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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志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四月的沂蒙山，满山苍翠、生机盎
然。沂山主峰所在的山东省临朐县，
2016年省定贫困村114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7584户16353人。

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临朐县
充分发扬沂蒙精神，因村因户精准施策，
截至 2019 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
贫，114 个省定贫困村全部摘帽，交出了
一份实实在在的脱贫答卷。4年，临朐打
了一场怎样的脱贫攻坚战？发生了哪些
感人至深又发人深省的脱贫故事？

因人施良策，点子招招出
到了心坎上

近日，记者沿临朐县城驱车一路南
行，来到冶源镇巩家桥村聂象波的观赏
鸟养殖基地，只见旋风、虎皮、云斑等近
千只鹦鹉，鸟语鸣沸不绝于耳。

明媚春光中，聂象波兴奋地告诉记
者：一对鹦鹉一年孵化 4 窝，价格每只 20
元到 200 元不等，出售鹦鹉按比例分红 3
万多元，凭借技术、劳动收入7万多元，去
年共出栏鹦鹉 2000 余只，家庭创收超过
10万元。

2016 年，时任驻村第一书记牛伟志
和村党支部书记赵奋起，成为聂象波的
脱贫帮扶责任人。第一次到聂象波家
中，就让两人犯了难：多年前的锅炉爆炸
事故中，其妻子不幸去世，他本人全身大
面积烧伤，造成终身肢体三级残疾，没有
了劳动力和收入来源，还因治疗费用欠

下一屁股债……
物质帮扶容易，但要扶起聂象波对

生活的信心就难多了。两名书记先从他
的心结入手，隔三岔五便到聂象波家中
与他促膝谈心，渐渐打开了他的心门。
并且意外得知，聂象波养病期间曾养过
两只鹦鹉，还养出了门道，逐步掌握了鹦
鹉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一年下来孵
出了十多只小鹦鹉。

养鹦鹉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牛伟
志和赵奋起看到了门路，积极向上争取
资金，通过推行“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运营模式，促成村党支部与聂象波联
合创办临朐县彩凤鹦鹉养殖合作社，建
起巩家桥村观赏鸟养殖基地。村集体凭
借基础建设投入拿收益的40%，聂象波凭
借技术、劳动占收益的60%。

合作社的第一批幼鸟繁殖成功并上
市销售后，聂象波当年就实现了脱贫。
现在，老聂还有了另外的身份——村里
的致富带头人和合作社的技术顾问。“下
一步，我还想扩大养殖规模，争取繁育到
3000只。”聂象波自信满满地说。

把准脉再开方，一条产业
链串起致富梦

耳顺之年的王立春，如今端上了“铁
饭碗”：“我在这里打零工两年了，一年干
300天，一天能赚到80块钱!”

在位于沂山脚下的伏峪村，记者沿着
村口往西北方向行进，只见一个个大棚顺
着山势层叠分布，十几个村民各自劳作。

人群中，干得最为卖力的就是王立

春。老王今年60岁，年轻时在外打工，没
想到一场大病，让家里落下了饥荒。干
不了重活，他只能回家侍弄 9 分薄地，种
植花生、玉米等，收入十分有限。“靠天吃
饭”的王立春一下子没了心气儿，成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

“过去这样的人家不少。”伏峪村党
支部书记王俊利说，这里是典型的山村，
土地贫瘠，光板田里产出的花生、玉米刚
够糊口，有能耐的早出去打工了。2014
年，全村410户1470人中就有96户174名
贫困群众。

深度贫困村咋脱贫？村里请来专家
把脉，发现这里的砂质土地可以种植墨
西哥玉米，这种玉米不值钱，却是养殖蚂
蚱的好口粮。伏峪村顺势而为，在村里
建起了蚂蚱养殖棚，成立了飞皇蚂蚱养
殖专业合作社，统一为养殖户提供种苗、
技术指导和销售。

“村里的蚂蚱养殖大棚发展到了 400
多个，近一半村民从事这个行业。”王俊利
告诉记者，该村当年仅蚂蚱养殖一项，收
入就达360万元，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

