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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沿河西走廊深入祖国西北
腹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沃野田畴
尽是繁忙景象。途经平川镇一工城村的
片片黄土地时，记者看到拖拉机、旋耕机
等各式农机往返穿梭，时不时还有无人机
从头顶低空掠过……了解一番才知道，操
作这些农机的“司机”，大多是来自当地的
脱贫群众。

“农机手上岗就有稳定收入，只要脱
贫群众想干，我们就包教包会。过去

‘等靠要’的人少了，大家都想抓住机会
过好日子。”本地致富带头人鲁翠红，站
在田埂上望向远方、充满希冀。

如今在这片热土之上，全面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
力已成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多部门、多
行业协同发力，一股股为脱贫群众谋发
展、稳增收的发展合力正在临泽县汇聚。

培养“头雁”激发脱贫群
众致富潜能

“以前在外就是打零工，没有固定收
入，有时候一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这几
年在鲁翠红的‘传、帮、带’下，除了学会驾
驶农机，我还负责地里的定苗、补苗、除
草、施肥、灌溉等田间管理工作。”一工城
村脱贫户赵晓英告诉记者，“跟着鲁翠红
学了技术，天天有活干。”现在基地内有长
期工 10多人，每人年收入在三万多元，比
较稳定。

说起鲁翠红，一工城村的妇女个个都
对她称赞有加。2016年前后，位于一工城
村南边的黄土地还是一片荒滩，鲁翠红在
政策支持下，先后开垦土地 1500亩，种植
小麦玉米、设施葡萄、梨树等；并依托临泽
县永盛劳务公司，牵起“巾帼娘子军”就近
务工的“红线”。

最近几年，她先后联系全镇各村种植
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蔬菜基地等用工
主体，结合不同季节务工需求和脱贫群
众、留守妇女现状，探索创新“基地+脱贫
户（留守妇女）”的务工模式。

春天整地、播种，夏天除草、施肥、玉
米去雄，秋天收玉米、采收水果，冬天大棚
育苗……2023 年，在鲁翠红带动下，全镇
268 名脱贫群众进入劳务输转产业，年收
入增加300多万元。

“以前他们不知道怎么干，现在我们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手把手教，让他们亲
眼看到、体验到、操作到，学会后可以留在
社内继续干，也可以出去自己找活干。”鲁
翠红说。

与鲁翠红类似的“带头人”还有蓼泉镇
寨子村妇联主席白彩娟。2015年，白彩娟
成立聚增荣泰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目前在甜叶菊、小杂粮收购方面每年都有
2000亩左右的订单，常年用工 1200余人，
解决了当地近30%的脱贫群众就业问题。

“我在合作社干了五六年了，工资是
一周一结，家里的活也不耽误，去年挣了2
万多元。”寨子村的脱贫户、今年 60 岁的
王希明说，“以前村里没工作机会，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提振产业 营造就业创业
氛围

日前，在临泽县平川镇芦湾村杨天林
的温室大棚内，脱贫户杨天林正带着工人
采收刚成熟的茄子。

“我现在有 2座 1.2亩的日光温室棚，
今年主要种的就是茄子。”杨天林告诉记
者，春节后茄子价格不断上升，最高涨到
每公斤 9 元，从上市到现在已采摘了几
茬，估计每棚能产一万斤左右，如果全部
拉到张掖销售，收入能达到三四万元。

近年来，临泽县平川镇将发展特色高
效现代产业作为助力脱贫群众增收就业

的关键。通过“订单种植+村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不仅种辣椒、西红柿、黄
瓜、茄子等应季蔬菜，还鼓励群众种植反
季节蔬菜。目前，该镇已建成黄家堡、五
里墩、平川等 6 个蔬菜种植基地，培育蔬
菜产业带头人 10 余名，带动全镇落实蔬
菜种植面积1.8万亩。

“要不是入股合作社发展蔬菜产业，
家里的生活还是很困难。”刘生祥是平川
镇五里墩村脱贫户，一家 3 口人，妻子和
儿子均患有精神疾病，随时都有返贫风
险。随着三年前入股临泽县普惠土地股
份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产业为他每年增
收近2万元。

