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桐城黄甲镇发挥资源优势

“桐城小花”开更艳
本报记者 白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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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所结对帮扶陕西延长县

引金融活水助产业成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2013年以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

称中金所）与延长县结对，开展对口定点扶贫工作。5年多来，中金所以实施精准扶贫项目为依

托，以汇聚社会扶贫合力为支撑，以构建脱贫长效机制为保障，聚焦产业造血、扶教启智，先后实

施扶贫项目近百个，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860余万元，帮助延长县摘掉了“贫困帽”

2013年，因持续强降雨，陕西省
延安市延长县二海家禽散养专业合
作社陷入困境。其对口帮扶单位中
金所对此投资15万元对合作社下挂
的35户低收入困难社员每户援建一
个标准化鸡舍，并为他们提供 3000
多只雏鸡，帮助合作社渡过了难关。
合作社理事长张春谱说：“中金所的
帮助不仅让社员恢复了生产养殖，还
带动106户村民加入合作社，每户每
年增收4000元以上。”

培育产业增实力

脱贫攻坚重在产业，产业发展离
不开专业的技术技能。2015 年 3
月，中金所为延长县总工会注入扶贫
资金 25万元，帮助首批 31名贫困待
业青年赴西安市技工学校参加专项
职业技能培训。“学好了技术，我就回
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参加培
训的贫困青年白雪蓉说。

作为国有金融企业，中金所积极
以金融扶贫促产业扶贫。2018 年，
协调多方探索建立“五位一体”金融
联合扶贫创新模式，促成多方签署

《延长县苹果产业扶贫合作协议》，共
投入资金近900万元，同时引入银行
提供惠农融资服务和配发挂钩苹果
期货理财产品，撬动惠农信贷 12 亿
元，真正惠及 3000 户果农及本地龙
头企业，为贫困群众发展苹果产业保

“价”护航，确保稳定增收。
把金融扶贫“活水”浇到扶贫工

作的“根”上，需要增强利用资本市场
“活水”的能力。为此，中金所每年选
派 5至 10名延长县青年干部免费到
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进行金融知识
培训；积极协调证券期货企业前往延
长县进行实地调研，积极探索期现货
合作模式，支持当地优势产业发展。
5年来，中金所积极对接中国期货业
协会及25家期货公司，实施延长县、
中国期货业协会“‘长’‘期’携手、一
司一产”精准帮扶计划，共争取扶贫
资金 1716.5 万元，在延长县 34 个重
点贫困村实施 34 个产业扶贫项目，
涵盖苹果、蔬菜、畜禽养殖、菌草种植
等 5 大产业。延长县群众收入因此
稳步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万 元 ，贫 困 户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近
7000元。

“互联网+”拓市场

因路途遥远、信息闭塞，延长县
很多农产品卖不出去。对此，中金所
结合延长县瓜果之乡的优势，助力其
开启了网络扶贫模式。

2013 年 11 月中旬，中金所邀请
北京青年电商志愿者来延长县开展

“由买家变卖家”电子商务实务培训
活动。通过培训，使当地农民树立起
利用互联网致富的理念。如今，延长
县白家川农业园区延长阳光果品有
限公司已经成为延长县第一大电子
商务公司。

后来，经中金所协调，京东延安
馆成功设立，使得延长苹果、杂粮、红
薯等农特优产品实现了线上销售。

同时，中金所加强与银行类金融
机构合作，进一步打通当地特色农副
产品销售渠道。在中金所协调下，延
长县与中国工商银行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依托其“融 e 购”消费扶贫平
台，打造了“山水延长·瓜果之乡”电
商扶贫专区。

2018 年，中金所协调中国工商
银行在延长县举办金融机构联合扶
贫研讨会，共同签署《精准扶贫联盟
计划书》。扶贫联盟将以大型金融机
构、电商平台、科技公司、物流运营企
业为核心，构建扶、产、销、宣全链条
扶贫体系，着力提供普惠金融产品与
服务、合力支持延长县等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此外，中金所还
协调对接延长县与阿里巴巴集团旗
下蚂蚁金服公司合作，共同开展“智

慧县城+普惠金融”项目建设，探索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基础设施补短板

农村公共设施和村容村貌建设
日益成为延长县发展的短板。为改
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中金所坚持基
础性、长期性、普惠性原则，着重解决
村民出行难等问题。

2014 年，中金所将阿青村确定
为 3 年对接帮扶的重点村，投入 85
万元实施对接共建项目，包括村史馆
建设、80亩苹果防雹网架设、供水设
备修复、700 余米通村主路硬化、绿
化及优质果品销售等。同时为每一
户低收入户寻找脱贫办法。

