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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肖力伟

去一趟陕西省周至县王家河镇玉皇庙村，你
会对“山高路远”这几个字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周至县王家河镇玉皇庙村地处周至南部山区，
距县城62公里，从108国道38公里处进入后全都是
山路，盘旋而上，越深入大山，坡度越大，路面狭窄。
顺着山路一路开，45度倾斜的“S弯”一个接一个。
司机说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十有八个都要晕车。

47岁的村民何东峰前一天刚从山外回来，正
在自家的小院里忙碌着，身后的坡地上摆放着的
一个个蜂箱格外引人注目。

说起脱贫前的日子，何东峰的眼里闪烁着泪

光。“2015年我父亲重病，在外打工的我只能回家
照顾，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妻子干零活挣的那
点钱给父亲买药都不够，欠了一屁股的债……”

2016年，扶贫工作队的到来，给何东峰一家
带来了希望。在工作队的奔波协调下，何东峰的
父亲被纳入大病医保健康扶贫项目，他的一双儿
女也顺利享受到贫困学生教育资助。

“不能啥都靠政府，我得想办法靠自己的双
手赚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何东峰人穷志不
短，工作队队长武旭亚看在眼里，盘算着如何帮
他一起找路子脱贫。

山里人不少都有养蜂经验，何东峰也不例
外。但因为缺乏技术，之前养蜂赔了不少钱，让

他有些心凉。“有了工作队的帮助，那一年，我们
村里的贫困户都免费分到了蜂箱，我也领到了15
箱蜂。”何东峰说，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一定要把
蜂养好，不能辜负帮助自己的人。

大山里春、夏、秋三季花开遍野，为中蜂养殖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何东峰吸取之前
的教训，从学技术下手，认真钻研，精心管理。

功夫下在哪，成果就出在哪。很快，何东峰
的第一批中蜂就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他高兴
坏了。渐渐地，他开始逐步扩大规模，从最初的
15 箱，到 2018 年的 100 余箱，不仅成为了养蜂能
手，还成功脱了贫。2018年底，他牵头成立西安

“蜂露源”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本村的村

民，带领大家共同走向致富路。
“再过一个月就开始取蜜了！今年我养的这

150箱蜂，顺利的话预计能产蜜 1000余斤，卖到 5
万元。”采访间隙，他打开蜂箱，取出一片蜂脾给
我们介绍。

如今，在山里，何东峰有他热爱的养蜂事业，他
打算今年为蜂蜜注册商标，把产业做大一点。在山
外，何东峰的女儿已经就业，儿子也读上了大学，不
忙的时候，他也会出山打些零工，贴补家用。

在何东峰眼里，山里和山外已经不再遥远。
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有更多温暖的力量投向了
这个小山村，在乡村振兴开启之年，必将有更多
的惊喜在路上！

山里山外，一样的世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孙眉

每天早晨 4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
平洋镇平洋村扶贫车间主任乔福军就会从睡梦
中醒来，他忙碌而充实的一天就此拉开序幕。

在工作中，乔福军是全镇10个扶贫车间的带
头人，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敬业的精神，带领一大
批困难群众，通过手工编织脱贫致富；在生活中，
他虽是一个胸背部畸形的残疾人，却是家里的

“顶梁柱”，不但要照顾双目失明的年迈父亲和行
动不便的妻子，还要照看 13 岁女儿的学习、成
长。他沐浴着党和政府对残疾人、对贫困人口帮
扶政策的阳光，又将勤劳致富的技能、自力更生
的信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从此以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

磨难，在乔福军的生活中如影随形。5岁时，
乔福军因意外摔伤导致胸背部严重畸形；妻子刘
宇佳患有先天性软骨病，行动离不开双拐。2006
年，乔福军的母亲被确诊患有乳腺癌，为了给母
亲看病，他卖掉了唯一的房子，还欠下了外债。

