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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不了重活儿、种不
了地，曾因病致贫的山东
乐陵市寨头堡乡盖家村村
民石秀英脱贫的出路在哪
里？去年，她被聘为村里
的养老护理员。她的工作
就是“承包”本村的6个贫
困户，为他们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和服务，每月能
领到352元的工资。这在
当地被称为“以贫服贫”。

“以贫服贫”让石秀英这样
的贫困户有了长期稳定的
收入，而被服务对象——
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得
到了照顾。

“以贫服贫”是乐陵市
创 造 性 推 出 的“ 公 岗 扶
贫+”办法。

乐陵市是典型的农业
市。通过精准识别，全市
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有
69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6772 户 、12967 人 。 其
中 ，因 病 因 残 致 贫 的 占
85%。经过摸排，劳动年
龄内有劳动能力的近千
人 ，这 为 实 施“ 公 岗 扶
贫+”提供了人力基础。

“公岗扶贫+”，即“公
岗安置+技能培训+‘一拖七’养老互助+动态跟
踪”。乐陵市利用有限的就业扶持资金，开发非全日
制公益性岗位，选聘有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员，1人最多服务于7个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
家庭。服务内容主要有孤寡老人照料、家庭清洁、日
用品代购、信息沟通、诉求反馈、儿童看护和饮食照
料等。

“通俗来说，就是‘岗位托底，劳动脱贫’，聘请有
部分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为其他贫困户提供生活服
务，既能‘扶贫’，又能‘服贫’。”乐陵市委书记樊廷雷
说。截至目前，乐陵已有 211 名贫困人员实现公岗
脱贫，1100余名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得到服务。

不仅在扶贫领域，“以贫服贫”的探索已经延伸
至农村社会稳定、儿童安全等领域。乐陵分别设置
了养老护理员、公益护工和公益助教 3 类公益性岗
位。养老护理员在生活上照顾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
同时，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在社区卫生室安置公益护
工，那些生病的空巢老人得到有效照料；设立“四点
半学校”公益助教，保障了放学后无人看管的留守儿
童的安全。

“‘公岗扶贫+’解决了扶贫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贫困人员自身脱贫问题和农村公益性事业急需大量
劳动力问题。对贫困人员来说，变被动接受救助的
短期‘补血’为依靠劳动能力获得稳定收入的长期

‘造血’，进而形成脱贫长效机制；对社会来说，补充
了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急需的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
和谐稳定。”山东德州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副
教授杨明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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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秦岭南麓的陕西省汉中市略阳
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区之一。山大沟深、
立地条件差，如何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
成为当地最头痛的问题。

缺资金，缺技术，缺项目，缺信心。除
了这“四缺”，最缺的还是“引领贫困群众凝
聚信心的组织形式”。

今年春天，这种情况有了“破冰融雪”
式的根本性转变。一场以“三变”（农村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为引领的产业脱贫热潮在这里火热地进
行着。

组织领航——
吃下“定心丸”，踩准新步点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横现河街道办事
处横现河村贫困群众许久平来说，是个久
违的“幸福年”。

春节前几天，许久平加入的三盛中药
材种植合作社首次举办了分红大会，许久
平领到了6000元工资。4个月前，他以自
己的 10 亩山地入股加入了村里的中药材
种植合作社。

一边当着合作社的股东，一家三口还
在家门口的艾草种植基地上了班。

说起家里的变化，许久平说：“现在党
支部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土地入股有分红，
就近还能在合作社干活挣工资，脱贫应该
没问题。”

把祖祖辈辈吃饭养家的土地入了股，贫
困户凭的是对党组织的信任。合作社负责
人、村党支部委员杨佼介绍说，村里刚开始搞

“三变”改革，动员大家用土地入股时，好多群
众有顾虑。但是看到村里的党员干部都入了
股，村干部又领着头干，大家就放心了。

按照“党支部+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三盛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成立半年
时间已累计发放务工工资 31000 元，其中
贫困户个人务工收入最高达到5450元。

在横现河街道办探索的产业扶贫“三
变”模式中，党组织作用十分关键。横现河
街道办党委书记庞建军说，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作用，既能带着群众干，解决贫困户发
展短板，同时也能为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吃
上“定心丸”，增加他们的发展信心。

依靠这种方式，去年横现河街道办近

60%的贫困户通过“党组织+X+贫困户”的
模式走上增收脱贫之路。

市场领路——
瞅准“风向标”，不走冤枉路

初春的秦岭南麓，依然寒气袭人。本
是养殖乌鸡的淡季，但贫困户徐步元正忙
着盖标准化鸡舍，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大干
一场。

春节前，徐步元刚把从合作社领养的
150只鸡全部出了栏，卖了 1万多元，除去
成本纯收入达4000多元。

徐步元所说的乌鸡“领养”，是村里乌
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鹏举的

“新发明”。周鹏举说，合作社会员中贫困
户有26户，大多数缺乏专业养殖技术。过
去进行合作养殖，但送出去的鸡苗成活率
和出栏率都不高。想来想去，合作社就“掐
头去尾”把最难的事留下由合作社完成，将
鸡苗养到 60 日龄左右再免费发放给农户