近年来，五里墩村党支部充分发挥
“火车头”作用，带领村社党员干部成立
临泽县普惠土地股份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引
导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务等资源要素
入股合作社，实现收入有保障、脱贫有
产业。

芦湾村和五里墩村成立合作社发展
特色产业是临泽县打造产业激发脱贫群
众内生动力的缩影。2023 年以来，临泽
县依托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产业园，积极
发展富民产业，引导脱贫户融入产业发
展。目前，全县不仅为 396户脱贫户投放
鸡苗 8404 只，还累计发放各类帮扶贷款
669 户 3000 万元，重点用于产业发展，有
效拓宽了脱贫户增收渠道。

“雨露计划”强化教育帮
扶力度

“感谢政府搭建的平台，没有他们牵
线搭桥，我很难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得益
于临泽县沙河镇合强村“雨露计划”，近
日，大学毕业生何正宁打点行囊，奔赴兰
州一家科技公司办理入职，从脱贫学生到
科技行业从业者，何正宁走出了人生路上
坚实的一步。

近年来，临泽县高度重视脱贫家庭学
子就学就业问题，持续健全“雨露计划+”
政策帮扶机制，瞄定农村脱贫人口、边缘
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群体，精
准实施帮扶政策，让寒门学子不再为读不
起书、缺乏技能、难就业而犯愁。“雨露计
划+”为他们铺就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
到职场的通途。

据了解，“雨露计划”是为脱贫家庭量
身打造，以提高脱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就业为核心，扶持和帮助脱贫人口增
加就业发展机会和提高劳动收入的专项
帮扶措施。每年，县里相关部门都专门组
织县、镇、村三级开展政策宣传，充分利用
网站、公众号、公告栏、广播、网格员走访
宣传等形式，大力宣传“雨露计划”等支农
惠农政策，做到项目家喻户晓，符合条件
的学生都能及时申报。

同时，县里还动态关注脱贫户及监测
户中有接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在读生，建立
资助信息库，为精准落实政策奠定基础。
临泽县采取双循环监测法，县农业农村局
与教育局信息共享后采用信息化手段筛
查适龄在读学生，反馈镇村核实上报，驻
村干部和网格员日常排查走访及时发现
上报需要资助学生名单。

“我们建立了《临泽县‘雨露计划’学生
就业台账》，充分整合乡村就业工厂（帮扶
车间）、春风行动、县人社微信公众号等就
业平台，针对未就业毕业生，相关部门通过
提供就业信息、组织线上线下就业招聘会、
推荐工作岗位、跨省组织输出、省市县企业
招聘、就近就地转移安置等途径，确保资助
学生毕业后快速稳定就业，有力促进脱贫
家庭增收致富。”临泽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季学期，临泽县“雨露计划”已
资助学生 173 人，发放补助资金 25.95 万
元。通过“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
85%以上的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创业就业。

提升技能水平 拓展增收渠道
——甘肃临泽县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蒙山巍巍，沂水悠悠。山东莒南县十字
路街道石泉湖村隐匿于沂蒙老区深处，是个
依山傍水、曲径通幽之处。在去往村里“大
地乡居·石泉”民宿的途中，远远望见山峰上
有座“天然卧佛”时隐时现——以天然山体
为头部、碧松为眉眼，“身长”近 4000米……
阴雨天云雾升腾时，整个村子和卧佛一起，
似乎被几分“仙气”笼罩。

如今，石泉湖村早已告别缺衣少食、吃
水困难的过往：作为曾经山东省 20 个脱贫
任务较重的地区之一，随着脱贫攻坚的伟
大胜利，一代人关于贫困的记忆正在远
去。漫步村里，时常看见宽阔平坦的进村
公路上有孩童在奔跑，叼着旱烟的老农在
鳞次栉比的蔬菜大棚前驻足，还有沉浸在

“天然氧吧”里的四方游客……石泉湖村的
170 户 432 位村民，正咂摸着脱贫后的幸福
时光！

“是李书记带领得好，石泉湖村才有今

天好光景！”村里的脱贫户王孝艳忍不住感
慨，“现在宽敞的新房，帮扶工作队盖的；公
益岗的收入，村里给的，还能有啥不满意。”

