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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贷”贷出增收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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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沾化走出文化扶贫特色路

富口袋先富脑袋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贾海宁

文化惠民扶志

“造血功能自己练，发家致富不
偷懒。优势资源身边看，黄金处处
埋身边……”在山东省定贫困村利
国乡裴家村新建的文化广场，沾化
渔鼓戏剧团演出的快板书 《精准扶
贫显真情》，赢得村民的阵阵掌声，
也让在场的贫困户心里产生了共
鸣。演出刚结束，贫困户刘大爷就
跑到后台握着剧团团长王春贞的手
叮嘱：“这样好的节目，以后还要经
常送到俺们家门口来。”

近年来，沾化区大力实施“一
村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工程，精
心订制文化大餐进社区、进村居，
优先安排到各级贫困村，全区 103
个省定贫困村每年文艺演出不少于
1 场，现已累计演出 800 余场次。
沾化区注重精神引领，文化部门组
织文艺工作者编排渔鼓戏新剧目

《村里有个烂筐子》《老邪上任》《喜
上喜》 等一批反映农村新风尚新气
象的精品力作，通过百姓喜闻乐见
的形式，引导和帮助贫困群众树立
自强自立精神。

同时，沾化区加强文化阵地建
设，积极开展送健身器材、送演出
设备、送报刊图书等活动，全面提
升贫困村的文化设施标准和服务功
能，目前全区 438 个村全部建设健
身广场，103 个省定贫困村的综合
文化活动室全部建成，村级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达标率为 80%，
81个省定贫困村统一配发灯光、音
响、锣鼓等设备，满足基层群众求
知、求美的精神文化需求。

过去，“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
叫、晚上听狗叫”是山东省定贫困
村泊头镇姜家窑村的真实写照，缺
场所、少设备，群众文化生活几乎

是 空 白 。 如 何 让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乐”起来，是姜家窑村扶贫干部思
考最多的问题。在滨州市旅游局派
驻的“第一书记”的帮扶下，借助
扶贫资金，泊头镇姜家窑村建起了

“百姓大舞台”文化广场，新建了群
众文化长廊，配齐了拉杆音箱、灯
光、锣鼓等文化活动设备。姜家窑
村民自发成立了广场舞队和锣鼓
队，先后举办了村级“春晚”和元
宵晚会，成为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
文艺新村。

“自打村里有了文体活动，大家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邻里之间矛
盾纠纷少了，群众思想观念更加活
跃了。”泊头镇姜家窑村党支部书记
姜竹青说：“村里正集思广益发展乡
村旅游，规划设计了休闲采摘、观
赏垂钓等 15 处旅游点，村里农家
乐、玫瑰苗大棚已建成投用，下一
步还要把遗失的制窑文化搞起来，
修建一个古窑陶艺文化体验馆，让
游客亲身体验陶艺制作，打造全区

‘古窑陶艺文化旅游村’。”
“文化扶贫工作最难的不是资

金、技术，而是如何帮助贫困群众
把思想转变过来，扶贫先扶志，鼓
起群众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干劲，才
是 真 正 抓 住 脱 贫 攻 坚 的 ‘ 牛 鼻
子’。”沾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丁卫卫说。

“文产”融合发展

实现脱贫的关键是要增加贫困
群众的收入。沾化区推动文化产业
与扶贫、生态旅游、互联网等融合
发展，让贫困群众搭上产业发展的
快车，变“输血”为“造血”，让更
多的贫困群众端上新“饭碗”。

山东省定贫困村泊头镇徐万粮
村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
穷则思变，村党支部书记李克增
说：“村里啥都缺，就是不缺文化底
蕴。”泊头镇深入挖掘整理“徐万粮
战斗”革命故事，在开发红色旅游

文化上做文章，建成徐万粮战斗纪
念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增加村
集体收入，打造出徐万粮村脱贫攻
坚的新引擎。靠着日益增加的名
气、人气，村里成立了笨鸡养殖合
作社、莲藕种植合作社，把贫困户
都纳入进来，绑到产业链上，带动
更多的贫困户增收。全村无劳动能
力的 63 人中，45 人都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路径。

泊头镇的沾化 2 号冬枣采摘园
直通村庄，村庄内绿树成荫，主街
道两边的墙体画栩栩如生，置身其
中 ， 如 在 画 中 。“ 俺 村 地 理 位 置
好，冬枣好吃，来的人多，俺家的
冬枣从来不愁卖，今年这片枣园预
计能收入几十万元！”泊头镇冬枣
大户隆新华对自己的冬枣园信心满
满。今年，隆新华把靠近河岸的
30 亩冬枣园全部进行疏密间伐，
改造成大棚冬枣，进行封闭式管
理，限定产量、提升品质，以图卖
个好价钱。

