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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三联三带”扶贫新模式，巩固脱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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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记者 于悦

探索“三联三带”模式
实现脱贫与乡村振兴

在吴家村的千亩吴家庄园
内，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林向记者
介绍了他们打造的花卉、盆景、草
莓等多个产业板块，这里还有全
省唯一的霍山石斛研究繁育基
地，在这些产业支撑下，不仅吴家
村本村村民收入增加，还带动了
章丘许多贫困村的脱贫增收。

2017年吴家庄园代销盆崖
村的小米、萝卜、地瓜苗，赵八
洞及阎家峪的蒲公英，亮甲坡
及徐家井的酸枣等特色农产
品，销售收入20余万元，直接或
间接带动7个贫困村200余名贫
困群众实现增收500元。这种

“产业联手，龙头带基地”的做
法，是吴家村近日探索出的“三
联三带”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模式中的一种。

“三联三带”还包括“支部
联建，强村带弱村”。近年来，吴
家村与盆崖、亮甲坡等5个贫困
村结成帮扶对子，运用支部联
建的办法，发挥强村对贫困村
的辐射带动作用，采取定向帮
扶、协作扶贫的方式，达成全方
位共建帮扶协议。另外，“党员
联动，人才带农户”，乡土人才
创业成功为贫困群众带来了就
业机会，也提供了致富样板，吴
家村村民王传营自学草莓种植

技术，承包了园区中的8个大
棚，每年向村集体上交承包费5
万元，每年可获利20余万元，吸
纳两名贫困群众到大棚务工，
每人每年可获得收入3000元。

盆崖村小米产业
带动南部山区脱贫

在章丘官庄街道，21个贫
困村的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
都在以吴家村为榜样学习脱贫
致富的新模式。

在官庄街道盆崖村第一书

记滕培国的办公室里，放着一
摞“扶贫谷物收购明细表”，上
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贫困户
名字及收购谷物的数量、金额
等。本身就曾是贫困村的盆崖
村通过产业发展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并带动了章丘南部山区
许多贫困村脱贫致富。

在盆崖村引进的农业公司
里，记者看到一条低温色选小
米自动加工生产线。滕培国说，
他们以每斤高于市价1元的价
格向贫困户收购谷子，例如去
年收购了100吨，其中收购50多

户贫困户谷子2万多斤，帮助了
章丘许多贫困户增收。

如今，盆崖产业扶贫小米
加工基地发挥着“公司+基地+
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开拓了
济南、青岛、北京等地市场，打
造的“龙山小米”品牌，不仅让
龙山小米“有吃头”，还要“有看
头”“有讲头”，以让龙山小米真
正走出章丘，走向全国。

160个贫困村已脱贫
下一步实现巩固提升

“章丘一共有160个贫困
村，其中南部山区的贫困村相
对较多，它们的脱贫除了依靠
政府的扶持，还要实现产业的
联动，这光靠资金是无法解决
的，所以我们探索了‘三联三
带’扶贫模式，使农村传统产业
实现附加值。”章丘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兼扶贫办主任董宽说，
目前章丘所有贫困村都已实现
脱贫，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巩固
提升。

基本的脱贫解决了，如
何实现长效是关键。董宽说，
章丘南部山区有着丰富的农
业资源，只有把这种优势变
成产业，把这种资源打造成
产品，才能增加贫困户的收
入，带动他们的就业。“下一
步我们会在山区多建一些产
业基地，形成龙头基地加工
的产业链条，提升我们山区
整体的产业水平。”

吴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林
也称，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龙头
企业拉动脱贫，例如引进壹景
环美北京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2000亩“花海”项目；建设
现代绿色高效农业园，计划投
入扶贫专项资金300万元，以
6%的投资回报作为扶贫项目
收益，并将落户电商项目，建设
以扶贫特色农产品为主题的京
东章丘馆。通过落户龙头企业，
预计可辐射带动官庄、文祖40
余个贫困村及“插花式”贫困户
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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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丘有160个贫困村，虽然目前已全部实现脱贫，但如何巩固脱贫成效仍是大问题，近日官庄街
道吴家村创造了“三联三带”扶贫新模式，龙头带基地，强村带弱村，人才带农户，实现了乡村振兴与脱
贫攻坚的有机衔接。