自从当上了村里的森林防护员，王孝艳
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家的事成了村里的事”，
不仅一个月有了 800元稳定收入，村党支部
书记李洪浩隔三差五就会到他们这几个“重
点户”家里走一走：“第一，现在是春季防火
的关键时期，防护工作千万不能大意；第二，
家里有啥需要村里帮忙的，随时说出来。”

虽然总听李洪浩“督促工作”，但王孝艳
心里还是暖洋洋的。所以她下定决心：“也
要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900 亩山林的
防火工作，一定含糊不得！”

然而，像个大家长一样的李洪浩操的心
远不止“森林防火”，如何让村里这些脱贫户
尽快过上好日子、增收致富，才是一直盘桓
在他心里的问题。

2016年前后在李洪浩多方奔走下，石泉
村党支部领办了“虎山旅游合作社”，围绕

“美丽经济”做文章，动员大家拆除乱建的猪

圈、平整土地，把村里的闲置院落建成“大地
乡居·石泉”等几个特色民宿。一时间，以前
大家没那么在意的红色文化和天然卧佛摇
身一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这个院子外形上尽量保持农家味，但
房间里装潢、电器、家具等都可以对标星级
酒店，村民们上岗前也要经过系统培训。”在
农业农村部挂职干部、石泉湖村党支部书
记助理丁浩轩的引领下，记者来到“大地乡
居”民宿一探究竟。推开“吱吱扭扭”的木
栅栏，一个镶嵌于山野间的古朴庄园呈现
在眼前——黑陶瓦片垒砌的院墙、随处可见
的紫藤萝花、镶嵌在池塘里的青石板小路、
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

院子的“主人”是村里的脱贫户徐麦
玲。“丈夫去世多年，又没稳定收入，家中生
活一直很困难。8 年前村干部联系我，想租
用空置多年的老房做民宿用，不仅给我租
金，还让我在村里上班。”徐麦玲告诉记者，
现在她一亩地每年有1500元租金，还能在村
里做保洁员赚点生活费，每月工资800元。”

为了做大做强村里的旅游，今年初，村
里还专门邀请浙江大学的专家为村里的文
旅融合做进一步升级规划：除了整改民宿内
部环境，种植应季花草，加固整修马棚、休憩
座凳等营造乡村趣味外，还扩大田园综合体
面积，打造 40 亩“卧佛山前遇石泉”研学基
地，集采摘、住宿、游玩为一体，发展乡村休
闲、民俗展览、田园养生等新业态。

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
王珂表示，不只是石泉湖村，莒南县很多地
方都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

“拥有好山好水好风光，莒南不仅要激活村
庄资源、传承乡村自然和人文底蕴，更要挖
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经济、新业态、新
消费。”王珂说。

如今，看着自家荒废的院子不仅变了
样，还源源不断地产生价值，徐麦玲很是满
足。目前全村共流转 6处闲置院落，带动这
些脱贫群众人均增收 1.5 万元；石泉湖村去
年也实现15万元旅游收入，人均纯收入达到
1.3万元。

山东莒南县石泉湖村

挖掘文旅融合潜能 打造别样美丽乡村

□□ 杜文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啾啾啾……”4月 16日，走进四川省通
江县松溪乡回龙场村山地梅花鸡孵化场，毛
茸茸的鸡仔正成群结队地四处觅食，活蹦乱
跳，工作人员忙着给鸡仔进行检疫、喂水、检
查室内温度等工作，确保雏鸡健康成长。

“3000余枚种蛋是3月15日入孵的，通过
二十多天孵化，出壳了2500余只，预计5月10
日可以对外出售鸡苗。”回龙场村党总支书记
刘许表示，随着首批雏鸡成功出壳，也标志着
山地梅花鸡全产业链进入新的阶段。

山地梅花鸡是“巴中仅有，通江独有”的
纯血统土鸡。该孵化场投资70余万元，于今
年3月投入使用，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目前正在建设第二期，全面建成后年
孵化鸡苗可达10万羽。”刘许介绍，去年靠养
殖整个集体经济收入达到十万余元，老百姓
户均增收在1000元左右。

据了解，自2021年内江市结对帮扶通江
县以来，独具本地特色的山地梅花鸡养殖成
为重点发展产业。针对通江县农村劳动力
不足和就业问题，内江市结对帮扶通江县工
作队创新提出了“帮扶”换“岗”模式。

