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 9 . 1
星期四

www.q lwb.com.cn
读者热线: 96706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甘守三尺讲台
争做“四有”老师

E02 商河教育

商河精准扶贫系列二>>

村村里里有有产产业业，，咱咱腰腰包包才才能能有有钱钱
殷巷镇22个贫困村全部确定了产业扶贫项目

断桥三月未修
村民出行受阻

E04 资讯

土地就是最大的
“脱贫股份”

“咱以前是贫困户,现在却
成了股东,就跟做梦一样。”谈到
变化,逯家村张风祥老人难掩喜
色。他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建起
了采摘园,自己就用土地入了
股,每年至少能领3000多元保底
分红,平时他还到采摘园打工,
一个月至少有800元工资。“现在
咱一下子多了两份收入,就算以
后干不动活儿,也还有分红保
底。”

记者了解到，殷巷镇逯家
村位于镇政府驻地以南2公里
处，共46户、189人，耕地面积324
亩，现有贫困人口18户、45人。它
是殷巷镇典型的贫困村之一，
村小地少、缺乏支柱产业，群众
收入来源多依靠外出打工。去
年，该村实行“支部+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模式，由商河县绿
康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管
理运营，将全村土地流转，按面
积支付流转费，收益优先分红
给贫困户，并吸收贫困群众入
园打工。

据逯家村村支书张洪军介
绍，目前园区种植了54亩烟富8
号苹果，树下种植了留兰香，预
计明年两项作物的纯收益可达
18万元，收益的50%将用于扶贫
户分红，人均2000元左右，加上
土地流转及在园区打工的费
用，确保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在镇扶贫部门引导下，该
村通过土地流转方式,以村民土

地入股的形式，整合全村300余
亩土地,打造起一片高端果树观
光采摘园。运作上,采摘园对村
民按股分红,更重要的是扶贫资
金入股可以兜底保障没有或低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同时,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还可以参与采
摘园劳动来获得相应工作报
酬，真正实现了“人人是股东，年
年有分红”。

除逯家村这类产业模式
外，该镇还实行资金、资产整合
入股，整合上级扶贫资金、项目
资金等，折股量化入股到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按股份享受分红。通过以上模
式，实现了土地流转“获租金”，
扶贫资金、资产整合入股“变股
金”，入园劳动“挣薪金”，贫困群
众成为“三金农民”，脱贫致富的
底气和信心越来越足。

折股量化提高贫
困户分红比例

在张六真村凤凰果业家庭
农场，茂盛的枣树行间种植着
大豆，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
泛着光。农场负责人张连明介
绍，枣树品种是“仲秋红”，具有
极高的营养、保健和美容价值。
张连明表示，这种方式是整合
上级扶贫资金、项目资金、镇政
府产业补助和村集体资产等，
折股量化后，入股到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按股
份享受分红。股份的所有权归
村集体，管理权归经营主体，受
益权归贫困户。

“今年春季他参加了镇上
统一组织的贫困村负责人培
训，了解到济阳县山东硕博农
业基地的“仲秋红”枣树适合
该村种植，于是引进后发展起
100亩的枣树园区。采取枣树
与大豆间作的模式，明年枣树
就能结果。”他告诉记者，以
100亩的枣树与留兰香间作项
目为例，果树第二年结果，第
三年进入盛果期，每亩产干枣
500斤，每斤10元，总产值50万
元；留兰香每亩产精油25斤，
每斤150元，按80%的间作面积
计算，总产值30万元。前两年
主要依靠留兰香收益，除去土
地流转费、务工费和管理费等
成本外，每年纯收益16万元，
以平均每个村40口贫困人口
计算，每人每年可分红4000
元，另外还有土地流转费、园
区管理务工费等，能够确保其
收入达到贫困线以上。两年后
的效益还将更高，届时再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分红比例。

在镇扶贫部门引导下，该
村通过土地流转方式,以村民土
地入股的形式，整合全村300余
亩土地,打造起一片高端果树观
光采摘园。运作上,同样实现了

“人人是股东，年年有分红”。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

核心内容，是精准扶贫的治本
之策。”截至目前，全镇22个贫困
村全部确定了产业扶贫项目，
其中张六真、逯家等15个村已经
实施，其他村正在进行土地流
转等准备工作，预计今年秋季
正式动工，明年全部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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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别小看了俺这山
羊，它可是能给俺生钱的。”
正在田地里拔草的殷巷镇马
家村村民马先生说道。马先
生告诉记者，手推三轮车一
整车厢草也就够家里的羊吃
一天，自从镇上给家里发放
了三只母山羊后，每天给羊拔
草成了他的主要工作。“我腿
脚不灵便，外出打工找活难，
靠着家里的羊，一年也能挣个
三五千，日子越来越好了。”

