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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仙醉，原种引
进的品种，又软又甜，采取
蜜蜂授粉，用的都是农家
肥，你们只管放心吃。”安
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幼
苗培育合作社负责人王业
华指着田垄上一串串鲜红
的草莓，向前来采摘的顾
客打起广告。“从春节到现
在，每天都有很多客人。
一斤草莓卖25元，平均每
天能赚六七千元。”王业华
说，附近的武岗镇中心村
还与合作社结成扶贫帮扶
对子，利用48万元扶贫资
金建起 20 亩基地种植草
莓，去年村里的贫困户全
都享受到了分红。

话音未落，贫困户夏
继英挑开门帘跑了进来，

“可找到你了，今年甜瓜苗
是新品种，修剪多少才合
适，心里没底”。王业华朝
着后方的育苗大棚快步走
去，“这品种用香瓜苗的头
和南瓜的根嫁接而成，剪
上一厘米就差不多了，这
个苗定植成熟后每亩能赚
四五千元。”王业华说。

温暖的大棚里，掀开苗床上的薄膜，整齐地“躺”
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甜瓜苗、西瓜苗，好一派盎然春
意！工人们穿梭其间，有的育苗疏枝、有的施肥浇
水。“这些可都是我们的‘致富苗’，所有工序一点都
不能含糊，再过两天就能移植到营养钵了。”56岁的
夏继英是二郎镇太平村的贫困户，前几年丈夫心脏
病动了大手术，儿子媳妇又都患有肝病干不了重活
儿，一大家子人全靠她一人种地养活，经济压力让她
整天愁眉苦脸。到了合作社，夏继英一门心思学技
术，渐渐成了嫁接能手。“来这里上班，平时有工资，
年底有分红，一年能挣上1万多元，心里踏实多了。”
夏继英高兴地说。

受益的不只是夏继英一人，53岁的武岗镇中心
村贫困户武建枝前些年因车祸致残，家里一度生活
困难。为了让他重拾信心，王业华主动上门鼓励他，

“行，就跟着合作社干啦！”武建枝下定了决心。可
是，问题来了，没钱怎么办？王业华用三轮车拉上
1000株甜瓜苗送上门来；没技术怎么办？王业华和
生产队长时常上门培训指导。记者见到武建枝时，
他正趁着下雨的间歇给田地撒生态肥。武建枝说，
去年单靠免费提供的瓜苗，一季就挣了将近 2000
元。“瓜苗送上门、技术送上门，合作社还兜底收购帮
助销售，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啦！”武建枝告诉记者，

“人勤地不懒，得赶紧提前整理好地，等春分一过就
要移栽瓜苗了，今年争取再多挣些钱，这日子肯定一
天比一天好！”

“这里是皖东地区最大的瓜果苗培育基地，与很
多农科院都建立了长期联系，瓜果苗的产量和质量
都因此提升不少。这两年农户种植西瓜和甜瓜每亩
纯收入都在 4000 元以上。今年计划育苗 500万株
以上，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一方面对贫困户继续免
费供苗，兜底保障销售，一个不落地带领他们早日脱
贫。”王业华说，最近他们还在筹划改造现有的30座
大棚和优化合作社环境，以便发展集工厂化育苗、无
公害瓜果、有机蔬菜种植、农业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
现代化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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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为扎实开展产业扶贫
技术服务工作，陕西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产业脱
贫技术服务24小时指挥体系，主要负责协调调度贫
困户技术服务工作，全天 24 小时运转，公开接收村
级和贫困户个人技术需求，指令农民教育培训机构
尽快完成指导任务。

据介绍，该指挥体系实行层级管理制度，省、市、
县分级成立产业脱贫技术服务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由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建，挂牌运行。指挥中
心设置指挥 1 名至 2 名、调度 3 名至 6 名，具体负责
接收指令、跟踪问效和信息收集工作。该指挥体系
的建立，将实现技术培训向技术服务转变、课堂培训
向实训转变、专家指导向综合服务转变，确保针对需
要产业扶持的贫困户技术服务全覆盖。

“感谢政府帮俺们找到符合实际的扶
贫路子，让俺坐在家里就能拿到分红。”
今年1月份，河北省武邑县审坡镇董屯村
贫困户贾二妮先后拿到 4000 元收入，审
坡镇 14 个村的 276 户贫困户也和她一
样，先后收到了 3000 元光伏发电收益和
1000元入股蔬菜扶贫产业园的分红。

“如果将扶贫资金发放到户，一家一
户很难办成事儿。”审坡镇党委书记丁世
建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县里支持
下，实施了光伏发电站扶贫项目，并依托
合作社建起了占地220亩的蔬菜脱贫产业
园，将贫困户的扶贫资金打捆使用，使有
限的资金产生了‘聚合’效应。”

近年来，武邑县大胆转换扶贫思路，
改“输血”为“造血”，寓“扶志扶智”
于产业扶贫之中，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
目、人人有脱贫门路，最大程度激励贫困
群众“卖力气”“强底气”“长志气”，走
出了一条具有武邑特色的扶贫“三变”改
革实践之路。2017 年上半年，武邑县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达 12.4%，居全省第二
位、全市第一位。