“帮扶换岗模式就是我们给予企业、养

殖大户发展上的资金支持，但企业须为当地
群众提供对应的基础就业岗位。”内江帮扶
工作队队员、松溪乡副乡长陈良学介绍，这
种模式解决了企业发展资金不足和固定工
人招聘难问题，也可以打消部分企业、养殖
大户唯补助做产业的投机念头，助力产业长
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今，松溪乡已发展山地梅花鸡龙头企
业2家、村集体经济1家、30户大户，500余户
村民全面参与孵化、养殖、销售全产业链发
展，让村民的利益也得到保障。三年时间，松
溪乡山地梅花鸡的年出栏量升至4万余只。

“老板把鸡苗发给我们，给我们提供技

术保障，我们自己养，然后统一保底回收，也
不用担心销售问题。”今年 40多岁的村民王
晓蓉表示，以前都是自己零零散散放养一
些，也不晓得往哪里卖，好鸡苗也不晓得在
哪里买。“现在我家里养了3000只鸡，一年下
来能有10多万元收入！”

据悉，山地梅花鸡全产业链项目共计争
取内江帮扶资金 450 余万元，其中 250 万元
用于帮扶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培育养殖
大户、奖励散养农户、建设培育保种繁育场，
其余200万元用于新建、扩建、改建梅花鸡产
业发展的道路，有力夯实了山地梅花鸡产业
发展基础。

四川通江县

“帮扶”换“岗”强农富民

广告

近年来，农行陕西省子长市支
行根植三农沃土，凝心聚力、扎实
苦干，全面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工作，有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截至 4 月 24 日，该行农户
贷款余额 3.8 亿元，较年初净增 1.3
亿元。

为更好地普及和宣传金融知识，
让客户享受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各
服务队利用周末时间深入田间地头，
向农户宣传金融产品，现场进行农户
建档，逐户办理贷款。

偏远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
瓶颈。近年来，该行持续加大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在辖内各乡镇人流
密集的区域创建惠农通服务点，目前

累计建成“惠农通服务点”64 处，实
现县域乡镇全覆盖，大大提升农行品
牌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为更好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该行统筹安排乡村振兴服务队迅
速进入开启“5+2”“白加黑”工作模
式，优化授信流程，最大限度满足农
户融资需求。

该行坚持信用办贷、上门办贷和
快速放贷，通过乡镇调研、金融宣传、
农户建档信息采集等环节，对县域满
足授信条件的农户进行批量授信工
作。同时积极对接特色种植养殖领
域，打通种植养殖的“信贷绿色通
道”，扩大涉农领域等新型农业经济
主体贷款市场份额，不断创新金融服
务，助力乡村振兴。 郭玲玲

深耕三农沃土 赋能乡村振兴

“没想到锦绣前程贷款这么快
捷！审批金额也比以前更高，农行真
给我帮了大忙了，人工、化肥、农药、
果袋都是支出，扩大规模的资金要求
这么快就解决了！”陕西省蒲城县桥
陵镇职业农民赵选红说。

据了解，赵选红潜心钻研苹果种
植管理技术十余年，对苹果及黄桃的
田间管理、市场前景，果品营销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经营标准化苹果园
250亩，标准化桃园100亩，是县域乡
村典型的农业大户。

目前蒲城农行共有 13个惠农服
务团队，主动上门为农户提供服务，
保障农业发展不错过黄金生产期。

近年来，蒲城农行以中央一号
文件为指引，着力强化县域三农和

实体经济金融供给，把人民立场落
实到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中，让金
融服务惠及每个乡村。特别是开春
第一仗，蒲城农行根据市场需求及
时调配，重点开展市场调研和农户
信息建档工作，全行上下扑下身子，
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工作，赢得广大
客户认可。

截至目前，蒲城农行仅农户贷款
规模已突破7亿元，支持服务涉农小
微市场主体、农业种养殖户 7200 余
户。蒲城农行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不断丰富模式、做大规模、完善管
理，全力打造蒲城农行新时期支持乡
村振兴和实体经济、服务三农金融的
品牌形象，以实际行动为蒲城乡村振
兴工作贡献农行力量。 冯旭栋