为了生计，乔福军曾在外打工近20年。2014

年，为了照顾双目失明的老父亲，乔福军不得不
返回家乡。2015年，乔福军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17年，泰来县政府引进江苏瑞王汽车有限
公司，为全县的残疾、贫困人口开辟出一个新的
谋生渠道——手工编织汽车坐垫。公司提供设
计图样和冰蚕丝、亚麻等原材料，交给老百姓编
织后，再统一回收。

当第一期技能培训班开办时，县、镇政府的
帮扶干部第一个想到了乔福军两口子。经过长
达三个月的培训，乔福军和妻子学得一手过硬的
技能。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编织的手法是
固定的，怎么灵活运用，就要看各人的悟性了。”
乔福军说，他和妻子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手上
磨出了泡，手指被针扎得生疼，也不曾停下来休
息。“我想，政府把就业平台落到家门口了，要学
就学出个样儿来。”

当年，夫妻俩依靠手工编织挣了 4000多元。
学成后的乔福军，无论公司需要什么图案，他只
需要两天时间琢磨，就能编织出样品来。根据他
的样品、图纸，其他人也能编织出合格的产品来。

2018 年，平洋镇第一家扶贫车间——“百姓
创业之家”成立，有20多人在此务工，大多是生活
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乔福军被任命为车间负
责人。刚开始，车间没有固定场所，泰来县整合
扶贫资金，建起占地 150 平方米的扶贫车间，暖
气、空调等设备一应俱全。

后来，乔福军一家人搬进了管理员工作室，在
扶贫车间的一角，有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家。依
靠手工编织，乔福军和妻子每年能有 2万多元收
入，顺利脱了贫。他感慨地说：“这下，风吹不着，雨
淋不着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和各级组织的帮扶。”

“带动大家，酸甜苦辣咸都有，总
的还是甜的多”

当记者问及教过多少名学员时，乔福军停顿
了一会儿，说：“数不过来啊，全县 30多个扶贫车
间，都有我的学员。”

为方便老百姓就近务工，2019年3月，平洋镇
根据各行政村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 9个扶贫
车间。乔福军被聘为平洋镇手工编织基地管理
员，负责全镇 10个车间的技术培训和日常管理。
有的扶贫车间所在的行政村离得很远，他却不以

为意，骑上摩托车，风雨无阻。
“就像师父教徒弟，虽然辛苦，但我心里很高

兴。”乔福军说。
有学员编织的方法不对，乔福军赶紧纠正，

对方不服气，说，我就这么织，爱咋咋的。结果第
一批 300多套产品，厂家验收全部不合格。“大家
都抱头哭啊，我说不用哭，我们慢慢改进，第二批
合格率就达到80%。”乔福军说。

编织一套车垫，可挣到 200元手工费。一个
熟练的工人，3-5天能编织出一套，乔福军坦言，
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每天都有活干。这对于
很多行动不便，需要照顾家庭的人们，还是能够
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生活。

“带动大家的过程，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
有，可一看到人们日子过得更好了，我觉得，还是
甜的多。”乔福军说。去年，他开设了网络直播
间，将坐垫产品卖到了全国。今年3月，乔福军联
系电商平台、物流等，建起电商服务站，为群众直
播带货提供场地设备，还提供代购代销等服务，
他自己尝试着在直播间销售当地大米。“生活就
得去拼，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干。”乔福军对未来充
满了干劲和期待。

双手“编织”出来的幸福
——记全国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乔福军

群英谱

江苏
10举措强化民政兜底保障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致
富奔小康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列出了10项重点举措，强调要保持民政领域兜
底保障政策总体稳定，适度扩大兜底保障和福利政策覆盖范
围，调整优化政策供给，提高保障质量水平，更好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意见指出，要持续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对脱贫
人口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
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依规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临时救助；落实低保

“单人户”政策；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推进失能
（失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同时，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
预警机制，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适度扩大基本
生活救助覆盖范围，积极推动专项救助向低收入家庭、支出型
困难家庭延伸；建立特困供养对象、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中
的失能老年人照料护理补贴制度，完善急难型临时救助和支
出型临时救助制度。

