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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登打造千万元规模扶贫“云基金”——

“扶贫云”帮扶又快又精准

“贫困人口分布呈
小 集 聚 、大 分 散 的 特
点，主要致贫因素中，
因病、因残、缺劳力、缺
技能的占55.4%。这部
分贫困人口需要长期
稳定的资产收益；贫困
村无集体经济收入的
占贫困村总数 95%以
上。”青海省扶贫开发
局援青办主任魏伯平
表示，从多年的扶贫实
践看，产业培育难问题
是制约青海省扶贫产
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与此同时，青海境
内光照资源丰富，全省
日照6小时以上的天数
在 250 天至 325 天，平
均年日照可利用时间达1600小时，荒山荒坡、沙漠
化区域面积大，实施光伏扶贫的条件十分有利。

青海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全省
光伏扶贫项目管理工作，该公司董事长张宏成说：

“光伏扶贫是一种精准扶贫方式，投入少、回报稳定、
可持续。可维持25年甚至30年以上的稳定发电，特
别适宜帮扶失能、弱能贫困户，尤其适合青海的扶贫
现状。自2015年至今，青海省光伏扶贫项目在役、
在建装机容量为721.6兆瓦，光伏扶贫产业直接或间
接带动贫困户已达到7.64万户32万人。”

光伏扶贫不仅有效支撑了青海省的扶贫工作，
还形成了一套青海光伏扶贫的特色模式。这种模
式具有3个特点：一是创新投融资开发模式，海南州
100兆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就是借助社会资本力
量创建的具有青海特色的商业光伏电站扶贫新模
式；二是积极引进国家光伏“领跑者”最新标准，进
一步提高光伏电站质量及经济效益，保障了收益长
期稳定；三是打造了光伏扶贫大数据平台。

今年6月份，青海省最大的集中式光伏扶贫项
目海南州光伏园区 10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实现并
网发电。在扶贫收益分配上，通过两次分配，每年
将有 2500 万元的分配资金可用于扶贫，投入与分
配的收益率可达44.64%。该电站作为村级光伏电
站的补充，重点向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及无（弱）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倾斜。

据记者了解，该项目全部采用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5瓦单晶PERC组件，转换效
率在18.5%以上，各项指标均满足第三批领跑者标
准。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唐旭辉表
示：“只有提高转换效率，提高收益，才能保证扶贫
收益。”

不过，推进光伏扶贫也面临着诸多困境。魏伯
平说，青海省 43%的贫困人口在非贫困村，但第一
批村级光伏扶贫指标涵盖的只有1622个贫困村，还
有一半的贫困人口没有享受到光伏扶贫的红利。

此外，用地落实难仍是村级光伏电站建设亟待
解决的主要问题。按照国家《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
法》，村级电站原则上应建在建档立卡贫困村，村级
联建电站外送线路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建设规
模不超过 6000 千瓦，这给青海省光伏扶贫带来了
实际困难。“青海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大，东部干旱
山区山大沟深，人口密集，人均可利用土地面积十
分有限；青南地区生态脆弱，居住分散，不宜接入大
容量村级光伏电站。”张宏成表示，海南、海西地区
地势平缓，荒漠化土地多，接入送出便利，在不改变
村级电站性质、保障固定资产确权到县到村及贫困
村贫困户收益的前提下，通过“飞地模式”，跨区域
扶贫，能很好地解决此问题。

不久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库镇
的孙树良等5位贫困老人陆续收到一笔特
殊的补助。“是我们的扶贫‘云基金’。”泽库
镇党委副书记孙明喆说，与上级统一划拨
的低保金不同，这笔“云基金”是依托文登

“扶贫云”体系中的村级扶贫专项基金来支
出的，而且是村里在了解到老人们因病因
灾等突发致贫情况后第一时间送到老人手
中的。“咱这‘扶贫云’能下扶贫雨，而且又
快又准！”

让孙明喆赞不绝口的“扶贫云”，是今
年3月份文登区探索构建的一套长期稳定
的保障性扶贫机制。“随着扶贫工作进入攻
坚期，传统扶贫机制的边际效应不断递
减。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

已经明显解决不了以老年人、重病患者等
为代表的特殊困难群众的脱贫问题，低保
兜底也不能一兜了之。”文登区委书记吴宏
飞说。

据统计，目前文登65周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11.25万人，占总人口的21%，远远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在文登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65周岁以上老年人和因残因病致贫
的比例达到78.5%。而这部分群众大多没
有劳动能力，基本上无业可扶、无力脱贫。
吴宏飞说，构建“扶贫云”体系，就是要因地
制宜地探索一套针对这些特殊贫困人口的
即时性、滴灌式的精准保障机制，实现哪里
有贫困，“扶贫云团”就到达哪里，“帮扶雨”
就下到哪里。

