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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穷帽的同时也要“解穷气”

今今年年山山东东实实现现基基本本脱脱贫贫
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

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贫困人口将再
减少1000万以上。对于山东来说，2017年是脱贫攻坚
的关键年，我省要实现89 . 6万省定标准贫困人口脱
贫，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山东贫困人口呈“插花
式”分布，这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东将
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让我们看看菏泽、临沂、
泰安和济宁四市是怎样攻坚的。

本报特派记者 廖雯颖 陈玮

发展产业脱贫
是精准扶贫主攻方向

根据2016年我省制定的脱贫计
划，通过三年脱贫攻坚，省定贫困标
准以下的242万农村贫困人口到2018
年将全部脱贫。

在7日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国
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提到，发展产
业脱贫仍然是精准扶贫的主攻方向，
最终还是要靠发展产业来脱贫。企业
必须把贫困人口带动起来，“要让贫
困人口在企业里通过自己的劳动能
力能够脱贫致富，这是我们要的一个
机制。”

如何选择产业扶贫，如何让贫困
户借助产业脱贫，成为精准扶贫的主
要课题。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颖讲了一个故事：孔
维亮是济宁泗水县圣水峪镇椿树沟
村的贫困户。2016年，他不花一分钱，
不花一点力气，就养上了三头奶牛，
并且当年就拿到了4800元的收入。

椿树沟村依托村办企业红山奶
牛养殖有限公司，开展“公司+贫困
户”奶牛养殖托养扶贫工程。2016年
初，通过县农商银行授信，红山奶牛
为包括孔维亮在内的13户有需求的
贫困户贷款65万元，每户购买3头牛，
并签订扶贫奶牛养殖托养协议。由公
司还贷款，奶牛放入托养区委托农户
养殖，每年按照收益给贫困户分红。

村民高承排也是村里的贫困户，
因为有企业专门为贫困人员设置的
扶贫公益岗位，也解决了就业，摘了
贫困户的帽子。

依托当地优势产业，带动整村贫
困户脱贫的例子还有很多。全国人大
代表、临沂市委书记林峰海表示，临
沂基于现代农业基础较好的本地优
势，支持重点村、贫困户发展蔬菜、杂
粮、优质林果、食用菌、养殖等特色农
业，鼓励涉农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向贫困村延伸，建立“企业+合作社+
基地（加工点）+贫困户”的利益联合
机制。

重点解决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

虽然贫困户从数量上减少了，扶
贫的任务却并不轻松，今年我省要实
现基本脱贫，而剩余的贫困人口大多
是无劳动能力的“老大难”。记者从省
扶贫办了解到，2015年，在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的有
80 . 2万户，占总数的66 . 2%；因缺劳
力致贫的有15 . 6万户，占12 . 9%。

“今年菏泽扶贫工作重点就是要
解决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的脱贫
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
孙爱军表示，菏泽目前剩余的贫困人
口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文化水平相对
较低，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
的攻坚期。菏泽丧失和基本丧失劳动
力的有294484人，占比63 . 97%。2016
年底返贫、新识别的4414户贫困户
中，因病、因残的 3097户，占比达
70 . 2%。

孙爱军表示，针对无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菏泽市采取了资产收益的扶
贫方式，利用扶贫基金入股产业，收
益按比例给贫困户分红。对半劳动能
力的老年人，通过扶贫车间实现就业
脱贫。目前菏泽建成了1852个扶贫车
间，老年人、残疾人可以在家门口做
些简单的手工活。举个例子,鄄城县
郑营镇西街村贫困户孙章存夫妇都
是身有残疾的六旬老人，过去农活干
不了、打工没人要，现在在扶贫车间，

一月能挣千把块，年底还能存上三五
千块钱。

全国人大代表、泰安市委书记王
云鹏表示，今年泰安将积极研究扶
贫、低保、救助等工作协同推进的机
制办法，切实解决好鳏寡孤独、留守
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
难，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林峰海表示，随着国家、省级各
类扶贫资金的逐步投入，贫困村承接
的扶贫资金、资源越来越多，将实现
显著的集体收入，大部分优先用于老
龄贫困人口脱贫。可以先将扶贫资
产、村集体资源资产折股量化给老龄
贫困人口，实现专项扶贫资金变股
金、村级资源变股权、集体资产变红
利，让老龄贫困人口通过资产收益、
股权分红实现增收脱贫。