“哪能想到有这样的好光景！”摘掉
贫困帽的王立春，跟记者细数来年打
算，“今年村里要引入蚂蚱深加工技术，
我想再学学新技术，卖卖蚂蚱酱、蚂蚱
干等特产，贫困帽摘掉了，咱还要接着
奔小康呢。”

线下不丢线上忙，直播带
货让非遗成“网红”

前不久，冶源镇平安峪村的老刘家

手工箅子技艺传承人刘岳清跻身“网
红”。在他的手工箅子工作室里，镜头前
的刘岳清正通过网络平台直面网友，拿
起几根高粱秫秸编织了起来，不一会儿
工夫，一个外观精致的箅子就初见雏形，
引来点赞一片。

“从元宵节开始，我在线上直播。以
前做的产品都是攒一年的，年底赶集
卖。现在通过自媒体带动产品的销售，
供不应求。”刘岳清说。目前，他在5个平
台开通了直播间，共有粉丝数 20 多万
人。从开通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共开了 12场直播，带货 400单，销售额达
2万多元。

很难想象，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是一
位 36 岁的残疾农民。2006 年，刘岳清在
机械厂打工时，不慎造成右手二级残疾，
这让他对什么工作都“没兴趣”。父亲有
一手箅子制作好手艺，刘岳清从小耳濡
目染：“老一辈的手艺，不能到我这里失
传了。我得把传统工艺传承下去，还要
越做越好。”

2017 年，他果断辞去了合金厂的工
作，回老家传承传统手工艺；2018 年，他
创建临朐县老刘家手工编织品加工厂，
大力发展传承传统手工制品，当年 7 月，
手工箅子成功申请临朐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眼见自己的作品名气越来越大，许多
人慕名而来登门学习。“招工招徒，招的多
为残疾人或贫困户。”刘岳清说，通过教授
手工活的方式，让他们也加入箅子编织
行列，目前已带动10余户贫困户脱贫。

用心蹚出山区农民致富路
——探寻山东省临朐县“因村因户精准施策”的脱贫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艳玲）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四川省、市、县、乡四级农业农村
行政和技术力量主动下沉，深入基层一线，
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抓春季农
业生产，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地，确保不误
春耕夏管。

从春节开始，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组成
21 个明察暗访组，下沉 21 个市（州）、84 个
涉农县（市），对农村疫情防控、春耕生产、
生猪恢复生产等，先后开展两轮调研摸排，
梳理出涉及农业生产用工难、生猪项目复
工难和农产品销售难等8个方面22个具体
问题，并召开全省视频调度会向有关市、县
进行反馈，督促加快解决落实。

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又出台《进
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增强工作执行力“1+
5”工作方案》，派出 21 个工作组，联系 1-2
个市（州）“三农”工作，围绕“粮猪生产、农
田农业项目建设、10+3 现代农业园区发
展、宜居乡村建设、农民增收与农业产业
扶贫”5 大重点工作开展为期一年的调研
指导，明确要求每月在基层一线工作 10

天以上。
此外，四川省紧急出台《加强疫情科学

防控统筹抓好春耕生产的紧急通知》，组织
行业内党员干部、技术专家、生产大户等在
传统“农资保障、农技指导、农机作业”“三
项”服务基础上，创新开展“特殊困难农户
生产帮扶”服务，确保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
不误春耕农时。针对部分地区农资和农产
品运输不畅问题，现场指导地方部门建立

“点对点”保供和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发放“农资运输通行证”2000余张。

四川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同向发力，
深入一线调查研究问题，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千方百计保障春季农业生产。德阳市
155 名党员干部开展农产品运输“接引服
务”，协调解决农畜产品出不了村、农资进
不了村等问题。乐山市派出 5 个工作组
140 人次，农技专家服务团、驻村农技员
1800 余人次，加强小凉山彝区春耕指导。
甘孜州组建 18个州县专家服务团队，并抽
派农技人员进村指导 1000余人次，检修农
机具2850台。

四川：干部下沉田间地头防疫生产“两手抓”

本报讯（记者 阮蓓）近日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全区在持续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强化四大措施，扎实
推进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取得阶段性成
效。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累计开展农资打假巡查检查 5127
次，出动执法人员1.78万人次，检查门店和
企业 1.43 万个次，抽检农资产品和标签共
4566批次，查处问题312个，立案210件，办
结 160 件，挽回经济损失 206.76 万元。目
前，广西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呈现起步早、
动作快、力度大和查处严等四大特点：