吴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林介绍石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残残奥奥健健儿儿再再创创佳佳绩绩为为家家乡乡争争光光
时隔十年，40岁的郑元超再次用成绩证实自己

郑元超，普集街道水泉村人，双手先天性缺失。2006年入选国
家残疾人自行车队，在国际大赛中先后夺得多枚奖牌。值得一提的
是，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他曾夺得一枚银牌和铜牌。时隔十年，
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山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比赛上，40
岁的郑元超再次获得两银两铜的优异成绩，为家乡争光。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彭肃丽

北京残奥会上
夺得两枚奖牌

8月9日，记者见到了郑元
超。今年40岁的郑元超自幼没
有双手，身残志坚的他向记者
回忆起从事体育事业的历程：
2004年，郑元超还是一家福利
工厂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就
是在这期间，他的运动天赋被
当时残联的翟理事长发现，并
被残联推荐参加了山东省残疾
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2005
年，郑元超与自行车正式结缘。

2006年，郑元超凭借实力
入选国家残疾人自行车队，在
代表国家队比赛的日子里，郑
元超曾远赴马来西亚、法国、哥
伦比亚等国，屡次摘取奖牌。
2008年9月10日，在北京残奥会
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决赛赛场
上，耐力较好的郑元超负责最
后冲刺的重任，最终他们以50
秒48完成了比赛。这个成绩也
是他们组队以来骑出的最快用
时，仅比英国队慢了1秒，屈居

亚军。而在此前，郑元超在男子
1公里计时赛中打破残奥会纪
录，并夺得了1枚铜牌。这位在
体育竞技场上百折不挠的章丘
小伙，两度登上北京残奥会领
奖台。对取得的这些荣誉，郑元
超表示：“这一切都不是我一个

人的，背后有许多人和我一起
在默默地付出。”

苦尽甘来
帮妻子扔掉双拐

记者了解到，2002年郑元

超和患有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
张霞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当
时的郑元超每个月仅有二三百
元钱，生活相当拮据。窘迫的家
境和疾病，都阻挡不了他们的幸
福感。郑元超在外刻苦训练，张
霞在家照顾孩子，他们相互支
持，相互鼓励，彼此报喜不报忧。

“由于妻子的左腿不能自
由伸展，终日靠拄拐行走。在家
还要照顾孩子，每逢看到妻子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心里就
像针扎一样疼。”郑元超告诉记
者，他暗下决心为妻子治病。自
从2005年郑元超结缘自行车
后，由于平时训练的缘故，他每
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2008年残奥会结束了，郑元超
趁这段时间抓紧给妻子治病，
经过两次手术，成功帮妻子扔
掉近30年的双拐，实现了自由
行走。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
郑元超和妻子张霞几度落泪。

不惑之年
换个舞台继续发光

2014年，郑元超的女儿出
生。采访时，记者在郑元超家里
看到了他一对懂事的儿女。“今

年儿子考上了理想高中，女儿
听话可爱，妻子也能自由行走，
一切都很好。”郑元超表示，能
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除了感谢
妻子，还有教练、领队及各级残
联关心和支持他的众多工作人
员。正是有了社会各界的关爱，
才让自己得以免除后顾之忧，
安心投入训练，屡获佳绩，过上
现在的生活。

在刚刚结束的山东省第十
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比赛
上，郑元超再次获得两银两铜
的优异成绩。郑元超表示，这样
的成绩实在不值得宣传，现在
自己已经40岁了，说实话身体
真的有点吃不消了，正在考虑
当教练，希望寻找到好苗子，换
一个舞台为体育继续发光发
热，当然如果队里需要，他一定
会全力以赴。

目前，郑元超是普集街道
残联的工作人员。他在自己的
岗位上尽心尽责，在赛场上叱
咤风云。这位顽强、乐观、朴实
的体坛骁将，40年来风雨兼程，
他用艰难书写了真情人生，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婚姻的真
谛。也用汗水与血水，在摔打中
练就了自己。

▲如今郑元超在残联工作。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荣登残奥领奖台的郑元

超。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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