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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咪

“这么大的雪，要是以前住大山里，都不
知道该怎么办。”1月25日，冰雪初融，在湖南
省炎陵县易地扶贫搬迁县级集中安置区，正
在打扫小区卫生的搬迁户张连军连连感慨。
如今，他不仅住上城郊的楼房，还负责整个安
置区的卫生清洁，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搬迁之前，张连军一家四口住在炎陵县
鹿原镇上村村的深山里，是个没“家”的人。
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家里仅有的两间土坯
房在 1996 年的一场大雨中垮塌，20 多年来
一直靠借房或租房过日子。

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特别关心他

家。在镇村干部的帮扶下，2016 年，张连军
一家四口搬迁至县级集中安置区，彻底结束
了靠租房过日子的历史。

“3 年时间，黄书记来过我家 19 次。”至
今，张连军依然清晰记得黄诗燕每次来看望
他的场景。

霞阳镇黄沙垅村村民王桂才的老房子
位于地质灾害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一家人2017年搬迁到县级集
中安置区。

“这里靠近工业园区，搬迁后我很快就
找到工作，家里还种了 30多棵黄桃和奈李，
有了稳定的收入。”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王
桂才满脸笑容。

炎陵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
间，炎陵县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重
点工程，建成集中安置区 10个，均靠近区位
条件比较优越的工业园区、旅游景区和小城
镇。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
式，让1234户4013人全部挪出“穷窝”。

“去年卖黄桃收入超过 30万元，除去成
本，还能存下不少呢。”正在黄桃园劳作的沔
渡镇长江村村民曾石成告诉笔者。

曾石成以前住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
全家六口人就靠他每个月 2000多元的工资
维持生计。

2017 年底，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曾
石成重新选址建了新房。政府贴息贷款又

帮他发展黄桃规模种植，派技术专家一对一
进行指导。如今，曾石成种植30亩近500株
黄桃树，还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5
户村民稳定增收。

为确保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近年来，炎陵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
章，对易地扶贫搬迁户产业发展根据实际分
类施策，宜果则果、宜竹则竹、宜茶则茶、宜
游则游；同时，鼓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
经营主体与搬迁群众建立合作关系，引导搬
迁群众参与产业发展。

如今，炎陵县共有 600余户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发展特色种植业，其中405户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参与黄桃种植，种植面积3000余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4年提前批中央和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其中中央下达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4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101亿多元，
自治区本级安排提前批衔接资金 43 亿
多元。

《通知》要求，指导各县围绕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需求统筹安
排衔接资金，优先解决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面临的突出问题，保障到人到户
项目资金需求，重点支持监测对象、脱

贫户发展生产增收。优先支持农业领
域专班重点工作中符合衔接资金管理
办法的项目，健全并落实好联农带农利
益联结机制，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产业
增值收益，2024 年中央和自治区衔接资
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保持总体稳
定。综合考虑本批次资金分配中的各
项因素，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统筹到县资金用于相关项目。《通
知》强调，项目谋划要符合本地客观实
际，突出市场导向，坚持群众参与，尊重
群众需求，不搞门墙亭廊栏等景观项
目，坚决防止“垒大户”“造盆景”项目；
健全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长效运行机
制，切实管好用好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要严格资金拨付流程，确保专项下达，
严禁截留挪用。

广西

下达2024年衔接资金144亿多元

□□张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截至 2023年底，湖北省宜昌市人均
纯收入万元以下脱贫人口由 2022 年底
2.5万户下降到0.08万户，在脱贫人口中
占比由 16.8%下降到 0.53%，脱贫群众收
入超过万元目标基本实现。

宜昌市按照“一户一摸底、一户一画
像、一户一施策、一户一销号、一户一台
账、一户一评估”的“六个一”要求，找准
帮扶重点对象。以全市脱贫群众 2022
年度收入状况为依据，以人均纯收入低
于 1万元的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为重
点对象，先后对全市农村群众开展排查
203.5万多人，最终纳入“万元增收”行动
重点扶持对象 2.5 万户。宜昌市对纳入