立足一个“早”。为确保春耕备耕农资
供给安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月上中旬即
全面启动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先后召开农
资打假会商会议、全区农资打假工作视频
会，以及饲料、饲料添加剂、肥料、兽药、种子
和农药等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等一
系列文件，开展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合执法
检查行动，深入推进春季农资打假工作。

突出一个“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假劣
农资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严厉查处农资
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与去年同期相比，查

出问题数增207起，增长197.1%；立案数增
119起，增长130.8%；办结案件数增99起，增
长162.3%；案件办结率提高了9.2个百分点。

深化一个“协”。农资打假工作链条长，
涉及面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坚持与市场监
管局、供销社以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
加强联动协作。3月31日牵头召开了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市场监管
局、供销社等部门参加的春耕备耕农资打假
会商会议，促进形成农资打假工作合力。

强化一个“宣”。今春以来，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在各类媒体、网站上开展了农资
打假广泛宣传，积极引导正向舆论影响
力。全区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宣传，进
一步营造出良好社会氛围。

下一步，广西将联合检察院、法院、公
安、市场监管局和供销社，开展为期3个月
的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充分利用巡查
检查、监督抽查、飞行检查、暗查暗访、投诉
举报等手段，积极查找问题隐患，严厉查处
制售假劣农资、破坏市场秩序、侵害农民利
益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全区农资
打假“春雷”行动。

广西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呈现四大特点

本报讯（记者 杨梦帆）日前，国家统计
局发布 2020 年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元，比上年同
期名义增长2.7%，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
下降3.0%，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1.7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一季度，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全国
农村居民高1.8个百分点，实际降幅小于全
国农村居民 1.7 个百分点。从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情况看，一季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44 元，增长
2.6%，增速比全国农村居民高 1.7 个百分
点，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 3.1%，实
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 1.6 个百分点。
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情况看，一季
度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185 元，增长 2.0%，增速比全
国农村居民高1.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影响，实际下降3.7%，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
村居民1.0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保持增长稳
定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受疫情影响，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复工较往年延迟，2月

获得的工资收入明显减少，但春节前务工收
入较快增长及节后各地优先组织贫困劳动
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部分抵消了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1192元，增长0.3%，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疫情期间，各
级政府通过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扩大临时
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等方式，加大社会
保障和救助力度，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从政府获得的包括养老金、社会救济和补
助、政策性生活补贴、报销医疗费等在内的
转移性收入人均359元，增长10.7%。在这
些措施作用下，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转移净收入945元，增长9.2%。

一产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支撑了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略有增加。在疫
情冲击下，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二
三产经营净收入339元，下降10.4%。其中，
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等经营净收入受疫
情影响下降较多，分别下降 27.7%、21.2%。
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一产经营净
收入699元，增长6.0%，主要是受到生猪等
畜牧产品价格同比大幅上涨的影响，人均牧
业经营净收入298元，增长27.2%，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21.7个百分点。在一产经营净
收入较快增长的带动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1037元，增长0.1%。

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元

时下正是浙江省甜瓜等农产品成熟采摘季节，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先锋志愿者走进辖区农产品种植基地，通过线上直播向消
费者和客商推介农产品，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助力农产品拓展销路，带动农民增收。 王国洋 吴亚萍 摄

陕西省府谷县
非洲猪瘟疫区解除封锁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5月3日接到陕西
省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经评估验收合格，榆林市府谷县人民政府
依照有关规定解除非洲猪瘟疫区封锁。

4月 11日，府谷县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当地政府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和非
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立即采取了封
锁、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疫情处置措
施，扑杀了疫区内应扑杀的生猪。经过连续
21天的监测排查，疫区内未发现新的病例和
监测阳性。5月3日，经现场评估验收，结果
符合关于疫区解除封锁的有关规定。农业
农村部要求当地畜牧兽医部门继续加强疫
情监测排查，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防止非
洲猪瘟疫情再次发生。 龙新

