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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好扶贫“细账”，标本兼治斩穷根

2200个个省省级级贫贫困困村村力力争争年年内内脱脱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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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日”文艺演出
送到贫困村
E04 资讯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益良

算清扶贫“总账”
与1120户贫困户面对面

经济总量小、缺乏能致富
的好项目，青壮年劳动力不
足、缺乏技术，闲置土地较多、
资源利用率较低，沙河镇在脱
贫工作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

“拦路虎”。如何攻克这些“拦
路虎”，每一个沙河人都有自
己的见解。目前，沙河镇的省
级贫困村达到20个，贫困户达
到1120户。在扶贫工作开展之
初，沙河镇政府提出了要先给
群众算“心账”。“要真正了解
群众心中所想，生活所缺，扶
贫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沙
河镇党委书记牛登军说。

沙河镇利用“双联双促”
活动开展的有利契机，及时做
好帮包单位及干部职工与贫
困群众的沟通衔接，坚持因户
制宜、分人施策的原则，实行
县直单位、乡机关干部包户、
村组长包贫困群众的长效联
系制度，为扶贫解困工作提供
有力的组织保障。20个省级贫
困村、112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2239名贫困人口，20余个
县直单位、300余名县直机关
干部、100余名乡镇村级干部
与之一一对应。“每一个贫困
户的情况各不相同，真正走进
他们的生活会发现很多实际
问题，与我们设想不同，对于
扶贫工作，1120户贫困户走下
来，他们也会建言献策，我们
陆续开展扶贫项目，大家干劲
很足。”扶贫工作人员说。

张铁匠村的锡壶、刘辛村
的苗木、苗李村的锦鲤……沙
河镇几乎每个贫困村都有自
己的扶贫项目，每一个项目的
最终实施都是与贫困户“面对
面”的结果。贫困户联名申请、
扶贫小组入户调查、党员群众
集体评议、村镇县三级公示公
告，在沙河镇每个贫困村产业
扶贫项目的确定，都要经过反
复调研和商议，整个过程也更
加公开、公平、公正、合理。“项
目确定的全过程都有群众参
与，扶贫政策在群众心中就更
加明了，这样有的出主意，有
的想办法，我们的产业扶贫路
也就更加通畅。”沙河镇苗李
村党支部书记苗洪三高兴地
说。

“我们村的路该修了”“我

们村的河道该清理一下”……
这些话是扶贫工作人员走访
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走访
了1120户贫困户之后，我们发
现改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是贫困人口最希望解决的
问题，我们就把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推进精准扶贫、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途径来
抓，群众反响还不错。”工作人
员说。据了解，沙河镇重点实
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公路网
化、农田水利建设、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危房改造等一系列
扶贫项目，改善了贫困村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为贫困村群
众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完成了潘家扬水站
建设，清淤河道12000米，新硬
化村级公路6800米，节点绿化
23000平米，农村安全饮水覆
盖率达到100%；新纳入低保
救助890户1227人、五保49户
55人，完成农村危房改造47
户。

算清扶贫“细账”
助力20个省级贫困村

贫困村基础设施完善之
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让
贫困人口的“腰包”鼓起来，彻
底摘掉“贫困”的帽子。“当时
镇上人来问我的时候，我就和
他们说了，我们沙河没有什么
大型工厂，如果想要彻底脱
贫，还得在土地上做文章，种
点果树啥的就挺好。”沙河镇
新徐村民徐先生提到。没想
到，没过多久，新徐村就开始
引进了“迎霜桃”。据新徐村市
派“第一书记”李晓明介绍，新
徐村通过土地流转，建设迎霜
桃种植基地150余亩，基地以
合作社为载体，村委会、合作
社、贫困户三方合作经营，取
得了较好成效。

据沙河镇扶贫办工作人
员介绍，沙河镇20个省级贫困
村，几乎每个贫困村都像新徐
那样有自己的“扶贫产业”。工
作人员谈到，全镇范围来讲，
15个省级贫困村开展了肉羊
繁殖项目，今年7月下旬已经
完成了自查验收工作。贫困村
里的贫困人口每人分得3只母
羊，母羊下崽后，会有专门的
公司来收购，并且收购价高于
市场价。保守估计，每只羊一
年生下一只小羊，贫困人口就
会增加500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贫困人口中，有人丧
失劳动能力，无法养殖肉羊，