意见明确，要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残疾人两项补
贴制度，进一步做好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福利保障工作；加
强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服务工作。同时，要加强农村基层
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持续
做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划地名工作。

《意见》强调，将“6+2”重点地区、12个重点县（区）作为重点
帮促地区，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力度，不断提升民政
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湖南
选派2.4万名干部接续驻村帮扶

在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湖南省继续选派24021名机
关企事业干部组成10253支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工作。5月
7日，驻村工作队全部进村到岗，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据悉，在这次驻村工作队员调整轮换过程中，各级组织部
门严格把好选人、派驻、管理、激励“四关”，确保驻村干部选得
准、沉得下、融得进、干得好。

把好选人关，组织部门明确要求省派驻村工作队长一般
应是副处长以上或相应职级层级的干部，市县驻村工作队长
一般由单位中层及以上干部担任，注重从优秀年轻干部特别
是近年来确定的优秀年轻干部调研对象中选派驻村干部。把
好派驻关，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任务较重的重点帮扶村，主要
由省、市和派出单位力量较强的县派工作队进行帮扶，工作队
原则上不少于3人。对任务较轻的已脱贫村，至少选派1名第
一书记。对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一队带
多村”方式，就近帮扶相邻的1-2个村，实施整体推进、连片开
发。把好管理关，由各级组织、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部门共同
成立驻村办，构建了县乡属地管理、单位跟踪管理、驻村办服
务管理的多维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约谈提醒、召回撤
换等工作制度，持续加强驻村工作作风建设。把好激励关，严
格落实省委“1+5”文件精神，对驻村期间表现优秀、做出突出
贡献的驻村干部，在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重点倾斜。实行派
出单位要与驻点村项目、资金、责任“三个捆绑”，建立派出单
位定期听取驻村工作汇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到村调研
指导等制度。 周帙恒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云南省昆明市建立健
全精准防贫监测预警和帮扶工作机制，严防脱贫人口返贫和
边缘人口致贫。禄劝县团街镇治安村铁外村小组邹顺福一家
就被列为了监测对象。2018年脱贫后，邹顺福因头部受伤无
法外出务工，以致影响家庭收入。对此，禄劝县扶贫部门有针
对性地进行帮扶，扩大低保范围，争取小额贷款，帮助他发展
养殖业。如今，邹顺福一家的日子又慢慢好了起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摄

山东临清市戴湾镇小王庄村
烧鸡产业激发振兴动力

山东省临清市戴湾镇小王庄村曾经是省定贫困村，2015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达到257人。经过多方努力，到2018年底，
全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怎样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推进村庄产业振兴？驻村第
一书记傅岩峰多次前往村民家中走访，了解到小王庄有制作
烧鸡的传统手艺，但受制于种种因素，仅剩一户以家庭作坊的
形式经营。傅岩峰想，一定要把这个有潜力的产业做起来。

2019年，村党支部先后与4户村民协商，整合村集体和个
人土地2200平方米；村里集资200余万元，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60 万元，仅用了 3 个月，一座标准的烧鸡加工厂房就建了起
来。进设备、招工人、优化生产流程、打品牌……目前，小王庄
村烧鸡的日生产能力达到 1 万余只，年营业额达到 900 余万
元，带动本村60余名群众就业。产业的发展激发出了乡村振
兴的内生动力。村集体资产从零增长到327万元，村集体收入
突破20万元。现在，小王庄进出村都是柏油路，新建的文化活
动广场上安装了健身器材，村里还建起了图书阅读室，环村及
村内道路两侧都栽种了海棠、冬青等绿化树木，路两侧的路灯
整齐划一，全村旧貌换新颜。 姚晓楠 尚晓