按照这一思路，文登“扶贫云”在架构
上就像成雨的云层一样，是聚合式、低空
状、动态性的。

聚合是“扶贫云”的成云方式。据文登

区扶贫办负责人王安清介绍，按照最大限
度聚合资源要素、集结“水滴”成“云”的基
本思路，他们着力构建“三级云层”，即总规
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区镇村三级扶贫专
项基金。其中，区级扶贫专项基金通过财
政资金注入、慈善基金列支、社会募集等形
式筹措，规模在600万元左右。镇级基金
不少于10万元，主要从土地出让金分成、
税收超收返还部分、镇级项目收益中列支，
并接受企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捐赠，总
规模200万元左右。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
万元以上的村均设立村级扶贫基金，主要
通过村级收入列支、帮扶单位补助、社会捐
助等渠道筹集资金，总规模200万元左右。

在三级基金使用上，首先由村级专项
扶贫基金进行保障，村级基金当年不能保
障需求的，可逐级申请镇、区级扶贫专项基
金予以保障，区级基金也可根据需要直接
给予贫困人口补助。

“三级云层结构不仅可以确保‘云量’
充足稳定，使资金有保障，其村级参与、先
村再镇后区、自下而上的温情救助机制也
更有利于暖心扶志。”王安清说。

针对特殊性贫困动态反复的基本特
点，“扶贫云”依托村级党委来强化“低空
状”的贫困即时识别机制，动态、即时、精准
地将经过自身努力及享受扶贫政策后生活
仍然困难的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弱病残和
因灾因祸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特困群众等
识别出来，纳入三级扶贫体系。

为保障“扶贫云”有序运行，文登区还
建立了一整套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在
运行上，基金将集中发放和即时发放相结
合，集中发放每年不少于1次。在补助人
员名单和补助标准的确定上，村级需要组
织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决议，经镇村两
级公示后，报区扶贫部门备案。各级扶贫
专项基金实行专账管理、单独核算，各村以
村民监督委员会为基础，吸收贫困户代表
共同参与扶贫基金的监督管理。区扶贫、
审计、农业部门每年对各级扶贫基金管理
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确保“扶贫云”真
扶贫、扶真贫。据了解，“扶贫云”启动头4
个月，三级扶贫基金规模已达到800多万
元，累计支出50多万元，为300多个因病
因祸因学困难家庭提供了帮扶。

（文/张小寒）

近年来，江西省宜丰县大力发展特色苗木种植，
目前全县已有古桩苗木、珍稀苗木、特色苗木等苗木
基地130多个，面积达5000多亩，实现年销售额1.1
亿多元，走出了一条山区种植特色苗木助农增收的
新路。图为宜丰县潭山镇珍稀苗木基地员工在为苗
木整形。 林具如摄

特色苗木助农富

藏 南 河 谷 南 风 劲
——深圳市对口支援西藏察隅县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喻 剑

深圳的对口支援为西藏察隅县山乡带来巨变。图为风景秀美的察隅县城。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本着更大的决心、更明

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和

超常规的力度，来自南海之

滨深圳的一批批援藏工作

组在边陲小城西藏察隅县修

大道搭新桥、改造聚居村落、

共建学校医院、振兴汽车维

修业、推动高效农业发展

……短短数年间，徐徐“南

风”吹散贫困落后，引来现代

文明，为藏南山乡带来巨变

“深圳的对口支援主要在察隅的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上发
力，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
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县长、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总指挥长杜元文说：“这些工程项目设计
先进、技术一流、质量可靠，对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能够发挥长期持续的效益。”

越野线成为“致富路”

丙察察公路如一条哈达，盘旋在横断
山脉的峭壁之上，穿行于怒江流域的河谷
之间。这条滇藏新通道，有着全部进藏线
路中最艰险的路况和最优美的风景，堪称
国内顶级经典越野线路。不断修整提升的
丙察察公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自驾游
爱好者勇闯“秘境”，也让来自深圳的援藏
干部们发现了当地汽修产业发展的机遇。

察隅县城里，9 家中小型汽车修理门
店散布在察隅河两岸。分散经营的弊端，
一是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优势产业，二是
影响市容市貌甚至污染环境。深圳市第八
批援藏工作组援藏干部们思考，能否通过
推动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建设，打造有
察隅特色的汽车修理产业集群？

今年 3 月份，援藏工作组在位于县城
西南的察隅河南岸平整出一块1.4平方公
里的土地，投入1980万元建设察隅县汽车
维修培训基地，重点是将汽车维修门店统

一聚集到该地，统一规范管理，打造汽修
“一条街”，并通过商业开发带动土地增值。

基地将建成两栋两层 9.75 米高的钢
框架结构厂房，能容纳20家汽修店同时进
驻，还将设有培训室。深圳援藏干部、察隅
县住建局副局长赖慧科说，今年底竣工投
入使用后，察隅县汽车维修培训基地可提
供约80个就业岗位，主要招聘建档立卡贫
困户。

另一个连通丙察察公路、打通城市环
形交通网络、着眼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工
程——嘎巴二桥市政桥梁工程正在争分夺
秒抢抓“黄金施工期”。这座彩虹桥架设在
察隅县城以北1公里的察隅河上，与近旁
新建成的客运站结合，将为畅通持续增长
的客流、车流，促进察隅河东西两岸整体提
升，奠定城区发展基础框架发挥积极作用。

