推

动了群众增收。图为确山县老乐山国家4A级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