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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描述黑龙江省饶河县的美，总让人感
到词穷：在乌苏里江畔，这里是古老渔猎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物华天宝、景色壮美，
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又
有辽阔无垠的原始密林和万亩良田，还隐
藏着赫哲族古老的文化密码……作为《乌
苏里船歌》诞生唱响的地方，这些旖旎风
光、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正在为县域发
展注入新动能，让曾经落后贫穷的饶河
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近年来，饶河县充分利用各种帮扶政
策，在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发展县域电商
等方面不断发力，聚焦产业提质增效，拓
展就业增收渠道，2023 年，全县脱贫人口
人均纯收入预计将超过 1.8 万元，增幅达
到 11%以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兜底保障守底线

这天一早，饶河县大通河乡青山村53
岁的村民郭守振就骑着三轮摩托车到村
委会上班，这个保洁员的工作他已干了 3
年有余，对每月 850 元的收入很是满足。

“在村里有班上，下班后还能养猪、养鸡、
养鹅，日子美得很！”郭守振说。

脱贫对于郭守振而言，不仅意味着生
活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重新燃起了生
活的希望，他开始对今后的人生有了憧憬。

郭守振出生于山东，20岁时就独自到
煤矿打工，一干就是十余年。艰苦的工作
环境不仅没让他摆脱贫困，反而患上了严
重的尘肺病，只能在 30多岁时辞去工作，
到饶河投奔亲戚、并在此安家。之后，打
零工、捡山货、卖野菜，成了郭守振两口子
的全部生活。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对一
个尘肺病患者每月动辄上千元的医药费
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2021 年，青山村干部在走访时发现，
郭守振有返贫风险，便及时通过防返贫监
测系统进行帮扶，在享受相关帮扶政策的
同时，还为郭守振提供了保洁员的公益岗
位，每月工资加上低保有1000多元的固定
收入。不仅如此，郭守振的帮扶单位——
饶河县委宣传部还赠予他100余只鸡雏作
为“创业项目”，并在后期积极帮他联系销
路。2022年，郭守振通过养殖土鸡纯收入
达到4000多元。

看到丈夫这么开心，一旁的爱人孙明
新也忍不住露出微笑。2023年，全家收入
超过1.2万多元，日子终于有了起色，到头
来还能剩下两三千元，再也不用为生计而

犯愁了。
“政府政策好，我看病花不了多少

钱。”郭守振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叠厚厚的
医疗报销单说：“每月上千元的医药费，现
在能报销90%以上。”

不光是郭守振，近年来，饶河县积极健
全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帮扶“四大机制”，
对于全县278户430名脱贫群众、16户防返
贫监测户，户均落实帮扶措施二项以上，牢
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文旅融合促发展

熟悉饶河历史的人定会赞叹这里深
厚的文化积淀。古老神秘的赫哲族世代
生活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土地上，他们勤劳
质朴，创造了灿烂的渔猎文化。在饶河，
不仅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伊玛堪”“嫁令
阔”“萨满舞”等郝哲族特色文化，还能感
受鱼皮画、桦树皮画等独具特色的民族手
工艺，“开江节、河灯节”等文化活动更是
精彩纷呈，到处都散发着民族文化的神奇
与魅力。

在保护传承赫哲族传统文化的队伍
中，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卢艳华是最有
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十余年来，她带领当
地村民推广普及赫哲族语言，传承赫哲族

“伊玛堪”（赫哲族的曲艺类说唱艺术）传
统艺术，以传统文化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打造“乌苏里船歌百里黄金旅游带”项目，
让每一位来饶河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
乌苏里船歌的魅力和赫哲族的文化底蕴。

“文化要振兴，产业化是必经之路。”
这是卢艳华的信念，也一直是她努力的方
向。多年来，卢艳华通过深度挖掘赫哲族
民俗和传统，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开江节

祭祀、乌日贡竞技、河灯节”等传统民俗节
日活动，通过篝火晚会、文艺展演、赫哲族
手工艺品制作等形式，形成了“活动有文
化、处处有欢乐、白天夜晚齐欢享”的文旅
融合业态，叫响了“蜜淌乌苏里，鱼跃赫哲
族乡”品牌。目前，依托发展文旅融合产
业，四排赫哲族乡年增收近200万元，人均
增收2000余元。

“只靠发展旅游产业带动还不够，村
里还推出了酒坊、油坊、豆腐坊、绿色养殖
及加工等与旅游相关的特色产业，形成
吃、住、游、娱、购一条龙产业链条，脱贫户
和低收入群体一个不落地纳入到旅游产
业发展中来。”位于四排赫哲族乡东部的
小南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冷菊贞告诉记者。