2016 年以来，中金所投入资金
262 万元用于改善重点贫困村的基
础设施，增强贫困群众应对自然灾害
的能力。其中，建成204亩果园防雹
网，新建果品仓储库、活动广场、沙石
化生产道路及防洪排水设施，平整了
淤泥坝地，修建生产道路、果园蓄水
池等设施。如今的延长县各项农村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旧貌换新颜。

扶教启智种希望

扶贫先扶智。2014年高考结束
后，中金所联合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对延长县 31 名考上大学的贫
困学子予以资助，4年时间累计资助
50万元。

2016 年以来，中金所帮扶延长
县教育助学活动实现了学前教育、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各阶段全覆盖。
他们投入定点扶贫资金设立黑家堡
中学教育扶贫基金；资助延长县中学
设立新长城高中自强班；开展扶贫帮
困爱心助学活动，共帮扶优秀贫困应
届农村大学生 40名；全额资助 11名
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就读深圳技师
学院；争取西部证券扶贫设立延长县
初级中学教育助学基金；协调方正中
期期货实施郑庄镇王仓幼儿园教育
扶贫共建项目；协调深圳鹏华基金、
国富期货等社会扶贫资金，在多所基
层小学实施“七彩小屋”项目、开展系
列爱心捐赠活动等，使更多的贫困家
庭子女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促使
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果农种植的梨喜获丰收。 （资料图片）

“现在，我们只要把家里的地流
转给金叶烟叶合作社，就不仅可以
解决种地的劳动力问题，还能增收，
真正实现‘旱涝保收’。”河南省泌阳
县郭集镇杨树岗村村民李书云老人
对记者说。

今年 66 岁的李书云是郭集镇
杨树岗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告
诉记者，他们老两口年纪大了，身体
不好，需要常年吃药，闺女没有正式
工作，家里种地没有劳力。2015年，
家庭纯收入只有8000块钱左右。

“自从开展精准扶贫以来，俺家
的变化可大了。”李书云告诉记者：

“泌阳县烟草局派驻的帮扶工作队
和驻村第一书记经常来俺家串门，
帮俺家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了解到，2016 年以来，李
书云家每年能从合作社获得土地流
转收入2400元；能从“三亩烟”工程
中获得9210元的收入；一家三口给
合作社打零工，每人每天还有80元
的收入。“生活好了，心情好了，俺身
体也好多了，村里让俺干上了保洁
员，每月有 500 元的工资，算下来，
现在我家每年人均收入都超过了
8000元。”

杨树岗村人多地薄，生产生活
资源匮乏，全村 10 个自然村 15 个
村民小组，有村民 3154 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43 户 75 人，是典型
的深度贫困村。泌阳县烟草局驻村
工作队队长路成京告诉记者，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以来，杨树岗村两委

和扶贫工作队共同研究制定了烟叶
产业扶贫的具体措施。依托金叶烟
叶合作社，泌阳县烟草局下拨烟叶
计划 1000 亩，无偿建成标准化烟
叶育苗大棚一座、电炕房 50 座，提
供种烟的地膜、化肥、农药、技术、机
械设备等。合作社实施向贫困户提
供“三亩烟”种植计划，利润三七分
成，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实现
稳定脱贫目标。

“杨树岗村党支部还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为全村贫困户量身定
制脱贫计划并采取具体措施，使贫
困户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
商。”驻村第一书记张东方说。例
如，把河南神艺服饰厂的分厂建在
村里；优先安排贫困户的12人在家
门口务工挣钱；为有意向的贫困户
送去猪仔搞养殖……村里还经常请
各方面专家为贫困户进行养殖技术
培训等。

同时，村里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除了烟叶产业，还建成了光伏
扶贫电站和夏南牛养殖场合作社，
村集体每年可获得9万元收益。

泌阳县郭集镇党委书记程杰告
诉记者，为了不让贫困户一人掉队，
郭集镇坚持立足实际，做到村村有
产业、户户有项目，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因人施策，从为贫困群众“输
血”转变为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
使贫困群众家家户户都掌握了摆脱
贫困的技能。

冬日的山岭上，阳光洒落。放
眼望去，一垄垄翠绿的茶树层次鲜
明地排列着，与高高低低起伏的山
丘和蓝蓝的天空形成一幅和谐的
山水图。

山坡上，村民们正在为茶树除
草施肥。“没想到啊，60岁了，我圆了
打工梦，一天能挣 100 元呢。”正在
劳作的安徽省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
贫困户李应福说。