主动金融服务为春耕备耕护航

“感谢农行对我们街道的倾力帮
扶，不仅助力辖区企业摆脱经营困
境，还为街道群众增收致富、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近日，在山
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办事
处，中国农业银行高唐县支行的人员
受到大家点赞。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润欣医药公
司位于鱼邱湖街道，是罗欣集团投资
2亿元建设的现代化大型药品、器械
耗材集中配送管理中心，为鱼邱湖街
道增加就业 100余人。近年来，由于
应收账款逐年递增，企业遇到了资金
瓶颈。街道办事处和农行高唐县支
行在了解企业融资难题后，专门成立
工作组，将银行信用注入企业上下游
合作伙伴的供应链运作，为整体供应

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截至今年
3月末，农行高唐县支行向润欣医药
累计发放供应链融资贷款 5000余万
元，为带动企业发展、保障医疗物资
渠道畅通及医院正常运营提供了坚
实保障。

据了解，今年以来，聊城市乡村
振兴局持续加大金融政策宣传力度，
确保金融政策支持乡村振兴的延续
性和实效性，实现对脱贫人群和乡村
实体经济“造血”功能。农行高唐县
支行作为高唐县域服务实体经济的
主力银行，近年来，不仅解决了众多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加入对
脱贫群体及乡村实体经济金融帮扶
行列，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马玉璞 王璞

政银携手帮扶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农行陕西省西安市周
至县支行把农户贷款作为服务乡村
振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抓
手，截至 3 月末，农户贷款余额 4.63
亿元，年内已累计投放 836 笔、2.24
亿元，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更好发展。

成立“网点+三农服务中心+机关”
共9支惠农服务工作团队，全辖网点共
配备三农客户经理20人，将农户贷款
业务作为深耕乡村客群的重中之重，
以深耕乡村和整村建档为契机，大力
宣传“惠农e贷”等重点支农产品，扩大
农户贷款业务受众面，迅速推动上量，
不断提升服务三农质效。

围绕周至县 2024年民生项目规
划、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目标任务，持

续深化与各镇、村合作力度。积极
走访全县 18 个乡镇政府，通过召开
银政座谈会、联系协会组织、联谊对
接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借力县域各
级政府，加强与全县 257 个村委会
的沟通联系，提高养殖业、生产加
工、商贸流通等规模经营户的建档
质效，大力推广涉农产业链经营户
及商户，进一步拓宽农户贷款覆盖
面。惠农服务团队借助“惠农导航”
精准识别系统，多措并举匹配农户
贷款目标客群，确保农户贷款支持
重点与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全力
支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实体
经济，积极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农
行力量。 郭栩瑄

深耕三农为富民 农户信贷兴产业

日前，一工城村的几位脱贫群众正使用点播机播种玉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日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印发通知，安
排部署年度农牧民和脱贫群众转移就业工
作，通过强化跨区协同转移就业、实施以工
代赈帮扶就业、发展帮扶车间就地就业、用
好公益性岗位兜底就业、培育劳务品牌带
动就业、保障企业用工稳岗就业、开展技能
培训助力就业、举办专项活动精准就业8
项举措推动农牧民和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力争2024年转移就业106万人次以上

建立常态化跨区域岗位信息共享机
制，广泛收集发布适合农牧区群众技能水
平的就业岗位信息，通过“点对点”方式开
展转移就业人员输送工作；鼓励优先带动
脱贫群众和监测帮扶对象、易地搬迁人口
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与以工代赈项目建

设，拓宽农牧区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支持
就业帮扶车间发展壮大，按规定落实相关
优惠政策，保障农牧区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岗位。加大就业帮扶车间认定力度，对
符合条件的就业帮扶车间，按规定给予资
金补助；保持乡村公益性岗位规模总体稳
定，生态护林、河湖管护等各类乡村公益
岗位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和监
测帮扶对象；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培育
壮大具有民族、地域、产业特色的“青海拉
面”“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大力推
进农旅融合发展和家政服务“一示范、多
领跑”三年行动，提高群众就业的质量和
务工收入；设立人社服务专员，动态跟进
重点建设项目或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各类
企业用工需求信息，提供用工指导、岗位
招聘、政策受理等“一企一策”服务，全力
支持经营主体稳定扩大岗位。

青海

全力推动农牧民和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