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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
绵区樟木镇莘鸣村，只见宽阔的道
路两边巨大的香蕉叶在风中摇曳，
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果香味，好一幅
乡村美丽画卷。从“空壳村”到现在
有集体经济收入、有硬化路的“幸福
村”，莘鸣村的“华丽转身”是福绵区

“组团”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的缩影。

莘鸣村村民庞承权说，在政府产
业扶持政策支持下，莘鸣村与附近的
罗冲村、塘基村、古陂村“组团”发展，
通过土地流转，他带头成立了香蕉果
蔬合作社，带动4个村的37名社员共
同发展，去年种植了 400 多亩的香
蕉、果蔗，收入200多万元。

为了让贫困群众尽快吃上“产
业饭”，福绵区坚持把规模产业基地
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号工程”，
让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农业生产
实现脱贫的贫困群众“联”起来，逐
步实现全面小康。

针对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福绵区按照产业相近、地域
相邻的原则规划“组团”建设产业基

地，鼓励 2.15 万贫困户“户户进基
地”“户户有产业”，并且从土地、资
金等方面出台措施，支持企业带项
目、带市场、带技术发展特色产业。

在发展具体产业上，突出“一镇
一特色、村村有产业”。福绵区在
26 个贫困村中，除布局优质粮油、
绿色蔬菜、畜禽养殖等“短平快”产
业外，还布局优质沃柑、黄沙鳖、中
药材等长期持续增收产业，贫困户
根据自身意愿，或选择自主发展，或
入股专业合作社。同时，福绵区在
全区范围内配套推进乡村旅游、农
产品加工等产业。

经过3年的“组团”发展和壮大
产业，福绵区贫困人口由2016年初
的 2.1 万 人 减 少 到 2019 年 初 的
9001 人；贫困发生率由 6.2%下降
到 2.09%；20 个贫困村实现脱贫退
出，贫困村由 26个减少到 6个。今
年，福绵区瞄准年底 6 个贫困村
6177人脱贫的目标，集中资源合力
攻坚，争取全年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村退出两大任务全面完成。

（文/伍泽天）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

“组团”发展效果好

“要是以前，你们从县城过来得
两个小时。”从甘肃陇西县城坐车20
多分钟到权家湾镇焦家湾村，刚一下
车就听村民说，以前因为无路无水，
很多人举家迁往别处，焦家湾村一度
成为全县人口最少的村。

近几年，焦家湾村不仅修通了水
泥路、引来了洮河水、留住了村里人，
还创造了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墙，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吸引了周边
村镇前来参观学习。

陇西县位于甘肃定西市中部，这
里十年九旱、土地贫瘠，是国家六盘
山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之一，贫困面
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2013
年全县215个村中有108个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58 万户 14.63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33.64% 。 2018
年，陇西县退出贫困村 44 个，5279
户 2.02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人口减少到 3.3 万人，贫困村减少到
90个，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63%。

凝聚脱贫信心

播种犁、水缸、清油灯、算盘……
一条民俗文化墙，勾起无数人的乡愁
记忆。

从日常生活到传统农具，从老屋
椽子到废弃菌棒，一应展品均来自村
民的自愿捐赠，村民、村干部都能充
当讲解员，自豪地讲述关于青瓦、胡
麻秆、播种犁的故事。

民俗文化墙是焦家湾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
当地农耕文化、生产生活、居住环境、
风土人情等，墙体总长度260米，总面
积400平方米。权家湾镇镇长张瑞通
介绍：“在民俗文化墙建设过程中，我
们邀请老百姓参加会议，让他们作为
脱贫攻坚主体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决策
部署，感受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和近
年来镇里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付出的努
力，让他们谈体会讲要求，充分调动和
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

心。一片片瓦、一块块砖源源不断地
捐赠过来。看到老百姓积极性很高，
干部们也越干越起劲。”张瑞通说，正
是有了村民的支持和参与，民俗文化
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动工建设，历
时一个月即建成，创造了属于百姓自
己的“焦家湾速度”。

“民俗文化墙的建设带来的是整
个村庄环境面貌的转变，村民都自觉
把院落和房前屋后收拾整洁。”张瑞
通说：“别看景致小，对大家的带动作
用却很大，下大雨时，因为担心雨水
把墙体冲倒，附近的几家村民会主动
拿着铁锹排水，他们的主动性、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了。”

“每片青瓦都是大家贡献自己力
量的体现，乡风文明建设中老百姓的
参与度大幅提升，激发了老百姓脱贫
攻坚的内生动力。”权家湾镇党委书
记徐贵祥是民俗文化墙的总设计师，
他说，焦家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建设和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主要是
为了激发老百姓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在文明实践活动中有自豪感、幸福
感、获得感、尊严感。

民俗文化墙建成以后，76 岁的
老党支部书记朱付民每天早上 6 点

起床后就来逛一逛、坐一坐，他将旧
房子拆下来的 5000 多片青瓦全部
捐赠出来。虽然儿子一家远在内蒙
古，他和老伴却不愿离开，他说：“这
里好，越看越好，以前到处坑坑洼洼，
现在就像城里的公园一样。”