扶“志”：

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今 年 1 月 15 日 ， 在 审 坡 镇 贾 寺 院
村，村民王俊奎数着卖菜所得的一沓钞
票，高兴地对记者说：“多亏镇村干部带
着我建起了大棚，这才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

贾寺院村以前是武邑县有名的贫困

村，全村90多户，有56个贫困户，大部
分贫困群众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为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信心，镇村干部动员贫困户
发展蔬菜大棚，引导农户走上产业脱贫
之路。

王俊奎是最早加入合作社种菜的贫困
户，从最初的 1 个棚发展到现在的 6 个
棚，他越干越起劲儿。“几个棚都是俺自
己管理，西红柿、豆角、黄瓜轮着种，每
棚每年少说也能收入几万元，一年到头俺
没得歇也高兴啊！”

在镇村干部的帮扶下，许多像王俊奎
一样的贫困户建起了大棚。如今，村里已
经发展起蔬菜大棚 155 个，占地 400 亩，
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000 余元，贫困户
也从原来的 56 户减少到 6 户。“政策再
好，还要靠自己努力。往年俺家种这几亩
大田，忙活一年赚不下几个钱。现在一年
就能赚 6 万多元，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了。‘人勤地不懒，汗水能生金’，这话俺
信啦。”王俊奎的话道出了许多贫困户的
心声。

贾寺院村在村党支部书记贾三虎的
带领下成立了兴彪农业合作社，去年在
审坡镇上建起了脱贫产业园。贾三虎
说：“我们比以前更有信心拔穷根、摘穷
帽，一定努力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作
示范、带好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贫困的症结在于群众缺乏信心和斗
志。”武邑县扶贫办主任张世华说，有些
贫困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要让
他们彻底告别贫困，首先得激发他们的信

心和志气，“让贫困群众心热起来、身动
起来，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

扶“智”：

变“不会干”为“我会干”

“自从学会了开网店，俺和姐姐就在
网上卖村里生产的老榆木家具，不仅还清
了外债，还翻盖了房子，买了汽车。”韩
庄镇王吕池村的王高迪对记者说。

王高迪的母亲很早便因病去世，为给
母亲看病，家里背负了 10 多万元的债
务。如何偿还这些债务，一直是他和姐姐
的心病。王高迪听说县里在发展农村电
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了电
商培训。

掌握了电商知识，姐弟俩就开始了网
上“淘金”之路。经过两年的打拼，他们
的年销售额达到了 70 多万元，年收入超
过 8 万元。现在，姐弟俩过上了好日子，
还主动帮助同村较贫困的乡亲们一起
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贫困户能不
能脱贫，能力是关键。本着“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思路，武邑县在
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上下功夫，下大
力气提升贫困群众的综合素质。

为了让每个贫困户至少掌握一门脱贫
技术，武邑县统筹人社、农牧、职教等各类
教育培训资源，先后开展了棚菜、果树、电
商、雕刻等实用技能培训500多场，累计参
与的贫困群众达到3万多人次。

同时，武邑县还引导当地部分劳动密
集型企业在贫困村建立“就业扶贫车
间”，通过“企业+扶贫车间+贫困户”的
形式，带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目前，武邑县已在 62 个贫困村
建立“扶贫车间”近百个，直接安置和带
动 全 县 贫 困 群 众 4000 余 人 实 现 就 业
增收。

“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
会，我们得认真学，掌握过硬本领。”龙店
乡箱包微工厂车间大国村村民李国珍告
诉记者，“每月工资 2000 元，一年就能挣
2 万多元，还不用离开家，多好！”箱包微
工厂负责人张云霞说，镇上协调资金帮她
建厂，通过开展缝纫技术培训，如今已有
100 多名留守妇女靠自己的双手实现了
脱贫致富。

求“实”：

变“送钱物”为“送项目”

“ 从 年 初 到 现 在 已 经 发 电 3976 度
了!”在审坡镇前苏国村，贫困户王中顺
指着自家的太阳能发电站电表告诉记者。

王中顺身体不好，家里还有孩子上
学。以前只靠种地赚不了多少钱，日子过
得挺吃紧。2016 年 6 月份，驻村工作队
在村里实施光伏扶贫项目，为他家安装了
一个小型发电站。王中顺兴奋地说：“打
那以后，俺‘晒着太阳’就能脱贫啦！”

“建光伏发电站，投资少、见效快。
既安全稳妥，又能切实保障贫困户的收
入。”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庆玉说，2016年
6月份并网发电之后，春节前老百姓就拿
到了第一笔收益。2017 年，贫困户平均
收入3000多元。

武邑县扶贫办主任张世华说，2016年
以来，武邑县先后投资 8.84亿元对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实施了光伏产业扶
贫，让所有贫困户都实现了借光生“金”，年
均增收3000元，212个贫困村年集体收入
均超过 2 万元，“这项收益能持续保障 20
年”。