“万元增收”行动的对象开展“套餐式”精
准帮扶。截至目前，全市各地结合实际
先后落实产业帮扶、务工就业、兜底保障
等各类帮扶措施 8万余条。聚焦产业帮
扶，先后帮扶1.43万户发展特色产业，增
强持续增收的“造血功能”。聚焦就业帮
扶，积极帮助脱贫劳动力实现务工就业
14.1 万人；公益性岗位累计吸纳脱贫人
口就近就地就业 2.3 万人；结合市场需
求，开展电焊、建筑、家政、电商、厨师、社
工、护理等培训，帮扶3.02万人实现稳岗
就业增收。聚焦模式创新，积极为脱贫
群众开辟更多增收渠道，以点带面推动
庭院经济和基层劳务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累计为脱贫劳动力及其创办经济主
体提供创业担保贷款1.9亿元。

湖北宜昌市

脱贫群众收入超万元目标基本实现

□□ 陈宝云 王鑫

2023 年，河北省承德市通过产业发
展、稳岗就业、强化搬迁后续扶持等措
施，全市脱贫人口实现务工就业19.54万
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1.41万元。

发展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果的治本
之策。承德加快推进京沈高铁沿线平
泉香菇、滦河潮河流域道地中药材等 5
条优势特色产业示范带建设，提升 8 个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质量，大力
发展温泉旅游、医养康养、生态民宿等
三产融合新产业新业态。全年投入衔
接资金 17.42 亿元，实施产业项目 526
个。稳岗就业是防止返贫的基石。承

德市深入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春风
行动”和“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举
办京津冀鲁苏五省市劳务协作联合招
聘会，培育劳务品牌 20 个，扶持帮扶车
间 72家，设立公益岗 6.19万个。全市脱
贫人口实现务工就业 19.54 万人，超额
完成省定任务；全市脱贫人口人均纯收
入 1.41 万元，同比增长 12.28%。持续强
化搬迁后续扶持，实施巩固易地搬迁脱
贫成果专项行动。134 个安置区全部纳
入社区或村级组织管理，154 个配套产
业园区帮助 2.5 万名搬迁劳动力转移就
业。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显著提升，搬迁群众实现稳得住、
能融入、能致富。

河北承德市

去年脱贫人口务工就业19.54万人

1月29日，在贵州省麻江县2024年返乡农村劳动力“就业援助月”暨“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现场，12家用人单位现场设台招聘，为求职者提供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电工焊工、
塑料制品加工等就业岗位1200余个。图为农民工在了解岗位信息。 罗文刚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文/图

最近两年，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白璧
镇西裴村的脱贫户王天文越来越“沉迷手
机”——他不玩游戏也不刷短视频，却对

“叮叮”的手机信息提示音特别敏感。
这天中午，王天文的手机又响了。

“看，今天第二笔钱到账了，29.06 元。”只
见屏幕上显示：姓名：王天文，身份：股东，
项目：西裴小镇研学工坊，一旁则是几个
醒目的红色数字……“冬天是我们研学项
目的淡季，去年暑假的时候，手机一天都
响个不停！”

从 2015 年西裴村“脱贫摘帽”开始，
几年间，王天文和村里的老街坊们一起见
证了村子的变化。“陆续落地 17 个项目，
根据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确定每股金额，
从 1000 元至 4500 元不等，村民优先入
股。现在当了股东、每天都能见现钱了。”

“即时到账”的西裴模式看上去“简单
直白”，却映射出安阳市一些脱贫地区创
新产业模式、探索联农带农机制的长期努
力。市乡村振兴局局长李建军说：“进入
过渡期后，全市实施的帮扶产业项目共有
664 个，每个项目平均摸索出 3 种利益联
结机制，为的就是要让广大村民、脱贫户
参与到产业链中来，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
子！”

算好账：全程分利润 天天
见“现钱”