据了解，马家村是殷巷镇
出了名的贫困村。村里耕地
少，地质偏碱，全村共有87户
贫困户，贫困人口达到298人。
村里人开玩笑说：“要是再这
样穷下去，咱村的小伙子找媳
妇就难了。”为了精准扶贫，村
里今年投资18万，为每户发放
了三只母山羊的，按照一只羊
两年繁殖三胎的进度，贫困户
每年可增收5000元。

“山羊能给村里人带来收
入，但想真正脱贫，村里还得

有靠得住的产业。”为了长效
发展，马家村在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建起了标准化蔬菜种植
基地。全村进行土地流转，占
地120亩的标准化蔬菜种植区
建设蔬菜大棚20个，为相关单
位提供蔬菜供给。殷巷镇的工
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
亩地每年租金为1050元，其中
1000元是土地流转补偿金，50
元作为村里土地管理费。一年
下来，单靠蔬菜种植基地，贫
困户每年能增收1 .2万元，村集
体增收1万元。

除了给村里人带来直接
效益外，标准化生产基地还
给村里提供了6 0个工作岗
位。马先生就一直在基地打
工，每天大约收入50元左右。
马先生说：“家里上有老下有
小脱不了身，村里有了产业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一家老
小就能吃上饭了。村里有了
产业，咱的腰包才能鼓起
来。”

贫贫困困村村马马家家村村变变形形记记

扶贫观察手记：

““靠靠河河吃吃地地””，，要要给给吃吃货货放放大大招招
出来商河县城，沿着省

道248，一直往北走，过不了
多久，就会进入殷巷镇。对于
殷巷镇的印象，就是这个

“大”镇，大主要体现在人多
地多。围着殷巷镇转悠了一
圈，发现道边摆满了卖花生、
苹果、鸭梨、红薯的摊位。当
地居民熟悉地介绍着地里的
果实，时不时会来一句“尝
尝，自己地里长的”。殷巷镇
往北就是大沙河，在岸边步
行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涌出

“靠河吃地”的想法。
随着商河县对于大沙河

生态环境的规划与开发，紧靠
大沙河的殷巷镇无疑拥有重
要的生态资源。之所以靠

“地”，实则是作为一名“吃
货”，殷巷镇的魅力太大了。李
桂芬村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
说，还有贡梨，张六真的杏也
成了地理标志性产物。对我诱
惑最大的当数魁王金丝小枣

了。据说离开了高坊村那一亩
三分地，小枣就会变味道，因
此村里人常说：“只有在我们
这，这个枣才是这个味道。”

拥有众多农产品，在追求
体验式旅游的今天，为乡村旅
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殷巷镇
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正在进行中。借着第六届山东
省花卉博览会的契机，魁王金
丝小枣将会举办采摘节。除此
之外，殷巷镇先后承办了踏青
赏花文化节、绿色骑行节等活
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

我始终认为，立足于当
地的扶贫才会长远和有效，
要是能借着老百姓赖以为生
的“土地”做出文章，说不定
别有一番风味。作为农业大
镇的印象，“靠河吃地”也能
放大招。
本报记者 邢敏 李云云

近年来，殷巷镇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来抓，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向“造血”转
变，结合各村产业基础、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实际，坚持规模标准化、品牌特色化、收益长效化，大力
发展特色林果、大棚蔬菜、留兰香和中药材四大扶贫产业。截至目前，全镇22个贫困村全部确定了产
业扶贫项目，其中张六真、逯家等15个村已经实施，其他村正在进行土地流转等准备工作，预计今年
秋季正式动工，明年全部见效。

文/片 本报记者 邢敏 李云云

马家村蔬菜大棚。

葛延伸阅读

扶贫工作是商河县今年的重点工作，多个扶贫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扶贫攻坚如何打等问题受到商河人的重视。。随着“精准扶贫”
工作的进展，贫困村逐渐看到了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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