“我们组织村民拍摄宣传片，将自制
的各种口味的辣椒酱，还有特色豆腐、冻
饺子搬上互联网，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扩大销路；注册了‘小南河村’商标，包
括4大类37种商品……”冷菊贞说。

目前，小南河村生产的松茸、木耳、山野
菜等系列农副产品，已经登陆哈尔滨市中央
大街的扶贫专柜和“小康龙江”销售平台，使
小产品和大市场成功对接，村民通过销售特
色农产品，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
的9100多元增加到2022年末的2万多元。

饶河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孙毅军表示，
下一步饶河县将继续守住底线，找准村域
经济发展的路子，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积
极打造“一村一品”，不断丰富发展业态，
为加快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电商直播兴产业

“我是 2022 年 6 月开始做直播带货
的，今年入驻电商直播基地后，县里免费

给我们提供直播设备和相关服务，现在我
对这个行业特别有信心。”饶河县电商创
业者蔡永贵说。

农村电商连接广阔乡村与巨大市场，
如今已成为创新创业的新天地。饶河县
生态环境良好、优质农产品丰富，但地处
偏远北疆，快速发展的电商恰好弥补了

“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短板。最近几年，县
里通过建设电商直播基地，集聚货源、品
牌、人才、服务等资源，促进地方特色产品
销售。2022 年，饶河县电商销售额突破
2.6亿元。

“这是产自我们林区的蕨菜、刺嫩芽、
婆婆丁，野生无污染，味道纯天然……”打
开手机“抖音”app 搜索“卢小开”，就能看
到上百条饶河县“网络达人”卢小开和同
伴们“跑山”的视频，春夏秋冬从不间断，
不仅呈现饶河百姓的生产场景，还有温馨
幽默的生活片段。

今年34岁的卢小开，是饶河县五林洞
镇东山村人。2019年开始做自媒体，2020
年 5 月成立电商直播工作室。他告诉记
者，“这几年县里的快递物流、冷链仓储等
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为电商产业的快速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卢小开团队有主播 5 人，工作
人员 20 人，全网粉丝量已突破千万。从
2023 年至今，在抖音平台专场直播带货
93 场，累计 240 小时，近 2 亿人在线观看，
销售额达 4500 多万元。据统计，2022 年
卢小开团队山野菜、刺五加茶、蜂蜜、大
米、玉米等本地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
8500 万元，带动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近
1000万元。

为了增强电商创业者的发展信心，饶
河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设了占地面积
4000 多平方米的电商直播基地；同时，饶
河县数据和电子商务发展中心通过政策
扶持、技能培训、优化服务等举措，不断吸
引本地电商创业者入驻直播基地，形成行
业聚集效应，推动电商直播产业健康发
展。目前，全县已举办电商专题培训班
359场，培训电商从业者1.47万余人（次）；
入驻电商直播基地团队73个，其中百万级
粉丝量主播达到12个，十万级以上粉丝量
主播 85 个，带动相关企业 160 多家，带动
就业1.2万余人。

饶河县数据和电子商务发展中心
主任林伟表示：“通过发展电商直播，我
们正把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越做越大、越
做越强，接下来会挖掘边境贸易的优
势、积极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助力县
域经济发展，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添砖
加瓦。”

聆听《乌苏里船歌》中的振兴强音
——黑龙江饶河县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民收入观察

□□ 齐俊香 赵健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近日，走进河南省民权县龙塘镇邢庄村的
蔬菜种植基地，蔬菜大棚外寒意逼人，大棚内却
一派绿意盎然、暖意融融的景象。只见芫荽、菠
菜、上海青、奶白菜等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和
村民熟练地采摘、装箱、过秤、装车，确保新鲜蔬
菜能第一时间运往市场销售。“你看这小青菜多
嫩，又水灵又干净，看着都喜人，每天都有车过
来拉货。”在此务工的邢庄村村民张桂芳一边采
摘，一边止不住地夸蔬菜品质好。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民权县把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
致富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
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引导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深耕
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在民权县孙六镇龙门寨村的山药种植基
地，新型农业机械正在田间来回穿梭，裹着新
鲜泥土的山药被采挖出来，分拣工人按品质
分类整齐摆放在沟垄旁边，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咱这里非常适合种植铁棍山药，今
年每亩产量在 3500至 4000斤，市场销售价格
每公斤7元，每亩收入过万元！”种植户罗亚光
说着乐得合不拢嘴。

位于民权县双塔镇的攀祥食品花生加工
车间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机器轰鸣声中，只
见一颗颗籽粒饱满的花生米被分成不同等
级，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装袋、称重、打包，
按照不同用途分区整齐堆放。双塔镇依托花
生资源优势，引导当地农民发展花生米加工

