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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走进山东青
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南
辛庄村草莓公社的大
棚，一株株草莓翠艳欲
滴，红红的果实鲜艳夺
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体验大棚采摘的乐
趣。这让南辛庄村的草
莓种植户们乐坏了。

同样高兴的还有南
辛庄村村民徐从杰，去年
徐从杰获得草莓公社分
红3000多元，随着游客
数量增加，分红收入一定
会更多。苦了半辈子的
徐从杰怎么也没想到,有
朝一日也能有自己的一
份“产业”。

49 岁 的 徐 从 杰 患
有精神二级残疾，之前
只能靠国家补助来维持基本生活，生活拮据，“半辈
子都在为药费发愁，家里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成为
危房”。徐从杰告诉记者，“现在好了，医疗费基本不
用自己负担，每年也有了收入，日子越过越好了”。
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房里，徐从杰高兴不已。今年年
初，村集体为徐从杰等贫困户改造了危房，并添置了
崭新的家具。

为什么徐从杰的日子越过越好？这要从南辛庄
村半数村民都在种植的草莓说起。

南辛庄村之前是省定贫困村，从 1999 年开始，
南辛庄村就陆续有村民开始种植草莓，但由于基础
设施薄弱、销售不畅、生产零散等因素的制约，导致
近年来草莓增产不增收，种植户收入一直上不去，亩
产收入仅5000元左右。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土地流转，南辛
庄村将以前零散分布的草莓大棚集中做成了草莓产
业园，投资700多万元，建成现代化无柱钢管草莓大
棚108个。村里为贫困户制定了优惠政策，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可自己经营，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承包
1个草莓大棚后转租，为农户提供了 70多个就业岗
位和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我原来的1.5亩土
地，被村里优先流转出去，每年可收入土地流转费
1500元。”徐从杰告诉记者：“我还从村里以优惠价租
了1个草莓大棚，转租给了我们村里的张诗清，每年
可收入7000元左右。另外，政府还为我申请了5万
元‘富民农户贷’的扶贫小额贷款，免抵押、免担保，政
府每年贴息2400多元，我把贷款投入到了村里的草
莓产业园，今年就分红 3000多元，以后每年随着产
业园收入增加，分红还会增多。”

为彻底解决像徐从杰这样的农村贫困人口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青岛西海岸新区还实施了扶
贫医疗救助，设立 2000 万元农村贫困人口扶贫医
疗救助基金，贫困户住院门诊大病最终自费不超过
1%，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全额补
贴。有了医疗救助，老徐的医药费也不愁了，“现在
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村里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徐从杰高兴地说，现在前来旅游采摘的人越来
越多，南辛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特色村。

“要让贫困户摘掉穷帽，尤其是让没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实现自我‘造血’，这是扶贫工作中最大的
难题。”大场镇副镇长赵希旭说，通过“特色产业+贫
困户”模式，大场镇走出了一条带动贫困村、贫困户
精准脱贫的新路子。目前，大场镇 441 名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其中没有劳动能力的 313 人也都像徐从
杰一样有了自己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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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北围场县大唤起乡博兴畜禽养
殖专业合作社，贫困户陈继伟正在给小鹿添
加饲料。他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离塞罕坝
景区很近，只有3公里，来这里的游客特别
多。借助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合作社
承包了400多亩山林，建立放养基地，引进
狍子、鹿、黄羊、野兔放养。目前，已经销售
鹿茸100余公斤，鹿、狍90多只，实现纯收
入100余万元，有10多户贫困户因此实现
了稳定脱贫。”

靠山吃山，靠林脱贫。围场县依托
784.2万亩林地资源，深入实施生态扶贫系
列工程，创新推广“一林生四金”生态脱贫
模式，释放生态红利，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好靠山。

林上种植，带动脱贫一批

“县植保站帮忙嫁接的这30多棵寒地
富士苹果树，一棵树就能带来 400 多元的
收入。整个园子毛收入能达到8万元。”四
道沟乡四道沟村村民王忠志告诉记者。

王忠志是四道沟村的贫困户。他的果
园是围场县林业局指定的果树新品种新技
术引进试验示范基地，主要嫁接寒地富士、
鸡心果、甜香果等新品种，收益是普通水果
的一倍。

在围场县，像王忠志这样想脱贫却没
思路，有干劲却没有技术的贫困户有很
多。针对这一情况，围场县政府主导、林业
局牵头，大力推进涉林果行业协会建设，实
施“技术骨干包农户，种植大户带农户”工
程，引导贫困群众种植经济林，向经济林要
收入。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围场县
鼓励龙头企业和产业大户实施规模化经
营，引导贫困户以土地入股或参与劳务，促

进贫困户增收。
按照“两环、四区、七大基地”的规划

布局，围场县大力发展以干鲜果品、木本
油料、园林绿化苗木、木本花卉、中药材等
为主的经济林产业。目前，该县经济林总
面积达190多万亩，农民人均拥有3.5亩经
济林，打造了金红苹果、“围选 1 号”杏扁、
绿化苗木等林果产业专业乡 2 个、专业村
26个，建成果品休闲观光采摘园 18个，年
产干鲜果品 31.3 万吨，辐射带动 1.6 万人
稳定增收500元至2000元。