在武邑县武罗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温室大棚内，水灵灵的黄瓜顶花带刺，
红彤彤的西红柿缀满枝头。正在大棚里忙
活的前张桥村贫困户粘石庄说：“今年俺
家的收入能翻一番。这得感谢党的好政
策，给俺指了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粘
石庄告诉记者，拿到 6000 元扶贫资金
后，他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拿扶贫资金
入了股。年底除了分红 1000 元，他和老
伴在棚里打工每天能拿140元。此外，每
年还有120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

“目前，我们流转了周边 7 个贫困村
的 1 万多亩地。”合作社董事长武树茂
说，已带动814户贫困群众成为“流转土
地挣租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挣
红金”的“三金”农民。

“只有产业起来了，贫困户才能有长效
的收入保障，防止脱贫后又返贫。”张世华
说，为帮助困难群众增强“造血”功能，武邑
县还先后培育了京东“跑步鸡”、古早清凉
生态旅游等覆盖县、乡（镇）、村、户四级的
产业平台，带动 3836 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让贫困户在脱贫路上吃了“定心丸”。

喜 见 武 邑 出“ 三 变 ”
——河北省武邑县扶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王贵锁 李雅洁

陕西：

产业脱贫技术服务24小时不间断

河北隆化晨新蔬果合作社负责人白颖：

让贫困户靠奋斗告别贫困
本报记者 张 雪

武邑县中

焦洼村村民在

武罗专业合作

社采摘甜瓜。

李雅洁摄

图为武邑县武邑镇闫武庄村村民武建华正在给饲养的孔雀喂食。 李雅洁摄

“最近，我们正在流转土地，打算今
年再建 50 多个暖棚，让更多的贫困户参
与产业脱贫。”一开春，河北隆化晨新蔬
果合作社负责人白颖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
碌。

说起白颖，周边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
知道她。在他们心中，白颖是个能带领大
家致富的能人。

能人白颖不简单，她毕业于北京工商

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北京发展了几年
后，2009 年回到家乡——河北隆化县偏
坡营乡靠山营村开始自主创业。“看到家
乡发展越来越好，自己返乡创业的念头也
越来越强。”2013年 5月份，她创办了隆
化晨新蔬果合作社。

白颖说，得益于国家对“三农”的扶
持政策，她的合作社发展不错。目前，合
作社建设了高标准日光温室 40 个、冷棚
30 个，主要以种植豆角、西红柿等有机
产品为主，年产蔬菜800多吨，产值480
余万元，产品90%发往北京的超市。

“我们主打有机，产品不愁销路。合
作社发展好了，我们要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带领乡亲们早日脱
贫。”白颖说，合作社 102 名社员中，贫
困户占了近一半。

如何让这部分人脱贫？合作社不断发
展壮大自然是基础。不过，白颖说，对于
贫困人口，还要帮助他们思想脱贫。“我
经常和来合作社打工的村民唠家常，鼓励
他们通过奋斗来脱贫，不能等、靠、要，
要用自己的双手主动创造美好生活。”

“我相信白颖，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我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说这话的是偏
坡营乡颇赖村年过五旬的村民张秀茹。

丈夫患有重病，公公常年吃药，欠下
10 多万元外债，这曾让这位普通的农村

妇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后来，白颖看
到我的情况，就让我到合作社打工，还时
常鼓励我。”张秀茹说，她现在每天挣80
元，年底还有保底分红，“去年在合作社
就挣了1万多元”。

白颖说，对张秀茹这样的贫困户，必
须多鼓励，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帮助
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稳步走上脱贫
路。对于贫困户，白颖尽可能地多拉一
把。利用县里的“政银企户保”政策，白
颖的合作社借贷450万元，已经吸纳贫困
户 45 户，每户年底都能分到 3600 元红
利。同时，在雇工、土地流转以及原料采
购等方面，合作社也都优先考虑贫困户，
让贫困户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年均
增收都在 5000 元左右。此外，结合承德
市开展的“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开展
党员结对帮扶，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技
术指导。

勤劳致富，光荣脱贫。如今，越来越
多的贫困户加入到白颖的合作社里。“今
年，我有了一个新愿望，就是计划再流转
50 多个温室大棚，零租金让贫困户自己
种，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让
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脱贫致富。”

3月 18日，四川三台县塔山镇宝林村农民正在

采摘新品“寒胜”西兰花准备上市销售。去年 10 月

份以来，建设银行绵阳市分行定点帮扶宝林村种植

西兰花并帮助村民销售西兰花 4.8 万斤，每亩增收

1200元，带动5户13人脱贫。 杜炳勋摄

扶贫西兰花丰收

近年来，武邑县紧盯

脱贫攻坚“一号工程”，大

胆转换扶贫思路，改“输

血”为“造血”，寓“扶志扶

智”于产业扶贫之中，努力

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

人有脱贫门路，最大程度

激励贫困群众“卖力气”

“强底气”“长志气”，走出

了一条具有武邑特色的扶

贫“三变”改革实践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