业，逐步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该镇花生种植面积
达6万余亩，占全镇耕地面积的90%以上。

除此之外，民权县还充分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 5000万元资金，在花园乡积极打造“红色水东”
万亩马铃薯种植示范区，马铃薯、胡萝卜、红薯等特色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带动了花园乡双井、刘庄、赵楼、赵洪坡4个村的集体经济和农
民收入稳定增长。

“发展特色产业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民权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陈松林介绍，眼下，王庄寨镇的香菜、伯党
乡的萝卜、绿洲街道的瓜果、王桥乡的红薯、褚庙乡的桑葚、胡集的甘
蔗、林七乡的草莓，都已经初具规模，实现了群众多渠道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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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晓瑞

“干一天活能挣 150元，还能照顾家
里，比外出打工稳定多了。”云南会泽县
矿山镇村民王顺全说。

冬日的会泽县，矿山镇通往酒房村
的山路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像王顺全这样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家
门口就业的群众，矿山镇有 160人，预计
发放劳务报酬238万元。

近年来，云南积极谋划、严格落实、
紧盯成效，扎实推进重点工程项目以工
代赈，17 个省级部门齐抓共管、协同推
进。2022年至 2027年，将在教育、医疗、
能源、交通、住建等 7 个领域实施 696 个
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达 1598 亿
元，其中，适用以工代赈工程部分投资
231.9亿元。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
赈，既是促进有效投资、稳就业保民生、
拉动县域消费、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动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
高劳动者素质的有效手段。

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不仅让群众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有了一技之长，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致富一户”。在会泽县五星乡红石岩
村，通过以工代训，朱恩早掌握了电焊技
能，负责焊接供水管道，一天收入可达320
元。“学了新技术后不比外出打工挣得少，
以后再找工作也更有优势。”朱恩早说。

随着一批国家以工代赈项目在云南
落地见效，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
红利。2022 年以来，全省在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实施以工代赈项目1213
个，项目总投资 960.81 亿元，吸纳 74.13
万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
31.82亿元，人均增收4292元。

“以工代赈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赈济
作用，以项目推动群众增收致富、拓宽群众
就业渠道，从‘输血式’向自我‘造血式’转
变，为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力。”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南

一批以工代赈项目落地见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2023年东西部协作省份围绕年
度帮扶协议目标任务，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守正创新，有效开展各
项工作。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东
部 8 个省市向西部 10 个省区市投
入财政援助资金 231.9 亿元，县均
投入 5187 万元，动员社会力量捐
助款物 28.5 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
政挂职干部 3045 人、专业技术人
才 2.5万人。

东西部协作成效显著。东西
部协作省份共建产业园区 741 个，
新增引导 2510 家企业投资 1268 亿

元，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
品 943.8 亿元。73.1 万名农村劳动
力通过劳务协作实现就业，其中脱
贫劳动力47.8万人。

广东携手广西、贵州共建“一
县一园”，组建产业联盟，共建产
业园区 215 个，开展“双百”行动，
引 导 1078 家 企 业 投 资 436.5 亿
元。浙江与四川携手实施“蓝鹰
工程”，11 个地市 40 所中高职院
校与四川对口地区中高职院校签
订框架协议，探索联合招生、合作
办学，推动校企合作办班，帮助四
川农村家庭学生在东部就业。上
海 推 动 30 多 家 三 级 医 院 以“ 组
团+接力”方式结对帮扶云南 30

多家县级医院，帮助建设提升一
批重点、特色专科，强化医疗人才
培养。天津借助“中华慈善日”、农
民丰收节等活动，持续做优“爱心
地铁卡”“爱心家庭一元捐”等社会
帮扶品牌，动员全市 900 余家企业
捐资 2110.33 万元建设“防返贫资
金池”，营造全社会参与协作帮扶
的良好氛围。

东部8个省市动员社会力量向
西部 10 个省区市捐赠帮扶资金
21.2 亿元；动员 5760 家企业、1561
个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西部地区
7452个村；积极推广本地乡村振兴
经验，帮助西部地区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村1155个。

东西部协作成效显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近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
中央预算单位 2024 年政府采购脱
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通知》《关
于组织地方预算单位做好 2024 年
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两个通知”），
要求落实国务院关于提高政府采
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预留比例有
关要求，做好2024年中央预算单位
和地方预算单位预留份额填报和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