谈起如何联农带农、让村民参与公共
事务，西裴村党支部书记贾海军有一肚子
话要说。

“2018年，县里拨款 50万元专项资金
用来改造污水管网，但工程给谁干、会不
会偏袒谁，大家少不了议论。”谈及前些年
村里的基础设施改造，贾海军记忆犹新。

“咱走的是县里的招投标平台，村里
正常签合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
每个环节都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有啥怕
的！”王天文曾任村监委会主任，他的一席
话给了贾海军莫大信心。于是，村里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向全体干部、村民详
细介绍项目和资金情况，并根据投票情况
公示了决议结果、提交县里招标。

最后，西裴村的贾文涛“中标”，三个
月工期内，贾海军带着村里监委会成员三
天两头泡在工地上，重点监督施工和用料
情况，直到污水管网顺利建成。

这让贾海军意识到，只要让村民“能
知情、能管事”，大家就愿意参与到村里的
建设中。而对于发展壮大村集体产业而
言，营造共商共议、规范透明的氛围更是
关键，只不过这一次，西裴村选择了“信息
化”的道路。

2022年 5月，村里的研学工坊项目正
式营业，按约定，村集体和承包方对收入

“三七分账”，高峰时村集体一天就入账一

万多元。
但问题很快也出现了。“一开始通过

村集体账户（微信二维码）收门票费，然后
再给承包方返利。可有承包方就把收款
二维码换成自己的，不仅影响村集体收
入，也招致村民非议。”贾海军说。

为此，村里请来了农道联众（北京）规
划设计研究院团队参与项目运营，大家决
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全程分益”，并以此
鼓励村民入股。

“二维码还是原来的，我们请技术人
员重新做了后台。顾客一扫码付费，系统
就按约定的分成比例，把收益打到村集
体、村民和承包方各自账户上，只要项目
有收益，村民股东就有现钱到账！”运营团
队负责人路国庆表示，“吸收村民作为股
东也扩大了经营规模。”

这也是王天文成了“手机控”的原因，
作为村里第一批入股“吃螃蟹”的人，他入
股 3000 元加入研学项目，仅 2023 年就实
现分红595元。

如今，漫步于“西裴文化街”上，两侧精
美的彩绘再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生活场
景；站在村南头的茶店河畔，河水潺潺、亭
台楼阁的景象尽收眼底。村里还建起了
175 个果蔬大棚，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100多万元。

据了解，目前西裴村已有17个产业项目
实现了“村民入股、即时分红”的经营模式，
101户村民入股参与，占全村农户的63%，累
计吸收村民股金82.3万多元。一些村民投了
多个项目，每天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就能查看
当天入账情况，分红满100元即可“提现”。

用好地：棚上发电 棚下种菇

记者从安阳市乡村振兴局了解到，目
前全市各类帮扶产业已覆盖带动3.3万户
脱贫群众稳定增收，年户均收益 5000 元
左右，全市衔接资金19.3亿元的58.24%用
于产业发展。

日前，当记者来到内黄县六村乡破车
口村的光伏发电站内，连片的太阳能发电板
一眼望不到头。但掀开厚厚的棉被、走进发
电设备下方的“光伏大棚”时，顿生别有洞
天之感：一簇簇既像灵芝、又似蘑菇的食
用菌竞相绽放，长势喜人，边缘弯曲起伏；
一些村民正从事着采摘、浇水等工作。

“这些就是灵芝菇！差不多长了 21
天，每个约有 2.5 公斤重。一般灵芝菇的
生长周期为 45 天，重量可达到 5 公斤，里
面的矿物质、氨基酸多了去了……”

提起眼前的朵朵“精灵”，破车口村党
支部书记王红林如数家珍。据了解，2014
年，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和自筹资金的方
式，建成总占地 970 亩的光伏发电产业
园。即使项目已产生经济效益，但王红林
仍对太阳能板下的 201 个闲置“光伏大
棚”念念不忘。

“村‘两委’和光伏公司商议，以15万元
租金把这些大棚租下来，再为村里创造效
益。”王红林说。2016年，村里和清华大学的
科研团队展开合作，对野生平盖灵芝、南太
行野生大杯伞等野生菌开始驯化培养、远缘
嫁接，进行仿野生种植，历经4年20多次试
种，终于成功把灵芝菇种了出来。