林中旅游，助力脱贫一批

“一辆单车，一个背包。在莫里莫村
骑行，冲坡很刺激，景色也很优美。”来自
北京的林地自行车骑行发烧友单江娜告
诉记者，今年她又一次带着她的“硬叉车”
来到围场莫里莫村，住在了贫困户陈淑芝
开办的农家乐。

“每年‘五一’过后，来旅游的人就渐
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暑期，人最多，一天
能收入 1000 多元。”陈淑芝说，森林旅游
渐成时尚，为她的农家乐带来了更大发展
机会。

围场曾是清代皇家猎场所在地，目前
拥有２个国家级森林公园、３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２个国家4Ａ级景区、１个国家
级湿地公园。围场县立足丰富的生态资
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通过组织举办“木兰围场旅游
推介会”“木兰围场赏花节”等大型活动，
围场县大力拓展客源，打响了木兰围场旅
游品牌。目前，在建成御道口、柳塘人家、
棋盘山、扣花营 4 个万家客栈乡村旅游示
范区的基础上，围场县重点打造了猎苑满
乡乡村旅游精品示范区，开发了棋盘山向

日葵迷宫等景点，把这些景点串成一条乡
村旅游的线路。据介绍，2017 年，围场县
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40.2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3216万元，带动160户贫困户
脱贫。

林下间作，促进脱贫一批

“这个150亩的食用菌示范园区，主要
利用沙棘果糠、废木屑等作为原材料，在林
下种植黑木耳，每年可实现产值 70 多万
元。”围场佳泽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
孙海龙告诉记者，公司注册了“山间24度”
黑木耳商标，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
地，目前已带动 10 余户贫困农户实现
脱贫。

通过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林下经济发
展潜力，积极引导贫困户利用林间空地、森
林边缘地带发展林药、林菌、林禽等林下经
济，围场县将林下资源变成菜篮子、药园
子，促进贫困户增收。

“我在果树下养殖了 2000 只柴鸡。
咱的柴鸡，被人称为‘溜达鸡’，是绿色食
品，每公斤能卖到30元。”张家湾乡巴头沟
村贫困户李树军说，在林下养鸡节省饲料，
而且成本低，同时林下养鸡对山林也有利，
鸡吃林子里的虫，粪便还林，保护了林子，
还增加了林地肥力。

目前，围场县已种植林下药材 6000
亩，林下蔬菜 3000 余亩，养殖柴鸡 3 万余
只，林下种菌 110 万袋，实现产值 0.7 亿
元。同时，贫困户通过在林下采摘蘑菇等
山野资源，拓展了增收渠道。

“我们春季采摘苦乐牙、婆婆丁、大黄、
蕨菜，夏季采摘蘑菇、金莲花，秋季采摘榛
子，冬季采摘沙棘果，每年从林下就能收入
4万多元。”围场县哈里哈乡三义号村村民

庞瑞说。
近年来，围场县大力发展以林菌、林

药、林花、林禽为主的林下种植养殖产业，
年产蘑菇、蕨菜等山野菜 0.23 万吨、花卉
中药材 0.5 万吨，每年可实现产值 0.65
亿元。

造林护林，精准脱贫一批

“我县生态护林员都是从贫困人口中
遴选的。”围场县林业局副局长刘宪军介
绍说，每名生态护林员年收入可达 7700
多元。

围场县现有林地面积 784.2 万亩，森
林覆盖率 58.8%，由于山多、林子大、防火
季节长，森林养护任务很重，需要很多护
林员。

围场县找准造林护林与脱贫致富的结
合点，推进生态造林和资源管护精准扶
贫，积极引导贫困户参与生态项目建设，
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生态工程整
地、栽植、管护等劳务，增加贫困户的工
资性收入。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直接将符
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选聘为生态护林员。

“阳台上的蕨菜、榛蘑和白蘑，是巡护林
子时捡的，能卖3000多元，仅这一项收入就
足够解决孩子的学费了。我这两年看护这
片林子，县里每个月还给我600多元。这里
外一算账，比抛家舍业地在外打工强很多。”
莫里莫村贫困户于敬波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像于敬波这样的贫困户，
围场共聘用了3281名。围场县先后两次组
织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专项
选聘工作，共落实资金 2540 万元，帮助通
过选聘成为生态护林员的贫困群众实现了
精准脱贫。

河北围场县依托林地资源深入实施生态扶贫系列工程——

让绿水青山成为脱贫靠山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 宏 李宏雷

河北围场县是国家级深

度贫困县，国土面积和林地面

积在河北省最大。林地多，贫

困人口也多。如何让群众尽

快脱贫？围场县依托丰富的

林地资源，深入实施生态扶贫

系列工程，创新推广“一林生

四金”生态脱贫模式，让绿水

青山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好

靠山

5月 19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帮扶定西市安

定区的精准脱贫项目——腾达实业花坪村“脱贫车

间”在安定区凤翔镇花坪村揭牌。该车间采取“党

建+企业+车间+贫困户”的模式，由甘肃腾达实业有

限公司投入设备、提供原材料、派出专业指导教师，

培训贫困户技能。目前，该车间已安装缝纫机 20

台，吸引附近30余名贫困户妇女在此学习服装生产

加工技术，月收入约在2000元左右。图为老师指导

贫困户妇女学习服装加工技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瑞丰摄

5月9日，广西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的
800 亩粉蕉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蕉
农们从树上砍下个头饱满的粉蕉，扁担两
头沉甸甸地各挑一把，脚步敏捷地顺着梯
子将粉蕉担上货车。不多时，一辆辆满载
粉蕉的大货车就出发了……