“苦功夫”与“高标准”

“深圳援藏干部普遍素质高、热情高、
站位高，他们作风过硬、理念先进、勇于担
当，给全县做出了榜样。”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副市长、察隅县委书记扎西平措说。

2017年11月，援藏干部、察隅县发改
委副主任陈加顺对接的安巴“小康村”建设
涉及重大设计紧急变更，事关村民切身利
益，需全体村民签字同意。此时已是大雪
封山，通往安巴村的路途中需翻越海拔近

5000米的折拉山口，行车非常困难，而且
十分危险。陈加顺没有畏难，他冒着风雪，
用5个多小时走完了平时2到3个小时的
车程，及时赶到安巴村做好面对面的协调
工作。

“苦功夫”之下，是对“高标准”的坚
持。深圳援藏干部们发扬“特区精神”，按
照“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把一个个援藏
项目铸造为精品工程——

援藏干部、察隅县农牧局副局长杨丙
先借鉴沿海地区动物疾病防控的先进理念
和肉类质量安全标准，配合检验检疫部门，
在察隅县首次制定了肉品质量安全监管标
准，完善了生猪定点屠宰场制度，建设了察
隅县农牧局兽医检测站，努力让察隅百姓
吃上“放心肉”；

嘎巴二桥项目结构复杂、专业性强，在
林芝难以找到合适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
审。项目后来聘请了来自深圳的评审专家
把关，既确保了项目评审质量，也加快了项
目进度；

察隅县新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开建前，
施工方发现基土和土层分布情况十分复
杂，在征得深圳建筑专家意见后，施工方最
终对不同建筑采用筏板、换填等不同基础
施工的差异化解决方案；

利用察隅河谷独特的光照强、昼夜温
差大、雨量充沛等气候条件，猕猴桃种植专
家郑天成在察隅县夏尼村培育出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隅猕香”猕猴桃，并在援藏工
作组的帮扶下将种植基地做强做大。如
今，香甜可口的猕猴桃一上市就被抢购一
空，高端品牌策略让每位村民年平均增收
4000多元。

“传帮带”培育脱贫生力军

深圳第八批援藏工作组组长顾东忠
说，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深圳援藏工作组十分注重“扶贫”
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他们扎实落实医
院、教育等系统人才“传帮带”，通过带徒育
才延长扶贫链条、接力扶贫。

9月17日，深圳宝安—察隅远程会诊
在西藏察隅县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这标志
着由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集团）和察隅县

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建设的远程会诊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

“察隅县城和三乡三镇长期以来医疗
供给缺口大、水平低、条件差，远程会诊
中心的启用，将有效解决察隅县疑难病症
在影像诊断、手术治疗等方面的短板，有
助于培养当地医疗人才，提升察隅医疗卫
生事业整体水平。”察隅县卫计委主任片
琼说。

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9 月，深圳
第八批援藏工作组还协调了 5 批 24 人次

“组团式”援藏医疗队进驻察隅县卫生服务
中心，派出了当地最紧缺的医疗专家，涵盖
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
麻醉科、护理学及医院管理等专业。

杨步琴是深圳“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
长，也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我们通过全员
大讲课、科室小讲课、病例讨论、教学查房
来带教，手把手指导病例书写和手术，把自
己的多年临床经验传授给他们。”

在察隅县城的嘎巴新区，一座以国内
现代化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为建设标准，集
医疗、保健、体检、教育培训功能于一体的
察隅县新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建设中。
察隅县藏医院院长巴登江措对它充满期
待：“这里除了留足诊疗空间，方便察隅老
百姓看病外，还将设置藏医药展示中心，让
更多人认识藏医药，让藏医药事业在传承
中发展。”

教育脱贫攻坚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推进
一度困难重重。在走访多所学校后，援藏
干部、察隅县教体局副局长彭锐发现，当地
教育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人才缺
失。在援藏工作组的促成下，深察两地教
育部门签订“手拉手”活动框架协议，建立
结对帮扶机制，深圳教师和志愿者带来的
优质课程和先进理念，频频获得藏区师生

“点赞”。
“来了就是察隅人、来了代表深圳人、

来了结下深察情。”截至今年8月份，深圳
第八批援藏工作组投入察隅县和察隅农
场资金总计3.4636亿元；7个项目已竣工
验收并投入使用，另有20个项目正在陆
续收尾；10个“小康村”项目已有1个村完
工并投入使用，其余 9 个村均已开工
建设。

在 西 藏
察 隅 县 夏 尼
村，猕猴桃种
植 专 家 郑 天
成（左 二）指
导 村 民 种 植
他 培 育 的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产品“隅猕
香”猕猴桃。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近年来，一批大

型光伏电站在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县落地生根，不仅有

效支撑了青海省的扶

贫工作，还形成了一

套青海光伏扶贫的特

色模式，收效明显。

为解决光伏电站建设

用地落实难问题，目

前，当地根据土地资

源状况，正在考虑通

过“飞地模式”实现光

伏跨区域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