提高脱贫技能

焦家湾村焦家湾社的杨贺喜，不
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成为致
富能人，帮助村民解决养牛种菇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

2014 年，杨贺喜因女儿得病致
贫，生活陷入困境，通过收入核查、民
主评议等程序，被确定为焦家湾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

杨贺喜主动联系村委会表明自
己的发展意愿和帮扶需求，驻村干部
和帮扶责任人结合实际问题与政策
导向，为其量身定制了帮扶计划。缺
少发展资金，帮扶干部帮助他申请了
2万元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缺乏养殖
技术，驻村干部对他进行了养殖技术
培训，并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

在帮扶政策引导下，杨贺喜有了

自己的脱贫致富思路：改善基础条
件，修建圈舍 1 座，引进西蒙塔尔基
础母牛 2 头，并进行“种养结合”探
索，调整产业结构，种植高蛋白饲草
玉米、紫花苜蓿等牧草来保障牲畜的
给养。同时争取福建省连江县援建
项目，新建香菇菌棚 1 座，发展设施
农业。

杨贺喜不仅参加政府组织的各
类种养技术培训，还利用网络学习，
将专家的理论经验与当地实际结合，
丰富养殖技术，脱贫致富技能得到进
一步提升。

近年来，陇西县积极构建社会帮
扶、东西协作、定点扶贫等社会扶贫
模式，深化与福建连江县东西部扶贫
协作关系，开展深层次、宽领域、全方
位扶贫协作，目前连江县有 22 个乡
镇、57个村居、10家企业分别与陇西
县 17 个乡镇、57 个深度贫困村、10
个贫困村实现结对帮扶，与 4 所学
校、2 家医院结成帮扶对子，对接落
实帮扶资金 3972 万元，计划实施种
植养殖、食用菌、光伏电站等项目。
截至目前，种植养殖项目已基本完成
建设任务，共建成扶贫车间 4 个，培
训建档立卡贫困户 272 人，落实 567
户贫困户危改补助 340.2万元，向连
江县输转贫困劳动力330人，销售特
色农产品价值300多万元，带动200
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50多万元。

2016年，杨贺喜一家成功脱贫；
2017年 10月份，杨贺喜还清了全部
债务；2018年，小有积蓄的杨贺喜一
次性拿出两万多元支持二女儿参加
学习培训，他说：“孩子们有闯劲儿，
我支持。”

目前，杨贺喜养殖基础母牛 3
头，经营占地面积120多平方米的香
菇大棚 1座，家庭年收入在 5万元左
右。他脱贫致富的秘诀是：“干部帮
扶引导，自己主动尝试，一步一步往
前走。”

杨贺喜成了村里的“名人”，同村
人看到他的日子越过越好，纷纷前来
学习请教。

甘肃陇西县焦家湾村

“扶志”又“扶智”脱贫添动力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 丽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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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63%。

6 月 26 日，青海省最大规模的
村级联建扶贫光伏电站——果洛州
玛沁县 29.1 兆瓦村级扶贫光伏电站
成功并网发电。经过 1 小时试运
行，光伏电站发电 4500 千瓦时，按
当前光伏电站上网电价 0.65 元/千
瓦 时 计 算 ，相 当 于 创 造 扶 贫 收 益
2925元。

“ 这 个 光 伏 扶 贫 项 目 总 投 资
1.8 亿多元，由果洛州玛沁、甘德、达
日、班玛、久治 5县 63个贫困村联建
组成，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4231户，
是当前青海省规模最大的集中联建
村级扶贫光伏电站。”国网果洛供电

公司建设部主任陈江滨介绍，该光伏
电站投入运行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可
达到 4000 万千瓦时，创造发电收益
超过2000万元，能够为所属4231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创业机会、就业
岗位和稳定的扶贫兜底资金收入。

仅相隔一日，6 月 27 日，在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县红崖子沟村，装机容
量 2.37 万千瓦的互助县村级光伏扶
贫2号电站正式并网发电。至此，青
海省“十三五”47.16 万千瓦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及配套电网工程全部建
成投运，将惠及 1622 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6.8万多户贫困人口。

青海贫困人口分布呈小集聚、大
分散的特点，大多数居住在东部浅脑
山地和青南高寒牧区。山大沟深、荒
山荒坡，给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但同时也给电站和配套
电网建设带来了重重困难。国网青
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展洁说：

“配套电网建设项目中 30%以上的
组塔工程量都在山顶，沟壑纵深、山
路崎岖，塔材和砂石等物资是靠员工
肩挑背扛和骡马托运送达施工现场
的；40%左右的施工地点大型机械都
无法入场，也是靠人工开挖出一基基
铁塔基础。”

光伏发电一举两得，既扶贫又发
展了新能源，青海省委、省政府依托
区域内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因
地制宜大力推进光伏发电扶贫产业
发 展 。 电 站 除 运 维 费 用 外 ，每 年
将 给每个村带来 30 万元左右的
收益，成为贫困群众精准脱贫的“阳
光存折”。

