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持续发力，两年全市17 . 1万贫困户摘掉“穷帽子”

一一个个好好项项目目，，全全村村贫贫困困户户脱脱贫贫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孟杰

脱贫户声音
以前靠低保度日
现在一天收入近200元

缝制一个橘色小象1 . 2
元，陈红敏一天最多时可以缝
150个左右，这就意味着她能稳
收近200元。凭着一股子干劲，
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陈厂村的
陈红敏，手头比之前宽裕了不
少。

陈红敏的腰包鼓了，是
搭上了济宁高新区出台的金
融扶贫政策的快车。得到5万
元的贷款，她在家里做起了
加工毛绒玩具的小生意。除
了自己脱贫，如今她还带领
着同村的几个小姐妹一起走
上了致富路。

“现在出去给孩子买东西
可不像以前那么抠门了。”谈起
现在的生活，陈红敏满面春风。
婆婆眼睛看不见，丈夫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陈红
敏自己也身患双侧股骨头坏
死。她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上
初中。以前，陈红敏家就指望着

村头的两亩多地和每个季度的
低保。孩子每次交学费，都是陈
红敏最头疼的时候。“大人都有
病，不挣钱还得花钱吃药，平时
给孩子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
更别提零花钱了。”对于家里的
三个孩子，陈红敏总感觉有些
愧疚。

去年9月，济宁高新区开
始实施小额扶贫贷款。“我有
蹬缝纫机的手艺，也早就寻
思着找点活挣钱，可是一直
苦于没本金。”了解到陈红敏
的想法后，街道帮着陈红敏
申请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用
这笔钱，陈红敏购置了7台缝
纫机，1 1月份就在家里办起
了玩具加工厂。

“现在加工厂的姐妹们每
人每个月都能有千把块钱的收
入。”陈红敏说，虽然整日里都
在忙活，但看着屋里的这几台
缝纫机天天不闲着，自己心里
别提有多踏实了。随着业务的
增多，陈红敏还打算今年春天
再雇上两个人。“现在才是开
始，我的梦想是加工服装，开个
正儿八经的服装加工厂。”对于
未来的生活，陈红敏有了方向
也更有奔头了。

脱贫典型
修路搞旅游
全村贫困户脱贫了

自草莓进入采摘季以来，每
逢周末，南仲都村的草莓采摘大
棚里，都会迎来不少采摘游客。
经过发展，2014年建档立卡的43
户共105名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南仲都村位于泗水县圣水
峪镇，地理位置偏僻，以前贫困
人口较多，为省定贫困村。由于
交通不便，别说游客，村里人想
出门都不太容易，村里发展也受
到很大制约。近几年，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的不
断推进，南仲都村搞起了特色旅
游开发，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姚洪远是济宁市人大代
表，所在村发生的变化，离不开
他的带领。“我们到安徽、江苏
参观高产高效种植，发现反季
节大棚比普通大棚增加产值十
几倍。”回来后，南仲都村利用
省里拨付的60万元扶贫资金以
及省建行的80万元包村扶贫资
金，在村南建了20个大棚，承包
给村里有能力的村民搞特色种
植。为增加贫困家庭收入，村里
将20个大棚每年10万元的承包
费作为专项扶贫资金，发给村
里贫困家庭，这些家庭有劳动
能力的人，可以到采摘园打工
增加收入。

“有劳动能力的，就留在大
棚里打工，一天60元，每月干20
多天，就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
没有劳动能力的，每年的大棚
分红也足够帮助他们脱贫了。”
姚洪远说，为吸引游客，村里还
筹资修建了通往高速路口和县
城的道路。交通方便了，观光农
业也逐渐红火起来。

委员建议
“一对一”帮扶
避免村民再次返贫

“扶贫先扶志”，是众多
扶贫工作者们的经验。贫困
户们改变过去被动接受政府
和社会的帮助心理，主动用
双手和智慧去致富，日子也
会越过越好。

自从2014年济宁实施精准
扶贫工作以来，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过上好日子，脱离贫困状
态。但是，期间各个县市区也有
部分人因大病、交通意外等情
况又再次返贫。不过，只要贫困
户们享受产业项目等方式扶贫
的，一般不会再次返贫。对再次
返贫的继续关注和扶持，也能
再次脱贫。

政协委员高志兰说，以往
贫困户们受限于地理位置、身
体或智力等情况，很难有收入
来源。自从济宁启动脱贫攻坚
行动以来，把发展产业作为根
本之策。按照“一镇一业、一村

一品、一户一案”的原则，狠抓
特色“种养加”产业和光伏、电
商、旅游“三大扶贫行动”，通过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合作社+
基地+农户等方式，把贫困户
纳入产业链、保障收益。同
时，也采取提供贷款，助贫困
户创业脱贫的方式，让贫困
户们有了就业岗位等，项目
长期坚持，由“输血”到“造
血”，贫困户们的腰包也逐渐鼓
了起来。

目前济宁市还剩余3 . 4
万人未脱贫，今年年底将全
部脱贫。也就是说，今年和以
后的重点精准扶贫工作的重
点是巩固和提升现有成果。

“这方面比如鱼台县做的‘一
对一’帮扶的方式就很好，对
贫困户脱贫后的动向进行掌
握，随时关注，避免了再次返
贫。”高志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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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精准扶贫工作
已启动了两年多，经过集
中开展“六大脱贫攻坚行
动”，两年来累计脱贫17 . 1
万人，贫困群众收入水平
和幸福指数持续提高。
2017年，济宁市将对脱贫
任务较重的泗水(山区)、梁
山(滩区)、微山(湖区)三个
县和200个扶贫重点村，实
施重点突破。

2016年初全市有农村贫困
人口47221户、97163人，省下达
市年度脱贫计划3 . 6万人，济宁
市集中开展“六大脱贫攻坚行
动”，科学编制“1+6+30”政策体
系，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 . 6
亿元，通过落实各类帮扶措施，
全年脱贫6 . 3万人，再加上2015
年脱贫的10 . 8万人，目前全市
还剩余6个县3 . 4万贫困人口待
脱贫。

今年，济宁市各项工作中
关于民生部分第一个就是“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六大
脱贫攻坚行动”为引领，深入贯
彻实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
融扶贫、养老扶贫、兜底保障等
多元化脱贫路径，构建起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
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今年济宁市扶贫办将在确

定20个重点扶持乡镇的基础
上，对脱贫任务较重的泗水(山
区)、梁山(滩区)、微山(湖区)3个
县和200个扶贫重点村，实施重
点突破。对贫困程度较深、脱贫
难度较大、最需要集中攻坚的
村由市县选派第一书记，在财
政方面予以重要倾斜。打造一
批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就业扶
贫示范基地、金融扶贫示范基
地，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
用，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劳动
积极性，通过自己的双手致富，
实现脱贫。

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在推动扶贫工作由主要解
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
变、解决农村贫困向统筹城乡
转变“两个转变”方面，趟出一
条符合实际、突破创新的好路
子。

3 . 4万贫困户今年全脱贫

葛相关链接

创业扶贫担保贷款让代
存峰重新看到希望。（资料
图）

贫困户在扶贫车间务工，每天都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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