养殖，5个月后再按照每斤高于市场价5元
的标准进行回收，同时扣除鸡苗成本。

“高价”回购的底气从哪里来？周鹏举
说，一方面是自己懂技术，养殖品质有保
障。另一方面是街道办党委牵头，让合作
社和县内的一家专营乌鸡的餐饮企业“搭
上了伙”，养殖的乌鸡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环
节，乌鸡不愁卖。

“‘三变’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关
键是选准产业。产业成败的关键则是能否把
握住千变万化的市场。”略阳县委书记杨瑞良
说，略阳乌鸡、食用菌、中药材等农业产业优
势明显，既不缺资源也不缺市场，需要的只
是两者对接，让资源顺利变现。

瞅准市场“风向标”的不仅有周鹏举。
食用菌种植是略阳农民的传统增收产业，
在县农业部门的支持下，略阳科铭农业公
司聚焦食用菌种植、产品研发和深加工、销
售，采取土地流转、入企务工、菌筒托管、分
散种植、入股分红 5种模式，带动全县 3镇
7个贫困村302个贫困家庭户均增收3000
元以上，让11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了从农
民向“股民”的转变。

企业领跑——
搭上“顺风车”，省心又省力

距离跑马村不远的石坝社区选择了另
一种农民变“股民”的方式。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是石坝社区
的包扶单位，也是省内知名的专业勘察设
计科研单位，过去给全国各地搞旅游资源
开发的经历，让他们的帮扶工作充满了“设
计感”。

发挥规划设计的优势，西勘院首创性
地在当地组建了西综勘农业开发公司，由

设计院及其下属企业共同注资30万元，加
上筹集社会资金 20 万元共 50 万元，在整
村规划的基础上，采取“公司+基地+贫困
户”模式，通过贫困户入股分红，带动农户
发展产业。

驻村队员李明是搞规划设计的专家，
也负责公司的前期运营。他天天泡在村
里，督促公司旗下的阳山生态观光农业园、
移民安置点楼顶光伏发电、千亩花椒园和
千亩油用牡丹园4个扶贫项目落地建设。

李明介绍说，4 个项目基本可以覆盖
村里所有的贫困户，并能辐射到部分非贫
困户。而其中楼顶光伏发电项目，既可以
充分利用资源，也能让住进新房的贫困户
有稳定收入。

这种企业化运营的模式并非石坝社区
首创。在黑河、接官亭等略阳的9个镇，由
国内500强企业中利集团公司和县上合作
实施的生态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正在紧锣密
鼓地实施。

所谓的“生态”光伏发电，就是利用充
沛的太阳能资源，上面发电、下面种植养
殖，搞“立体经济”。这个总投资 3.2 亿元
的项目，将在 9 个镇建设 25 个光伏发电
站、辐射95个贫困村，建设容量45.6兆瓦，
年平均发电4792万千瓦时。

仅此一个项目，除所在地农户流转土
地每亩每年可有 800 元收入外，还可给建
站村提供3至5个就业岗位，每年以售电收
入为建站村无劳动力贫困户分红3000元，
剩余部分为全县95个贫困村集体分红。

据统计，采取“组织领航、市场领路、企
业领跑”的办法，2017 年略阳县共整合产
业项目资金 1.6 亿元，累计扶持扶贫产业
示范园区10个、扶贫示范龙头企业10家、
专 业 合 作 社 502 个 ，吸 纳 贫 困 户 达
2152户。

陕西略阳县加快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进程——

“三变”改革引领产业脱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王 伟

广东移动精准扶贫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留畲村：

网络进山村 扶贫添“翅膀”
本报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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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伟摄

陕西略阳县接官亭镇亮马台村利用地处秦岭南坡、光照充足的特点，采用上面发电、下面种植养殖的模式发展生态光伏项目。项目

占地面积150亩，覆盖12个贫困村，建成后平均每年发电净收入可达150万元。 王 伟摄

清明节前，走进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龙
村镇留畲村农民茶叶合作社的茶园，绿油油
的茶树整齐排列，微风拂过，茶香宜人。60
岁的温立新头戴斗笠、腰挎竹篓正在茶树间
忙活，捏、提、放，随着她熟练的操作，一片片
鲜嫩的芽尖被轻轻收入茶兜中。

“年纪大了出去到外面找不到工作，家
里有事也脱不开身，多亏了广东移动对茶
园的扶植，我现在在这里一天能挣 80 元
钱。”温立新高兴地说。

留畲村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的定点扶贫村。2016年5月，广东移动扶
贫工作队进驻留畲村。

要想富，先修“路”。与修建公路不同，
广东移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累计出资近
240万元用于4G、光纤宽带等建设，为村民
开拓了“网路”。据广东移动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来纲介绍，目前，留畲村500多户家
庭中的绝大部分都覆盖了移动光纤宽带，
已开通宽带和IPTV的家庭超过170户。