洛阳启动高速公路服务区
农产品消费扶贫行动

本报讯（记者 陈显萍）近日，河南省洛
阳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农产品消费扶贫行动
在嵩县陆浑高速公路服务区启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南省洛
阳市的栾川、嵩县、洛宁、汝阳、新安等县出
现 10 大类、55 个品种，价值 2500 余万元农
副产品滞销，严重影响了产业扶贫和贫困
群众脱贫增收。3 月中旬，洛阳召开“互联
网 战疫情 促销售 助脱贫”产销对接会，
印发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与部
分企业签订了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合
作协议，收到良好成效。

据洛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要求
农业农村部门持续提升农产品质量，组织
特色农产品生产并摸清底数，系统梳理、筛
选符合展示展销要求的名特优新农产品并
编撰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推荐目录，向扶
贫部门推荐认定。交通运输部门与高速公
路服务区管理单位沟通对接，分级分类搭
建销售平台，组织经销企业根据贫困地区
特色农产品推荐目录，择优代销代售。扶
贫部门开展带贫主体、扶贫农产品认定和
宣传，通过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增加收入。

广州百园“绽放”助力
乡村旅游复苏

本报讯（记者 付伟）近日，广州市106个
农业公园和农业公园创建单位集中开园，为
广州乡村旅游按下重启键和加速键。

近年来，广州市以现代农业为核心，以
种养基地、田园风光为依托，创建了一批集
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展示、农业创意文
化、乡村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农业公园。今
年，广州在 29 个省、市级农业公园基础上，
筛选 77 个具备农业公园发展雏形的园区，
作为市级农业公园创建单位。

目前，广州乡村旅游正在逐步复苏。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等通过制定系列指引措
施和提供有效服务保障，指导乡村旅游经
营主体实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
误”，为周边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好
地满足广大市民的近郊游需求。

□□ 周峰 张照龙 本报记者 乐明凯

“我们村是个茶叶村，村民主要收入来
源就是茶叶，村集体每年靠茶叶收入 5 万
余元，茶产业扶持政策帮助 50多个贫困户
200多人脱贫致富。”近日，湖北省丹江口市
牛河林区凤凰山村村民陈光明介绍，村里
引进企业流转土地 300多亩建起了大智生
态茶叶基地，周边村民通过在基地采茶、开
农家乐等方式实现脱贫。

茶叶是丹江口市的农业特色产业，
2014年以来，丹江口市发挥资源和特色产
业优势，大力推进茶叶产业精准扶贫。

日前，记者在丹江口市浪河镇圣和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茶叶生产车间内看到，车间内
一片繁忙，工人们正操作机械发酵红茶。
该公司总经理吴红梅介绍，公司采取“专业
合作社+龙头企业+扶贫车间+贫困户”的运
作模式，让群众在企业里增收，让企业在经
营中赢利。2019年公司出口红茶260吨，创
汇 1300 万美元，带动 142 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现正尝试用

新媒体直播销售，并加强了物流配送。
丹江口市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杨勇

介绍：“丹江口市将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相
结合，将产业扶持政策向贫困户倾斜，支持
市场主体、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产业建
设，新建标准化茶园，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
1200 元-2000 元；老茶园按照技术标准改
造，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1000元。”

“我们把种植户的茶叶鲜叶全部收购
进来，应采尽采，应收尽收，鼓励贫困户积
极种植茶叶。”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湖北神武
道茶公司总经理张丙华说。

据了解，2019年，丹江口市茶叶种植面
积较 2014 年增加 8000 亩，茶园面积已达
4.2万亩，年产值2.5多亿元，带动上千家贫
困户脱贫致富。

受疫情影响，丹江口市产茶区遇到了
不同程度的销售难问题，各级政府部门领
导纷纷变身“网上销售员”，利用网络直播
对外推介进行销售。下一步，该市将大力
推进茶产业与文化、体育、旅游观光等产业
深度融合，紧盯市场，拓宽销售渠道。

丹江口市：茶产业扶贫动能强

□□ 本报记者 蔡茂楷

近年来，福建大田县以“让村庄洁起
来、乡村美起来”为目标，打响了一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自今年 3 月下旬以来，大田县开展
以“清沟扫地摆整齐、干干净净迎小康”
为主题的村庄清洁行动，参与整治的党
员干部和群众达 1.3 万人次。清理村内
河塘沟渠、排水沟 285公里，清运各类垃
圾865吨，拆除乱搭乱盖1985处，整理房
前屋后4320座。