“我们畅通绿色接网通道，提供
‘一站式’并网服务，优先保障光伏扶
贫电站电量全额消纳。”展洁说。

建设投运、并网发电，只是青海
省光伏扶贫总体布局的第一步，持久
收益才是做好光伏扶贫的关键所
在。为更好地服务电站运营，提升效
率效益，实现收益最大化，青海省扶
贫开发局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
分运用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成果，依
托青海能源大数据平台的资源优势，
建成了国内首个光伏扶贫大数据监
控中心，按照“建成一个、接入一个”
的原则，对全省光伏扶贫电站实行集
约化管理、集中式管控、专业化运维，
以保障“光伏+扶贫”模式可持续
发展。

“以降本增效为目标，我们针对
光伏扶贫电站拓展平台功能，研发
扶贫管理、统计分析等 4 个模块，涵
盖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等 20 项业务
功能，全面支撑光伏扶贫项目管理
智能化、专业化。”青海绿能数据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节潭介绍，该公司
正在同步开发光伏扶贫运营管理
APP，实现光伏扶贫电站收益测算、
扶贫资金计划管理等智能化移动应
用，以进一步提升光伏扶贫项目的
社会效益。

青海大力推进光伏发电扶贫

贫困群众有了“阳光存折”
本报记者 石 晶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焦家湾村民俗文化墙一角。 李 丽摄（中经视觉）

云南景谷县

整合资金保投入

发展产业稳收入
本报记者 曾金华

云南景谷县威远镇香盐村香盐
二村民小组的陈忠红家要供两个孩
子读书，又缺少劳动技能，经济条件
很困难。自从与云景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种植桉树以来，日子越来
越好了。

“我们家种了 50 亩桉树，由云
景林纸公司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
按协议价收购，加上种甘蔗、养殖生
猪、务工和公益性岗位，在 2018 年
实现了脱贫。”陈忠红说。

“景谷县是云南省88个贫困县
之一，有贫困村100个，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4 万多户 5.2 万多人。通
过实施产业扶持、转移就业、电商扶
贫、生态补偿等帮扶措施，所有贫困
户均实现了产业扶贫措施精准到
户，2014 年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3486 元，2018 年脱贫人口人均纯
收入 6618 元，年均增长 17.38%。”
景谷县委书记罗景华说。

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景谷
县累计投入资金 71.8 亿元，实现了
3 个贫困乡（镇）退出，99 个贫困村
出列，1.2 万多户 4.8 万多人脱贫，
贫困人口减少到 1402 户 4305 人。
今年 4月 3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正
式下文批准景谷退出贫困县。

罗景华介绍，根据中央、省、市
脱贫攻坚政策措施，景谷县制定下
发了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
贫、兜底保障等扶贫方案，建立健全
了一系列因村、因户、因人帮扶措
施，着力实施“八大工程”，确保脱贫
攻坚政策落实。

景谷县通过发挥得天独厚的森
林资源优势和龙头企业带动增加收
入作用，使广大群众从保护生态和
林业发展中受益，让天然丰富的森
林资源成为老百姓的“绿色银行”。
云景林纸公司就在国内率先对林纸
一体化进行探索，走出了一条通过
产业带动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可持
续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新
路，项目辐射全县林农，直接带动

3571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我们公司把原料林基地作为

‘第一车间’，在 100 万亩核心基地
造林以及与村社联合造林、租赁林
地造林的同时，采取‘公司+农户+
基地’模式与农户合作发展种植，户
均增收10万元以上，每亩每年收入
在700元至800元之间。景谷县森
林覆盖率也从 1997 年的 62%提高
到现在的 78.3%，活立木总蓄积量
从 1997年的 4832万立方米提高到
现在的 5515 万立方米。”云景林纸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4年以来，景谷县共投入产
业扶贫资金 5.6 亿元，银行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3.05亿元，有19家龙头
企业、257 家专业合作社参与发展
扶贫产业，实现了产业扶持政策全
覆盖、产业发展到户全覆盖、利益联
结机制全覆盖、技能技术培训全
覆盖。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总体目标，
景谷县坚持“以摘帽销号为目标、以
脱贫成效为导向、以扶贫规划为引
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的筹资
思路，多渠道融资、整合资金，不断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景谷县财政局
局长张顺华介绍，2014 年至 2018
年，全县累计筹措投入脱贫攻坚资
金 71.8 亿元，其中财政性资金投入
53.1亿元。

景谷县积极开展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
类资金在“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
用”，不断提高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力度和质量。2016 年至 2018 年，
景谷县共统筹整合使用各级各类
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共计 8.7 亿多
元，整合率达 100%。整合后的财
政涉农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切实提高
了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通
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
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
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
入新格局。

焦家湾村老党支部书记朱付民和他捐赠的青瓦。 魏 军摄（中经视觉）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基地”模式与农户合作

发展种植，直接带动3571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曾金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