“俺老两口只种了一亩沾化2号
冬枣，去年都不用自己动手，全被
游客摘走了，一共卖了 2 万多元
呢。”枣农隆方生告诉记者。

如今，沾化冬枣不仅是一项致
富产业，而且已经发展成泊头镇的
一种乡土文化。在这里可以欣赏河
岸边的水车；可以到别致的栈桥连
廊漫步；可以静坐河边垂钓。饿了
可以到岸边的农家乐喝茶、吃地道
的农家菜。每到秋季，很多游客扶
老携幼到冬枣园采摘，享受收获的
乐趣……

下河乡镇村干部与贫困户结成
网店小组，为小组内贫困户生产的
大棚冬枣、蒲公英绿茶等农产品打
出文化牌，并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
国各地，让电商成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新希望。

“春节期间，第一头小牛犊出生
了。”在会宁县平头川镇张咀村，贫
困户成克勤看着自家牛圈里毛色黝
黑发亮的5头安格斯牛，高兴地说：

“这种牛长得快，市场价格也比黄牛
高得多，我家 2019 年实现脱贫，就
靠这几头牛了。”

成克勤的脱贫自信源自“牛奔
奔”产业贷——他家5头牛的背后，
是一条由政府、银行、龙头企业、保
险公司、合作社和农户共同组成的
产业链和利益链。在这种模式下，
肉牛养殖户引进由龙头企业北京雄
特牧业公司提供的5头安格斯基础
母牛，每头价格 1.6 万元，其中，贫
困户可获得“牛奔奔”贷款支持4万
元，自筹 2万元，政府扶贫补助 2万
元。养殖过程中，由企业提供技术
指导，牛犊达到出栏标准后，由北京
雄特牧业公司以保底价收购。

会宁县自然条件差，是甘肃省
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
地确定肉牛、肉羊、蔬菜3大产业为
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我们根据群
众意愿，按照贫困户5头基础母牛、
20 只基础母羊、4 座塑料大棚的产
业规模进行扶持，配套出台了一系
列奖补政策。”会宁县委常委、副县
长伏涛说，在肉牛、肉羊养殖补助标
准上，贫困户每引进 1 头良种基础
母牛，县里补助 5000 元，每户最多
补助 4 头牛；贫困户每引进 1 只良
种基础母羊，县里配套补助 1 只基
础母羊，每户最多配套10只基础母
羊；贫困户户均养殖达到 5 头基础
母牛和20只基础母羊的农户，每户

每年补助2500元。
但是，资金需求是会宁县发展

种植养殖特色产业的最大短板。为
此，会宁县与农业银行地方机构开
展合作，专门为贫困户量身定制了

“牛奔奔”“喜羊羊”产业贷。其中，
肉羊养殖采用“20+1”（基础母羊
20 只、公羊 1 只）投母收羔养殖模
式和“2+1+0.4”（贷款支持 2 万元，
扶贫补助 1 万元，农户自筹 4000
元）融资运行模式；肉牛养殖采用

“4+2+2”（贷款支持4万元，农户自
筹 2万元，扶贫补助 2万元）融资运
行模式。

根据协议，未来几年，农业银行
将向会宁县牛羊产业累计授信 14
亿元。目前，会宁县已确定首批 6
个乡镇为肉牛产业发展试点乡镇和
8 个乡镇为肉羊产业发展试点乡
镇。试点结束后，将向全县28个乡
镇的 284 个行政村全面推广，到
2020年，预计将实现安格斯肉牛养
殖规模 6万头，肉牛养殖户 2万户，
累计授信约 8 亿元；肉羊养殖规模
350 万只，肉羊养殖户 3 万户，累计
授信约6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会宁县支行行长
赵东辉告诉记者，农行对“牛奔奔”
和“喜羊羊”产业贷实行优惠利率，
目前，已向1526户贫困户发放肉牛
肉羊产业贷 4753 万元。“这两项贷
款产品名称的寓意，就是通过政府
带动肉牛肉羊产业发展、银行进行
信贷支持，让贫困户早日过上喜气
洋洋的脱贫幸福生活，奔上致富之
路，奔上小康之路。”

湖北省保

康县店垭镇大

林村村民在刚

出水的机井前

品尝甘甜的井

水。

杨 邹摄
（中经视觉）

在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赵家山
村，村民李绍国端起茶杯，美美地咂
了一口：“今年终于过了个舒心年。”
57 岁的李绍国深深地明白，这一口
热茶的幸福，是多么来之不易！

地处鄂西北深山的保康县，七成
以上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山高坡陡，
地下溶洞暗河遍布，难以涵养水分，
人畜饮水艰难。多年来，山区群众祖
祖辈辈为水愁。到“十二五”时期末，
全县仍有19万人存在不同程度安全
饮水问题，其中贫困人口8.3万人。

2016 年，时任保康县长的张世
伟来到他的扶贫联系点赵家山村走
访，在一农户家，主人热情地端出一
杯热茶。看着混杂着泥土的茶水，张
世伟心痛不已。“一定要从群众最难
的事情办起！”经过走访调研，张世伟
决定从全村海拔最低的“老井”提水。