支部吹哨，干部报到。下发《发动全

县党员干部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倡
议书》等文件。发动全县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乡贤及群众利用周末时间，回乡参
与集中整治，做好自家房和祖房、众房的
整治及参与村公共区域的整治，掀起全
县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发动群众，共建“五好”。对整治内
容、整治方式和整治标准，事前及时公
示，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采取“一事一
议”、事前竞争、事后奖补等方式，发动群
众积极参与环境整治。每月开展“五好”
（卫生保洁好、庭院整理好、房屋建设好、
民风培育好、产业发展好）农家评选活

动，评选一批，授牌一批，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重点聚焦，着力长效。按照“立足清、
聚焦保、着力改、促进美”的思路，实现村
庄由一时清洁向长效清洁转变。全县所
辖266个行政村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安排
公益性岗位，选择建档立卡贫困户、特殊
困难户负责保洁、维护工作，实现“有人
管”。抓好村庄清洁行动与乡村产业发展
有机结合，引进全省首个古村落“灯光小
镇”项目，打造的花田氧吧基地，成为网红

“打卡”点，每年可新增村财收入 20余万
元，真正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福建大田：整出新村居，促进新发展

（上接第一版）
“政策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哭还是

笑。”2019年年初贵州组织的随机入户抽
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搬迁政策的满意度
达 99.46%，对配套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设施的满意度达 99.03%，对住房的满意
度达 98.28%，对就业脱贫措施的满意度
达97.95%。

从乌蒙高原到苗岭侗乡，从乌江之
畔到南北盘江，搬迁群众家家户户都在
家里显眼处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搬出
大山时的老屋，一张是现在的新生活。

新与旧、苦与乐，新市民把两张照片
作为“传家宝”传下来，永远感恩习近平总
书记、感恩党中央。

今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搬迁户，让我
们对过好今后的日子更加有信心了！”黎
平县搬迁户张菊先乐呵呵地说。去年10
月，张菊先一家从罗里乡樟溪村搬进了

县城的安置点。
20 多年的吊脚楼透风漏雨，楼上住

人，楼下养猪；大儿子外出打工，已经 4
年没有回家；村里山高谷深，只能种点水
稻……“以前的生活太苦了。”在 100 平
方米的楼房新居里，张菊先回忆往昔感
慨不已。

搬进了城、离开了土地，新生活还得
有新营生来维系。

为让群众吃上定心丸，贵州注重抓
住两头——在迁出地，稳妥推进旧房拆
除，盘活山林、土地、宅基地等资源；在安
置地，除解决就业外，还加快完善相关配
套设施，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

“老家的 10多亩山地流转给合作社
种花椒了。”正安县瑞濠移民安置点搬迁
户张大仙说，按照合同规定，再过 3 年，
这些花椒就归她所有。搬到县城后，儿
子在广州打工，儿媳妇在县城工业园上
班，她在带孙之余，还能打点零工。

在整乡搬迁的晴隆县三宝乡，村民

扶老携幼向着新家——阿妹戚托小镇走
去，在那里有建好的新房、崭新的家具、
成套的家电，搬迁小区已经规划建设为
一个旅游景区，有许许多多的就业岗位
在等待着他们。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的不仅仅是贫
困群众的居住条件，更激活了他们的志
气、梦想和创造力。在铜仁市万山区，扶
贫搬迁户刘东玲想不到，自己那双拿惯
了锄头的手，现在也可以握着鼠标熟练
地在电脑屏幕上做着标注，她的标注会
通过网络传到阿里巴巴的数据中心。搬
出大山一年多，她开始有了一个让孩子
成为数据专家的新梦想。

如今，在新家园里，日日享受天伦之
乐由梦变为了现实；一张张笑脸，一段段
欢乐时光，都是打赢易地扶贫搬迁这场
硬仗的幸福印记。每一个新家园都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小洋楼或白墙青瓦或
黄壁蓝顶，多彩民族风情穿梭其间，散发
出的是浓浓的乡愁。

幸福生活，从新家园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