“两个通知”都要求，各部门和
各省级财政部门要统筹指导本地

区所属预算单位在 2024 年 2 月 20
日前，通过“832 平台”采购人管理
系 统（cg.fupin832.com）填 报 2024
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预
留份额，预留比例不低于年度食堂
食材采购总额的 10%。具备条件
的预算单位，可适当提高预留比
例，鼓励按照 15%的比例预留采购
份额。各部门和各级财政部门要
对本地区预算单位填报的年度食
堂食材采购总额、预留比例进行审
核把关，确保相关数据完整、准确；
对所属预算单位存在合并、撤销、
更名的，及时联系“832 平台”更改
信息。各部门和各省级财政部门

应当要求本地区共用食堂的预算
单位，共同确定一个单位作为代表
填报预留份额，其余单位在系统中
注明情况；对无食堂的预算单位，
应当要求其在系统中注明“无食
堂”，对其预留份额不作要求；对食
堂外包的预算单位，应当要求其按
规定预留份额并为食堂承包方开
通“832 平台”交易权限。各部门
和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切实推动政
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落
实，通过通报、考核等方式督促本
地区所属预算单位在“832 平台”
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按期完成
采购任务。

财政部

做好2024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2023 年，湖北省襄阳市持续巩固脱
贫成果，全市农村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

落实“农户自主申报、部门数据比
对、干部常态摸排”三线预警机制，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累计排查农户 767700
户，识别监测对象 3660 户 10589 人。根
据每户致贫返贫风险，落实“一户一策”
精准帮扶举措，已有2025户5684人消除
风险；开发建设“襄阳市数字乡村管理服
务平台（一期）”，对返贫致贫情况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落实中央、省、

市、县四级衔接资金15.5亿元，支持实施
1248 个帮扶项目；确保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应贷尽贷”，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1.69
亿元；建立脱贫劳动力每月监测调度机
制，全市脱贫人口就业总数达到 102638
人。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实施易地
搬迁后续扶持项目 84 个，投资 3429.5 万
元，促进安置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易
地搬迁劳动力摸底行动，实现有劳动能
力家庭至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项目或者
一个劳动力就业。把“两不愁三保障”作
为检验脱贫质量和成色的重要标准，确
保“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有保障水平稳步
提高、持续巩固。

湖北襄阳市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

日前，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西关村村民刘武都、李云霞夫妇正在赶制春叶、遮面。
据了解，春叶、遮面是通渭县传统的春节装饰用品，近年来在当地年货市场的销

量不断增加。已有近30年制作经验的刘武都，在发展庭院经济有关政策的支持下，把
春叶、遮面等非遗产品作为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在自家小院实现“全流程制作”，目
前已成为当地年货市场的香饽饽。 张子斌 摄

饶河县农民主播正在直播平台上推销当地优质大米。 尚城 摄

□□ 白伟 杨磊

重庆市黔江区积极引导农村群众发展
庭院经济，打造“庭院+产业”发展新模式，
把庭院方寸地打造成村民增收致富园。

在黔江区黄溪集镇，一栋民房底层
经过简单改造后，变成了占地约 80平方
米的庭院工艺品加工坊，20 余台电子设
备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生产
假发，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黔江区黄溪
镇黄桥社区居民杨秀容说：“我有时间就
来这里做点手工活，一个月能挣 1000块
钱左右。”

“务工人员上班时间是机动的，有事
随时走，没事随时来，没有固定的上班时
间，工资就是计件，每个月按时结工资。”
黔江区黄溪镇庭院经济示范点负责人李
方长介绍，“1 个月的产值在 40 万元左
右，工人每月总工资就要发 8万多元，有
50-60位附近村民在此长期工作。”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黔江区坚持因户施策，积极
引导农村群众发展手工编织、非遗产品
制作、服装加工等 10余种类型的庭院经
济，带动了黔江 20余个街道（乡镇）的上
千名群众实现就近务工增收。

重庆黔江区

庭院经济带农增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近日，陕西省财政厅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105.32亿元，
比上年增加4.8亿元。

优先发展产业，促进群众增收。锚
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中央和省级
财政衔接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力度，逐步
提高用于产业发展比重，2024 年力争达
到 65%，优先支持欠发达地区联农带农
富农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开发。支持市
县创新以奖代补、企业带动等资金使用
方式，引导监测对象、脱贫群众发展生产
增收，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使脱贫群
众嵌入产业链条分享更多收益。

突出支持重点，补齐短板弱项。继续
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倾斜力度，
优先支持监测对象、脱贫户增收，推动帮
扶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弥补农村小
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短板和急需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设施。同时，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关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部署要求，支持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能力和水平。

狠抓重点环节，确保资金安全。将中
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
理，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整个环节，财政厅对直达资金实施
动态监控、全过程监管，确保数据真实、
账务清晰、流向明确，保障基层财政平稳
运行和惠企利民政策积极发挥。

陕西

下达2024年衔接资金105.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