□□ 王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
界处,曾经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
2014年起，中国农发集团开始定点帮扶萧县。
7年时间，农发人带着“帮贫困老乡拔掉穷根，
过上好日子”的决心，数年如一日扎根萧县，在
培育产业、保障医疗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等领
域精准施策，不断提升萧县的自我发展能力。
2020年 4月，萧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21.29
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脱贫摘帽不是集团定点帮扶的终点，是新
使命、新征程的开端。在扶持脱贫县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上，在加强党建发
展上继续发挥大国顶梁柱的作用，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央
企力量。”中国农发集团董事长余涤非说道。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不断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农
发集团继续深化产业培育、为老百姓兜底健康
保障，强化党建引领，在巩固好脱贫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农发人”铿锵有力，担当
责任“不打折”。

培育长效产业，让村民劳有所得

在位于距离萧县县城 23公里的庄里镇陶
墟村，记者走进农发集团产业帮扶榛子种植基
地，一眼望去，山坡上翠绿的榛子树鳞次栉比，
细看一颗颗榛子树苗，繁茂的枝叶在盛夏的微
风中轻轻舞蹈，虽然还不够高挺，但如陶墟村
的产业势头一般，焕发着勃勃的生机活力，如
陶墟村的村民生活一样，饱含着美好希望。

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农发集团依
托乡村地域特色、产业结构调整，拉长产业链
条，探索一条适合当地群众稳定持续增收的路
径，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紧密“链”接。

“我们陶墟村内共有 5300多亩山林地，占
了整村可用耕地的55%以上，但受限于多石、多
旱、少雨和缺水的自然条件，过去的利用率很
低，几乎没有经济价值。这两年集团引进了抗
寒、耐旱、易管理、易存储、市场前景好、经济价
值高的榛子产业项目，到明年开始挂果后，估
计每亩的利润都能达到 3000-4000元，老百姓
未来每年都能稳定地挣到钱。”农发集团驻陶
墟村第一书记李韦东介绍。

过去两年里，农发集团每年投入大量发展
资金在陶墟村进行榛子种植和推广，目前已达
400亩左右的规模，今年农发集团计划在加大投
入的同时，再扩种200亩，达到600亩。同时，为
了提升山林地发展产业的经济效益，农发集团

在结合当地的气候、山地土层厚度及土壤特性
的基础上，与安徽省林科院、宿州夹沟林场等科
研院校和技术专家保持密切协作，为村民提供
技术帮扶，让榛子产业在村里牢牢地扎了根。

陶墟村的榛子种植项目以村集体土地为
主，加上农户以自有山林地入股，采取了“帮扶
资金托底+农户山林地分红+村集体统一运作
占比增收”的运作模式，保障了榛子种植资金
来源，村集体统一运作便于管理，农户持续有
分红及务工收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榛子产业振兴发展，未来可期。之前在种
植、管理的环节中，选派干部共带动115户、200多
人次参与到种植、传粉、修剪等管护之中，平均每
户都增收在1000元左右；等到榛子林开始收果子
后，600亩规模预计总收入可达180万至240万元
左右。”农发集团选派萧县挂职副县长徐晓明说，

“为了保障榛子树在盛果期未达期间土地的经济
价值，集团结合山林地种养特点对榛子种植地套
种其他作物进行了技术安排与指导，为种植榛子
树的农户们免费提供优质品种的豌豆种，此项套
种措施使山林地的经济价值提升了1.3倍左右，
不仅从经济角度保障了榛子的成活率，而且提高
了农户对榛子自觉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

除为陶墟村引进榛子产业外，中国农发集
团还先后在萧县 4个乡镇 5个行政村帮扶发展
了马铃薯、艾草、黄花菜等7个产业。在此基础
上，据统计，农发集团 2020年通过消费扶贫采
购农产品 100 余吨，使 5 个帮扶村集体经济收
入每年累计增收 100 余万元，帮助 500 余名低

收入群众、3000多名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增收。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让村民病有所医

走进陶墟村卫生室，亮白色的门厅有着城
市医院的干净和宽敞，在注射间内，身穿白大
褂、手带皮手套的医生，一手握住病人手腕、一
手顶住吊瓶针尖，一气呵成将针头推入病人手
背，认真专业。