可以采取托管的方式，找人代
养，代养人将按照一定的比例
给贫困人口分红。除此之外，
沙河村的百草园项目、张铁匠
的电商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

针对贫困村大多是传统
农业种植村、产业结构单一滞
后、缺乏支柱产业等问题，沙
河镇以产业脱贫为突破口，按
照“东抓白莲藕，中抓大棚种
植，西抓农机服务，南抓苗木，
沿大沙河抓现代农业、旅游产
业”的发展思路，通过结对帮
扶、资金支持、技术服务、订单
收购等方式，加大结构调整力
度，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快
构建“一村一品”、“多村一业”
的特色扶贫产业体系，引导农
民发展高效农业。截至目前，
陈围子、苗李、宁家、后邸、沙
河街等12个村已经通过省级
或市级扶贫项目验收。

在整个扶贫产业的推进
过程中，贫困人口技术和专业
知识的缺乏问题日益凸显，为
了扫除“物质贫困、精神贫困、
能力贫困”目标，沙河镇以农
民夜校、远程教育等活动为载
体，设立了农民夜校教育点，
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
术、懂法制的新型农民。“种了
一辈子地，才发现种地也有这
么多道道，这样的课程我们都
该来学习一下，新时代的农民
也得有文化。”小仉村村民王
女士说。目前，从农技干部、致
富能手、道德模范中选聘了24
名农民夜校骨干教师进行授
课培训，重点开展种养技术指
导、互联网知识普及等知识培
训，现已开办农民夜校23期，
参训群众达2000人次。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在沙河镇境内，有一条美
丽的河流，当地老人曾称其为

“赵匡胤的运粮河”，它就是大
沙河。前几年，沙河镇的人对于
大沙河的印象无外乎“浇地多
亏了大沙河”，当其他地方都愁
着没水灌溉的时候，临近大沙
河的村庄早已浇完没事，有了
大沙河旱涝保收。而如今，沙河
人越来越意识到，除了灌溉，其
实大沙河还有很多宝物。

眼下，“赏花、采摘、钓鱼”
时代正流行，生态旅游迎来了
新发展契机。当记者漫步在大
沙河沿岸时，开始对这条河流
有了新的认识，莲藕、锦鲤、河
虾、草药，大沙河正以一个崭新
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同行
的工作人员介绍，沙河镇已经
委托山东建筑大学设计院对沙
河镇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目前
已对第三次修编方案进行了讨

论。依据此总体规划，沙河镇将
深度挖掘大沙河沿岸人文特
质，努力发展特色旅游文化。目
前，全镇新增300亩菊花种植基
地、500亩映霜红桃种植基地、
500亩牡丹种植基地。

同时，巩固提升“渔”文化
发展档次，以众生渔业循环生
态种养项目为重点，发展虾、
鱼、蔬菜循环种养，扩大虾池规
模至1200亩，目前该项目已具
备初步接待能力。9月份的“东
篱菊园”赏菊活动，10月份的

“富贵牡丹”赏花活动陆续进
行，大沙河沿岸开始变得越来
越“洋气”。

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眼
前这条河流，在农业设施完善、
工业设施相对薄弱的沙河镇，乡
村旅游无疑可以成为其增收的
重要出路。一旦大沙河沿岸的旅
游业、渔业等红火起来，沙河镇
将一步步脱贫奔小康。其实，扶
贫攻坚，沙河还得靠“沙河”！

扶扶贫贫攻攻坚坚还还得得““靠靠水水吃吃水水””

葛扶贫观察手记

■精准扶贫系列·走进沙河

2016年，沙河乡摇身一变成为沙河镇，随之而来的政策扶持也
会增大。然而，对于他们来讲，扶贫攻坚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扶贫对
象在产业发展中缺门路、缺技术、缺管理，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
尚未有效解决，产业收益能否用于继续发展生产难以监管……在
扶贫开发工作中，如何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实现精准帮扶、精准脱
贫，是摆在沙河镇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近年来，沙河镇对贫
困村因地制宜、分类施治、创新扶贫路径和方法，2016年计划脱贫
668人，其中，20个省定贫困村贫困户485人全部脱贫，其他41个村脱
贫637人。

▲工作人员走访贫困村。

15个村开始养羊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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