“最后那次试种了半亩，我搬个小板
凳在棚里一坐就是一天，连看了半个月，
直到菇子一股股长出来。”

2021年，内黄县将破车口村的灵芝菇
作为重点帮扶产业规模化推进，项目以全
乡 15 个村集体申报，整合乡村振兴衔接
资金 1472.18 万元。如今，通过“公司+村
集体+农户”的经营发展模式，这里的灵芝
菇种植规模已从最初十几个大棚增至 60
多个，每个棚占地一亩，一年可种 3茬，一
个棚全年的产量大约2.4万斤。

“埋头采菇”的 50岁脱贫户王爱霞就
是破车口村人，“自从家门口有了灵芝菇
种植基地，俺是再也不愿意外出打工了。
农忙的时候进棚采菇、切菇，农闲的时候

进厂加工、筛选灵芝菇，反正一年四季都
有活干，每个月收入3000多元没问题！”

王红林告诉记者，目前基地内 30%的
灵芝菇用于鲜菇销售，剩下的 70%用于加
工灵芝菇酱和灵芝菇干品等，年产值约两
千万元，为15个村集体每村每年增加6万
余元收入，同时 150余名周边村民在此就
业，其中 20位是脱贫户，每人每年可增加
务工收入3万余元。

用好人：村口建了厂 随时
能“上岗”

李建军说：“近年来，全市在帮扶产业的
模式上不断创新，在联农带农机制上深入探
索，就是要为乡村振兴引入产业活水，为脱
贫群众创造就业创业机会、增加拓展收入
渠道。如今，全市 38181 名脱贫群众实现
就近就地就业，年平均收益2.1万多元。”

滑县曾是安阳市唯一的国家级贫困
县。近些年，县里招商引资引入大型服装
加工企业“金泰服装”，探索“总部+卫星工
厂”的经营模式。

安阳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书平介
绍：“所谓‘卫星工厂’，就是县政府协调提
供土地，公司按统一标准规划、设计、建
设，在人口密集的村庄里建设微型车间，
脱贫村优先，为周边留守、困难、脱贫群体
搭建持续稳定的就业平台。”

据了解，每个“卫星工厂”投资 200多
万元，占地 2.5亩左右，容纳 100个就业岗
位。去年仅金泰公司就为职工发放薪酬
近1亿元，平均月薪3500元。日前全县各
类卫星工厂达到88个。

来到安阳县白璧镇后白璧村72岁脱贫
户姜芳枝老人家时，堂屋正中的桌子上摆满
了五颜六色的塑料鲜花，墙角几个麻袋里也
尽是亟待组装的塑料花枝、花瓣，本来朴素
的农家小院多了几分鲜亮的色调。

即使来了客人，身着红色棉袄的姜芳
枝也没舍得放下手里的活。

“这三年俺就没下过地（干活），腿脚不
中喽，跟村里的巧媳妇们学了插花，这不，
一个《穆桂英挂帅》没听完就做了一堆了。”

只见姜芳枝把“花朵”一个个插进孔
道里，一支“郁金香”就做成了。“不同的花
价格不一样，价格在每枝0.2元-0.5元，我
一天能做100多支，挣50多块钱嘞！”

就当姜芳枝在家忙碌的同时，公司负
责人张艳英也在后白璧村的插花基地忙
个不停，她一边组织工人们捆扎、打包、装
货，一边不断有附近的村民将插好的“鲜
花”送过来。

“插花制作简便易学、不限制时间，手
快的一天可以收入 60-70元，手慢的一天
也能挣 20 元左右，家庭困难的还上门配
送原材料和成品回收。现在发展到 2200
多人了，附近永和镇、崔家桥镇、瓦店乡，
再到汤阴、内黄等周边县（区）都有俺们的
人！”张艳英说。