“以前村里没有卫生室，每次输液要走几
公里到乡医院，我岁数大了，行动不便，就能忍
就忍、能扛就扛，结果身体是越忍越差。好在
后来农发集团来建了卫生室，卫生条件好、医
生技术棒、看病距离近，我现在输液直接出门
拐俩弯就到，很方便。”村民薛友林患有胃病，
身体状况严重影响着生活，无法从事工作，日
子越过越穷。自从村里有了卫生室，看病就医
变得非常方便，身体好了也有了干活挣钱的能
力，日子越过越好。

村卫生室成了薛友林的“心头好”，也让村
民感受到了病有所医的“小幸福”。同时，新扩
建的陶墟村卫生室还设立了卫生医疗多媒体
教室，为村民组织开展卫生教育课程，帮助村
民了解自我保护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增进农民福祉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最
终目标。针对萧县部分村庄由于青壮年外出
务工，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就近就医难、没
有规范固定场所的问题，农发集团先后在路套
村、陶墟村等三个村分别注资，新建和扩建了3
幢总面积达 700平方米的标准村卫生室，解决

了近万名村民就近就医和看病难问题，并为全
县2个乡镇残疾人捐赠了200台轮椅。

七年来，农发集团致力于乡村建设，加快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为实施乡
村振兴打好基础。先后为5个帮扶村安装了累
计总长 26.4公里太阳能路灯，新建了农贸市场
和纵贯全村的排水沟，针对自然灾害导致的村
民生产生活困难，帮助修复生产公路 28 条 22
公里、桥涵 10座；针对解决留守儿童入托难问
题，帮助翻新了1所幼儿园、援建了两个留守儿
童活动室，让500多名幼儿从中获益。

发挥党建作用，让村民心有所属

在离开卫生室时，记者碰到了坐着轮椅前
来复诊的村民万德安。

60岁的万德安，前几年通过各项帮扶和自
身努力，已经彻底走出了贫困，然而去年4月份
的一场中风，导致老人瘫痪在床，“多亏了李书
记、多亏了党组织啊，帮助我解决了现在这个
轮椅的大问题，现在我也可以很方便地自由行
动了。”万德安说。

记者了解到，为改善万德安生活自理困难
的情况，李韦东发起了“星星之火，党员一元钱
化困”行动，通过党员微信群向全体党员提出
了行动倡议，明确了行动节点和帮助其提出的
解决一辆轮椅的要求，做到不超限、不超额，得
到了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依托各项帮扶措
施，万德安已经基本恢复，轮椅也成为了他向
其他村民宣传党组织的一本教科书。

据介绍，脱贫攻坚期间，为了让群众建立起
依托党组织脱贫发展的信心，农发集团选派的5
名扶贫干部通过讲宗旨立规矩、传授改善办法、
锻造责任典范等措施，让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彰显。

“当前，我们利用集团部分党建工作成功经
验，启发性地融入帮扶的日常工作之中，对标对表
党建工作要点，逐渐形成基层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乡村治理体
系，让治理有效成为定点帮扶县实施乡村振兴工
作的重要抓手。”集团群工部副部长刘山介绍。

延伸对标、对表评价链。在集团帮扶干部
的带领下，陶墟村成立党员先锋队、启动为民
服务便民车、落实惠民宝服务、利用网络平台
搭建在外务工党员学习平台、形成‘党员微信+
帮困解难’渠道制度。与此同时，集团在村里
积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村年轻后备干部
3 名，党员微教育上线率和完成率达到 100%。
陶墟村村党组织连续2次被萧县县委组织部评
为“季度先锋榜”，驻村工作队 2次被萧县县委
组织部评为“季度先锋驻村工作队”。

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的紧密“链”接
——记中国农发集团定点帮扶安徽萧县

中国农发集团选派萧县挂职副县长徐晓明（右）在田间地头指导特色胡萝卜种植技术。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