“我家的3亩地流转给了基地，每年坐
等收租；去年发了‘股权证’，基地有了收益
还给我们分红，真是太好了！”贫困户陈圣
华手里拿着“大红包”似的股权证心满意足
地说。

“粉蕉种植基地以多种方式助推南村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贫困户脱贫。”南村第
一书记罗政说，该基地通过“公司+村民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使贫困户由农民变

“股民”。贫困户加入南村成立的村民合作
社，合作社组织贫困户入股到基地的运营
公司，公司为入股贫困户颁发“股权证”，该
村142户贫困户530名贫困人口都得到了

“股权证”。“2017 年南村村民合作社获得
分红 26.85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 5.4
万元，贫困户分红21.45万元。”罗政说。

“‘股权证’制度可以引导贫困村和贫
困户以资产、资金入股，推动入股贫困户由

‘贫民’向‘股民’转变，推动村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贫困户持续增收。”兴业县委书记
陆金学说。

同时，南村还发动贫困户以土地入股，
贫困户出租土地给基地能获得1600元/亩
的收入，选择以租金变股本的形式能增加
贫困户持股份额获取分红。现在，基地有
10亩地是贫困户入股的土地，每户可获得
分红 3000 元到 4000 元。此外，基地还为
当地农民提供了 200 多个就业岗位，部分
贫困户在基地务工，每月可获得劳务费
800元到1500元。

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兴业县大力

推行“抱团发展”模式，让多个贫困村的村
民合作社联合在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贫困
村共建扶贫产业园或集中养殖小区，“多村
联合体”抱团共建发展，从而发挥了产业扶
贫资金的最大效益。

在山心镇，党委书记覃海顺就牵头把
全镇9个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资金整合到一
起抱团发展扶贫产业园，由龙头企业带动，
发展生猪养殖。“以前搞扶贫产业，发鸡苗、
鸭苗给贫困户，单打独斗不成规模，有些人

养了没多久就宰来吃了，扶贫效益发挥得
不理想，现在将扶贫资金整合到一起发展
扶贫产业，不仅可以将基地做大做强，还能
通过入股的形式保障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贫
困户收入，贫困户空出手来又能去务工增
加收入。”覃海顺说。

山心镇贫困户李家伟一家就是“股权
证”制度的受益者。去年 11 月份，他家领
到了1150元的第一笔股权分红，缓解了家
中因病、因学致贫的压力，加上在外务工的
收入，他家今年底就能脱贫摘帽。

据介绍，山心镇扶贫产业园由3个产业
区构成，即生猪养殖区、水产养殖区、水果种
植区。其中，生猪养殖区主要通过吸纳9个
贫困村集体产业发展资金 220 万元以及
1158户贫困户4806名贫困人口的扶贫产业
资金765.01万元，60户贫困户的小额信贷
300万元，再由鸿鑫公司出资915万元共同
发展生态肉猪养殖。目前，第一期、第二期
猪舍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并于2018年1
月1日出售生猪4000多头，每头生猪获利
200多元，实现了开门红。整个生猪养殖区
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出栏肉猪35000头，年收
入可达1050万元。同时，产业园还吸收大
量贫困户进园务工，解决了部分贫困户就业
问题。仅 2017 年就吸收贫困户 300 多人
次，使他们人均增收3000元。

目前，兴业县已在全县 210 个行政村
全面推开“股权证”制度，涉及 18809 户贫
困户。全县92个贫困村共流转土地4000
多亩，盘活资产230多万元；已下拨扶贫产
业发展资金共计 1.5 亿元，并已全部确定
特色产业项目。据初步估计，该县92个贫
困村通过入股村民合作社，以“合作社+”
的模式发展生猪养殖、食用菌等产业，至
今年底，所有贫困村村集体收入均可达到
10万元以上。

广西兴业县：

“ 股 权 证 ”造 血 扶 贫
本报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脱贫车间送来“金钥匙”

河北围场县立足丰富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图为塞罕坝七星湖美景。 宁利勇摄

广 西 兴 业

县 大 平 山 镇 南

村 的 粉 蕉 丰 收

了 ， 蕉 农 把 成

熟 的 粉 蕉 运 上

货车。

本 报 记 者
童 政摄

通 过 土 地 流

转，山东青岛西海岸

新区大场镇南辛庄

村将以前零散分布

的草莓大棚集中做

成了草莓产业园，解

决了之前由于基础

设施薄弱、销售不畅

等因素制约，草莓增

产不增收的状况，使

贫困群众都有了一

份自己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