历时3个多月，“老井”提水工程
完工，但仍有 20%的村民吃不上水，
且暂时吃上的水水质也不好。

对此，2016年，保康县将农村安

全饮水作为全县“一号工程”，计划用
3年时间彻底解决群众饮水问题。

2017 年 3 月份，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专家在经过数
十次勘测后，终于在赵家山村郝家冲
探明喀斯特地貌地下河的基本走
向。4月3日，当60根合金钻头连成
的360米“神针”插入地下350米时，
一股清泉汩汩流出；4 月 12 日，当打

到483米深时，出水量达到了100多
立方米。经对水质进行鉴定，专家团
队宣布，“地下水可作为自来水源，可
解决800人的饮水问题”。

以赵家山村供水为突破口，保康
县确定了集镇片区供水、重点贫困出
列村集中供水、喀斯特地貌地区打井
供水、一般非重点贫困村巩固提升供
水四种供水类型，制定了分类施策方

案，水务部门多措并举，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11个乡镇共同努力，饮水安
全攻坚战稳步推进。

破解瓶颈。一方面，从省里争取
政策性资金 2064 万元，争取一般性
地方债券资金1029万元；另一方面，
争取银行政策性贷款 1.3 亿元，满足
农村饮水工程资金所需。

攻坚克难。面对喀斯特地貌地
区无法引水、蓄水问题，创新寻找水
源方法，打深井引水，并探索出引水、
蓄水、管水、用水长效机制，在全县喀
斯特地貌地区的27个村推广复制。

各个击破。创新供水模式，变
分散取水为集中供水，送水直达到
户；创新管护模式，变短期应急为
长久受益，坚持以水养水，实行阶
梯性收费。

经过近3年的努力，保康县累计
投资1.7亿元，彻底解决了19万人的
饮水难问题。如今，在保康县，供水
池点星罗棋布，供水管网纵横交错，

“幸福水”流入千家万户。

湖北保康19万人告别吃水难

“幸福水”流入千万家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都正阳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将扶贫车间设置在少数民族村寨、县城移民小

区、社区等基层一线，通过技能培训让农闲在家的妇女在家门口就业，从事

服装加工等工作，拓宽增收渠道，助力精准脱贫。图为在榕江县乐里镇大

瑞村瑞里侗寨扶贫车间，侗族妇女在加工服装产品。该扶贫车间 2018 年

12月投产，目前已吸纳60多名侗族妇女就业，其中80%以上是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人均月收入3000元到4000元。 王炳真摄（中经视觉）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大力实施文化扶贫工程，

坚持“扶贫先要扶志，富口

袋先要富脑袋”，发挥文化

滋养和精神支撑的作用，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走出一条文化惠民扶志、

文产融合发展的文化扶贫

特色之路

扶贫车间生产忙

游客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冬枣园里采摘冬枣。 贾海宁摄（中经视觉）

沾化区泊头镇姜家窑村建起“百姓大舞台”文化广场，成为群众娱乐休闲

的好去处。 贾海宁摄（中经视觉）

青海

产业扶贫实现“五个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石晶、通讯员孙

海玲报道：截至 2018 年底，青海省
累计投入产业发展扶贫资金 73.31
亿元，产业扶贫实现了39个县级扶
贫产业园、1622个贫困村互助发展
资金和光伏扶贫产业项目、4024个
有贫困人口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扶持
资金、44.35 万贫困人口到户产业
扶持资金“五个全覆盖”，到县、到
村、到户产业扶贫体系全面构建。

“通过各类产业扶贫政策叠加
支持，目前已有 27.7 万贫困人口
脱贫，其中 86.3%享受了产业扶贫
政策。”青海省扶贫局局长马丰胜
说，3 年来，青海压实责任，强化产
业扶贫顶层设计，坚持“种养结合、
突出特色、多措并举、注重实效，连
片推出、生态共赢”的发展理念，积
极培育贫困地区支柱产业，壮大优
势主导产业，配套完善了牦牛、青
稞、光伏、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专项

实施方案和规划。
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

游、宜商则商，各地依托地域资源优
势，科学选择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并
围绕主导产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
企业入驻，使扶贫产业园成为带动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16年，青海省投入8.1亿元，
按每村 50 万元的标准，在 1622 个
贫困村建立互助资金组织，今年再
次投入 17.7 亿元，按贫困村 50 万
元、非贫困村40万元的标准安排村
集体经济扶持资金，实现了4024个
有贫困人口的行政村全覆盖。与此
同时，立足贫困群众个人意愿，扶持
到户产业项目，先后投入 26.14 亿
元，按照藏区人均 6400 元、农区人
均 5400 元的标准，引导扶持 44.35
万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人口发展
到户产业，构建了以贫困户为主体
的家庭经营性产业发展新模式。

“牛奔奔”和“喜羊羊”这两个充满活力和喜庆的名字，如

今在甘肃会宁县的广大农村成为热词——这是两项因牛羊

而生的贷款产品，目前已向1526户贫困户发放4753万元，

目的是通过政府带动肉牛肉羊产业发展、银行进行信贷支

持，让贫困户早日过上喜气洋洋的幸福生活，奔上小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