刘永富曾表示，要让国家现行标
准下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如期
脱贫，“不留锅底”，最后通过各种扶
贫措施不能脱贫的，也要通过低保措
施兜底脱贫。“兜底脱贫，就是要一个
也不能少，全省、全国人民一道奔小
康。”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颖说，比如在济宁
市，对贫困精神病人住院治疗个人自
付部分全额救助。

扶贫要和扶志结合
要收入更要有信心

在物质脱贫方面，山东的扶贫工
作走在了前面，然而精神脱贫也成为
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位鲁西南扶贫干
部坦言，个别贫困户不愿意摘掉贫困
户的帽子，是因为国家有相应的扶持
政策。“个别贫困户的观念不改变，就
难以真正实现脱贫。”这位扶贫干部
说，“摘穷帽”同时只有“解穷气”，才
能彻底“挖穷根”。

“在推进扶贫攻坚中，我们一直
强调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自己
干出来的。”王云鹏表示，通过建立激
励约束机制，泰安把帮扶政策和群众
参与情况相挂钩，让一大批贫困户在
思想认识上，实现从“要我脱贫”向

“我要脱贫”的转变，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贫困。

在菏泽鄄城县彭楼镇的一家加
工车间里，刘秋红把没有知觉的左腿
架在一边，开始给太阳帽剪线头，她
说：“以前从来没有工厂接收我，现在
这么一看，我也是能赚钱的。”

孙爱军告诉齐鲁融媒记者：“我
去过很多次扶贫车间，不少六七十岁
的老人也在那里工作，见过最大的一
位已经87岁。以往这些人甚至从没机
会挣到现金。”他说，很多贫困户在扶
贫工作中通过自食其力，增加了收
入，也增强了生活自尊和信心。通过
产业扶贫，外出打工人员归来，大量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得到解决，
家庭邻里关系和睦了，乡风文明得到
了改善，“扶贫车间带来了许多意想
不到的社会效果。”

林峰海说，扶贫要与扶志结合起
来，要把老区人民长久以来的艰苦奋
斗、不甘落后的精神调动起来，将“沂
蒙精神”与扶贫结合好，贫困户奋发
图强、竭尽全力脱贫的精神在脱贫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孝善扶贫”是济宁通过弘扬儒
家文化摸索出的特色扶贫路子。汶上
县通过聘请留守妇女作为护理员，上
门照料贫困老年人。曲阜创新实施脱
贫攻坚“送助养”行动，采取上级政策
支持、乡镇财政支持、村集体自筹相
结合，利用闲置村集体院落，新改建
村级互助养老院，实现互助养老。在临
沂，全市农村普遍成立了孝老理事会，
村集体按子女缴纳孝心款的10%-
20%给予补贴。

济宁泗水县椿树沟村贫困户高成排在奶牛场公益性岗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受访者供图

城城市市贫贫困困人人口口
也也将将纳纳入入扶扶贫贫范范围围
本报特派记者 廖雯颖 陈玮

目前，我省已有151万人脱贫，如何
让脱贫的人不返贫，成为扶贫关键年需
要解决的问题。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扶贫
办主任刘永富明确表示，一方面，到了标
准就应该脱贫摘帽；另一方面，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户脱贫以后，到 2020年之
前，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现有国家政策，防
止返贫。要让脱贫成果得到群众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

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孙爱
军认为，防止脱贫群众返贫，最根本是确
保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产业落地
时就要把好准入关。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严肃查处
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各地市也

在建立脱贫长效机制上重点强化督察考
核。“我们会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
度，用好督察巡察考核利器，‘真刀真枪’
问效问责，确保扶真贫、真扶贫、真脱
贫。”王云鹏说。

农村是扶贫的主战场，随着工作
的推进，城市贫困人口也开始被一些
地市纳入考量范围。王云鹏表示，目
前，泰安精准扶贫针对的是农村贫困
群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攻坚任
务逐步的完成，再向逐步解决城市贫
困户脱贫转变。

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菏
泽市也非常重视，近几年除强化社保兜
底、救济救助外，还积极为零就业家庭提
供合适的就业岗位，确保至少一人就业，
带动全家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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