基础设施建好了，如何实现稳定脱
贫？经过与留畲村“两委”反复研讨，广东
移动确定了产业扶贫的路子，并结合村内

实际情况制定了以茶叶产业为主、土鸡养
殖和红薯种植为辅的产业扶贫计划，通过

“造血”激发扶贫内生动力。
据了解，留畲村位于梅州南部的富硒

带上，种茶历史悠久。这里的茶园坚持绿
色种植，不打农药，品质优秀，通过了国家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和信息不畅，留畲茶的销路一直没
有打开。扶贫工作队进驻时，合作社茶叶
严重滞销。“当时差点就做不下去了，请人
采茶、除草的工钱都是赊账的。”茶叶合作
社负责人温论辉说。

经扶贫工作队搭桥牵线，留畲茶进驻
广东移动电商扶贫平台“岭南生活”，实现

了在线销售。在广东移动党委的支持下，
梅州、河源两地移动公司还开展了“买茶叶
送话费”等优惠活动，发挥自身渠道、客户
群优势，帮助留畲茶快速打开了销路。一
年来，经“岭南生活”平台售出的留畲茶多
达 6000 余斤，销售总金额约 150 万元，单
日销售订单最高达1423单，成功解决了茶
叶滞销难题。

留畲村以扶贫资金投资茶叶合作社，帮
助合作社扩大再生产，提升茶叶品质。按照
合同，留畲村投入扶贫资金约112.6万元，合
作社每年按投资额的8%向村里返还分红，
用于贫困户帮扶和新农村建设，5年后归还
本金。对于借助广东移动渠道销售的茶叶，
合作社还将拿出销售额的8%，注入留畲村

“思源”基金，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
广东移动还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在采

茶时节优先雇佣村里的贫困户,可为村民
们带来约40万元收入。

除了富硒茶，留畲村的土鸡和红薯也
非常受消费者欢迎。五华县村民全锦花告
诉记者：“扶贫队进驻我们村，推荐大家养
土鸡、种红薯，我马上响应号召，由于我家
红薯品相好，很快就销售一空，去年光卖红
薯我就赚了8000多元！”

如今，留畲村里的贫困户已从最初入
户识别的 63户减少到了 9户，信息基础设
施水平得到全面提高，精准扶贫成效逐步
显现，基本实现了“村里城里一个样”。来
纲说，广东移动扶贫工作队将进一步带领
村民扩大生产，巩固扶贫成果：一是扩展茶
园规模，帮助留畲茶提高品质、打响品牌；
二是推动农户自发成立合作社，进行红薯
加工，使红薯产业真正成为造血产业；三是
进一步对村民进行养殖技术培训，扩大土
鸡电商销售规模，使贫困户稳定脱贫。

“2018 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不久前举办。
上海援滇干部顾军带着20人的团队，将云南大理白
族自治州剑川县的各种特色农产品全都摆到了展览
馆展台，不但一举售罄，更与上海孙桥农业、盒马鲜
生等企业成功对接，开创了扶贫协作的新局面。

云南剑川县海拔2200米，是大理州海拔最高的
贫困县，也是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

顾军是上海援滇干部，现任剑川县副县长，援滇
之前是上海浦东新区书院镇副镇长。2017 年 9 月
21 日，他来到了距离上海 3000 公里之外的国家级
贫困县——剑川。

随着不断深入基层，顾军发现了一个个限制当
地发展的难题，“剑川红”土豆销售难便是其中之一。

“2018 年开始，我们就收到了剑川一个贫困村
白山母村的求助，因销售渠道单一，当地白族人的主
食和主要经济来源‘剑川红’土豆今年严重滞销，产
量 1000吨，只卖出 200吨，大部分村民家里一颗土
豆未卖。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 119 户贫困户，
几近无米下锅。”顾军告诉记者。

据了解，“剑川红”是富含花青素的高端土豆，只
产在当地海拔2800米的高山上，营养价值很高。为
了拓宽销售渠道，顾军做了个微店，还自己购买了一
批“剑川红”，送到上海农委、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
等工作人员手中，希望借助这次大联展打通剑川农
产品销往上海市场的通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农展会上，剑川红土豆、青花
鸡、紫胡萝卜等剑川高原特色农产品全部售罄；农展
会闭幕后，剑川云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上海孙
桥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接，准备开展“剑川
红”土豆专场销售活动；与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
中心成功对接大型仓储及冷库，为大批量剑川农副
产品进入上海市场做好准备；剑川电子商务平台

“JC2188”成功下单 2500 多笔；剑川青花鸡产品同
上海生鲜实体店盒马鲜生展开进一步对接磋商……

针对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大理小组的发现，大
家认为，大理虽有高品质的农副产品，但产品加工不
足，销售渠道打不开，滞销严重。“上海市场大、需求
大，全国示范效应强，要通过产业对接带动农户的发
展，才能真正做好精准扶贫，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
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大理小组组长文海涛表示。为
此，工作小组将整合各县的特色农产品，抱团在今年
7月举行的浦东农博会上再次亮相。

上海援滇开启新局面：

高原特色农产品卖进上海大市场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贫困户温立新（右）在合作社茶园采茶，每天有80元收入。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