黄甲镇是一个纯山区镇，平均
海拔 660 米，拥有完好的生态环
境。然而这里一度成为贫困的代
名词：全镇 8 个行政村，均为贫困
村，1.4 万人口中，就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2641户9477人。

这样一个位置偏远、没有工业
基础、贫困人口占三分之二的乡
镇，如何走上脱贫路？“必须把产业
发展作为龙头，强化党建引领，作
风保障，加大招商力度，做强生态
产业。让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参与
到生态产业链条中，实现脱贫致
富。”黄甲镇党委书记王凯红说。

“以前山里没有路，种的东西
卖不出去，企业也不愿意来这里投
资。”李应福说。

黄甲镇依托自然资源优势，聚
焦茶叶、中药材、高山蔬菜、油茶、
苗木花卉、手工业、乡村旅游7大特
色扶贫产业，打造“一村一品”产业
基地。

“如今，我们村民组的路修通
了，镇政府引进了项目，通过林地流
转我每年都有一定的收入，现在走
出家门不到500米还可以打工。”

李应福口中的“项目”是黄甲
镇石窑村白茶基地，基地种植白茶
600 亩，租用 45 户贫困户的山林，
户均年租金超过 3000 元，带动 25
户贫困户86人在基地就业，使户均
年增收6000元以上。

除了茶叶基地外，全镇8个村每
个村都着力打造 1 至 2 个特色产业
基地。如石窑村有白茶、高山蔬菜
基地；黄埔村有苗木花卉基地和薄
壳山核桃基地，这些产业基地辐射
带动全镇90%的贫困群众。

大徽尖是桐城市的最高峰，全
村平均海拔800米，常年云雾缭绕，
早晚温差大。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
成为“桐城小花”茶叶的主要产地
和核心生产区，也使“桐城小花”
茶叶成为当地贫困户发家致富的

“法宝”。
2014年底，杨头村贫困发生率

高达77%。“现在这样大的变化得感
谢杨头有机茶专业合作社。”村民
许显才说。

2011年许显才加入合作社，扩
大了茶叶种植规模，年均收入达到
五六万元，日子越过越好。

合作社领头人、杨头村党支部
书记王忠平说，合作社通过“统一种
植、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包装、
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模式，既解决
贫困户卖茶难问题，也保证了“桐城
小花”的质量和品牌，一举两得。

如今，杨头有机茶专业合作社
成为安徽省、国家级农民专业示范
合作社、全国茶叶 10 大专业合作
社，还成功开发出“小花红”系列红
茶。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通过种植
茶叶一年可实现纯收入1.5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
真正实现稳定脱贫，还需提升内生
动力，强化技能培训。

近几年，黄甲镇大力实施“阳
光工程”“雨露计划”，开展“培训 1
人、就业 1 人、脱贫 1 户”的扶贫工
程，培养“有文化、懂技术、能创业、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确保每个贫
困家庭劳动力接受1次以上技能培
训，学会至少 1 项实用技能，实现 1
人长期就业，全面提升贫困群众

“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和自我“造
血”的脱贫能力。

此外，黄甲镇积极引导贫困户
外出就业，目前，全镇外出就业贫
困人口达3000多人。

对于无法外出就业的贫困群
众，黄甲镇组织他们在家从事手工
编织、来料加工、农产品深加工等，
人均月增收 1600 元左右。如黄铺
村培育“互联网+扶贫”新业态，帮
助贫困户销售土特产品；汪河村组
织 50 户贫困户发展木材加工和木
柄制作等。

2014 年到 2017 年，黄甲镇完
成了脱贫 2593 户、9282 人、8 个村
全部脱贫出列的任务。

家家都有“脱贫技”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探索推进

精准扶贫、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有机

结合，打造基于邻里亲情的互助式

“养老+扶贫+救助”模式，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社会组织的

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优先为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经培

训上岗后为同村或邻村的贫困老

人、残疾人提供护理服务，实现养

老、扶贫、助残有效融合。目前，该

模式已在全区 12 个镇街全面推行，

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① 在临淄区敬仲镇众爱长者养

护中心，老年贫困户通过参加手工制

作实现增收。

② 因病致贫的王咸民（左）在众

爱长者养护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积极参加技能培训，争取早日脱贫。

③ 敬仲镇贫困户陈玉荣经过培

训成为一名养老助残护工，定期为村

里的失能老人提供服务。

养老、扶贫、助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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