手机铃响 分红到账
——河南安阳市健全机制夯实农民产业增收基础

日前，姜芳枝老人在自家客厅里“插花”。

湖南炎陵县：搬出深山，开启新生活

□□ 李寿华

近日，一辆载有31名务工人员的汽车从
怒江大峡谷出发，驶往昆明。

“车票是政府买的，统一组织乘车到昆
明，再坐飞机去上海，很方便。”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洛本卓白族乡格甲村脱贫
户肖余香说，泸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和洛本卓乡党委、政府就业小分队
上门宣传、对接，动员他去上海市浦东新区从
事市政绿化工作，每月有5000多元工资。“省
吃俭用，一年可以攒下4万多元。”肖余香说。

“现在政策特别好，只要申报相关信息，
就有相关部门办理，服务很周到。”1月4日，
福贡县石月亮乡石月亮村村民怒阿此作为

怒江州今年首批集中输出务工人员，踏上去
往浙江义乌务工的旅途。

“走出去”是怒江州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的一条好路子。近年来，怒江州把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怒江州选派
500 名工作经验丰富、懂群众工作又会少数
民族语言的干部组建就业小分队，下沉到24
个 800人以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驻点
入户与群众面对面宣讲务工政策，送岗上
门；制定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方
案，聚焦 45岁以下脱贫劳动力、易地搬迁群
众、返乡待业人员等4类重点群体，以校、企、
政合作模式，实施技能培训，着力改变怒江
州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水平低的状况，

推动农村劳动力由“民工经济”向“技工经
济”转型升级；在广东省珠海市、上海市浦东
新区、浙江省东阳市成立驻外新时代职工之
家（劳务服务工作站）党支部，实施党建引领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十条措施，深化

“党建引领+转移就业”劳务品牌，开展劳务
协作工作，与各地党委政府、用工企业建立
劳务合作长效机制，强化“劳务经纪人”培育
培养，拓展务工就业渠道。

新年伊始，怒江州开展浦东·怒江东西
部劳务协作“扩岗提质”行动，不断加大外出
务工宣传动员力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工作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各级党委政
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广泛动员各方
力量，特别是村（社）党组织、就业小分队、劳

务经纪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转移就业
工作，通过大巴车、高铁、飞机，“点对点、一
站式”有序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做到
出发有组织、健康有监测、运输有保障、运达
有交接、全程可追溯。

“‘点对点、一站式’输出让外出就业之
路更便捷、更舒适、更温暖。”怒江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怒江州坚持

“能转尽转、能转快转”的原则，千方百计让
更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长见识、学技能，
持续稳定增收致富。

2023年，怒江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完
成20.5万人，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20 万人以上，截至目前，已集中输送 3
批254人到沿海城市务工就业。

云南怒江州：转移就业“开门红”

□□ 陈瑜

日前，笔者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2023 年重庆全年采取以工代赈方式
实施的项目1140个，合计吸纳13万余名
群众务工就业，促进人均增收近1.5万元。

其中，2023 年重庆以工代赈专项投
资项目吸纳 6071名农村群众就近就业，
实现人均增收 1万余元。下达以工代赈
专项资金 35598 万元，较 2022 年增加
86.3%，其中市级财政衔接资金 3600 万
元，支持 18个脱贫区县实施以工代赈项
目84个，较2022年增加47个。

2023 年，重庆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
工代赈带动9.5万名群众就业，人均增收
1.6 万余元。重庆印发 2023 年度适用以
工代赈的市级重点工程项目清单，已实施
以工代赈的市级及以上重点项目164个，
包括长江上游涪陵至丰都河段航道整治
工程、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等重大项

目，累计吸纳近4.3万名群众务工就业，目
前已发放劳务报酬7.3亿余元。各区县积
极在本地重大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涉及
项目262个，包含城镇建设、农业农村、交
通、水利、能源、生态6大领域，已吸纳5.2
万名群众务工就业，发放劳务报酬8.4亿
元，实现人均增收1.6万余元。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吸纳2.9万名群众就业，人均
增收近 9000 元。2023 年，33 个区县（自
治县）在 630 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规模近
23亿元，共吸纳2.9万名当地农村群众参
与项目建设，发放劳务报酬2.5亿余元。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打造市级乡村振兴以
工代赈综合示范工程，加大在政府投资
重点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推广以工代方式力度，充分发挥以工代
赈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重要作用。

重庆

以工代赈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