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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业业扶扶贫贫，，商商河河有有““干干货货””
“七个板块”助力产业脱贫，“十种模式”拓展扶贫渠道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杰

七大板块抓实产业扶贫
镇镇扶贫各不同

商河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谈到，在2016年产业扶贫工作过
程中，结合商河的区位特点、产
业特点和资源特点，紧扣区域性
生产习惯，积极打造养殖、大棚
菜、林果、大蒜、旅游、光伏、群众
性加工业七大产业板块。“我们
针对不同乡镇，提出了不同的扶
贫项目，几乎每个镇都不相同，
这样一来，精准扶贫因地制宜，
更有针对性。”工作人员说。

在寒冬来临之前，商河县白
桥镇的居民正在积极忙着给大
蒜覆盖薄膜。提起今年的收成,
关王庙村的李以春乐呵呵地说:

“今年收成不错,从外地买来的
蒜种产量比咱的高。”据介绍,去
年村里实施了大蒜品种改良项
目,花了40万购进了8万斤蒜种。
作为村里贫困户的他 ,分得了
900斤蒜种,还有专门的技术人
员上门给他进行技术指导。蒜种
改良后,李以春每亩地增收200
斤蒜薹和200斤蒜头,大约增收
800元。关王庙村的村支书李孝
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地增
加的收入 ,再加上省下的蒜种
钱,在大蒜品种改良的过程中,
他们村的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2700元。

除了白桥镇的大蒜蒜种改
良外，郑路镇、孙集镇、殷巷镇扶
持贫困户发展蔬菜、林果等特色
种植业。怀仁镇以打造整建制光
伏小镇为目标，借助40兆瓦光伏
电站项目，扶持贫困户发展光伏
发电项目，部分贫困户的发电项
目已经并入中国电网，在满足自
身使用的过程中，增加贫困户收
入。许商街道、玉皇庙镇、贾庄镇

发挥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优势，
鼓励引导企业设立村级扶贫加
工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业，实现快速增收脱贫。沙河镇、
龙桑寺镇尊重群众养殖习惯，扶
持贫困户发展肉牛、肉羊、鱼虾
等养殖产业。

十种模式拓展扶贫渠道
“互联网+”受追捧

在确立了“七大板块”后，指
导各镇街坚持因地制宜、因需施
策，在充分征求贫困村、贫困户
意见的基础上，规划好产业扶贫
项目，保障脱贫成效。目前，共有
136个项目进入了产业扶贫项目
库，其中118个项目已经通过专
家评审，正在组织实施。在众多
项目中，商河县开启“龙头企业
+土地流转+用工+贫困户”、“企
业+加工点+贫困户”、“企业+用
工+贫困户”、“电商平台+服务
站+贫困户”、“特色种养加项目
+贫困户”、“行业部门用工+贫
困户”、“乡村旅游+贫困户”、

“光伏产业+贫困户”、“光伏产
业+贫困户”、“金融+产业+贫困
户”、“金融+企业+贫困户”等十
种发展模式，多元化拓展扶贫渠
道。

“在扶贫过程中，‘互联网
+’模式比较新颖，刚开始的时
候，大家接触起来比较困难，随
着这一年多的发展，效果还不
错。”商河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说道。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拓
展“互联网+扶贫”思维，借助农
村淘宝村级服务中心、“赶街
网”、联荷电商产业园、京东商河
馆等电商平台，与特色种养加有
机结合，有效推动扶贫开发工作
科学地推进。截至目前全县有25
个贫困村设立农村电商服务站，
沙河镇张铁匠村手工锡酒壶、殷
巷镇李桂芬贡梨成功上线销售。

“互联网+”对于商河县不

少贫困户来说是“新鲜事”。“之
前只是听孩子们说在网上买东
西，谁能想到咱们的东西也能拿
到网上去卖。”沙河镇张铁匠村
的张先生说道。张铁匠村是个仅
有140人的村庄，41户中有贫困
户30户，贫困率高达73%，全村
有300多亩盐碱地，因耕地难以
灌溉，导致产出低，全村无特色
种养殖产业。但村里人有门制作
锡壶的手艺，随着铁艺花架、锡
壶等产品在电商平台的销售，过

去一年，村集体增收五六万元，
这让张铁匠村有了十足底气，帮
贫扶困、慰问老人等村庄公共开
支不再犯愁。

商河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谈到，大多数贫困村致贫的过程
中，历史原因、基础设施薄弱、交
通不便等因素使得这些贫困村
缺少“造血功能”。“我们希望通
过一系列产业扶贫措施，增强他
们的造血能力，这样扶贫才能更
长期有效。”

今年是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局之年，商河县各部门开展了不
同形式的扶贫工作，目的在于打好扶贫攻坚战，多个扶贫攻坚项目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商河县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
要点、要义和要害，紧紧抓在手里，将精准理念、红线意识、审计思维
植入产业项目实施全过程，突出产业集聚和产业提升，注重项目与贫
困村、贫困户的利益联结，严格程序，精准实施、精准算账，确保贫困
村、贫困群众有效脱贫、长效脱贫。全县目前尚有贫困村158个,其中
省定贫困村80个、市定贫困村78个；贫困户11068户，贫困人口23713
人。根据商河扶贫五年规划，2016年实现80个贫困村、7003户、14526人
脱贫退出；2017年实现剩余78个贫困村、4065户、9187人脱贫退出；2018
年脱贫扫尾，2019年、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完善脱贫长效机制。

宋家等村合同养殖。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入入村村走走访访了了解解贫贫苦苦户户情情况况。。

脱脱贫贫咱咱得得脱脱彻彻底底

“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
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面对脱贫
这项“最艰巨的任务”，中央吹响
了攻坚集结号。未来几年，脱贫
将成为举国上下一场必须要打
赢的攻坚战。自然而然，扶贫工
作成了商河县今年的一项重点
工作，多个扶贫攻坚项目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中。

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进行，
贫困村庄“贫”在哪？如何脱贫？
扶贫攻坚效果如何等一系列问
题越来越受到商河人的重视。为
了深入了解商河县精准扶贫情
况，本报曾特意开设扶贫专项报
道。眼下，专项报道已经接近尾
声，本报记者已经深入商河县10
个乡镇了解商河县攻坚扶贫工

作情况。攻坚扶贫效果初显，随
着不少项目资金的落地实施，贫
困村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人民
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我们的日
子开始慢慢变好了”成了不少贫
困人口的心声，“我们又有不少
人口脱贫”也似乎成了不少乡镇
扶贫的指标。

做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
商河，脱贫只是短期目标，如何
彻底脱贫更应该是各级政府思
考的问题。扶贫项目能坚持多
久，扶贫资金又如何覆盖更多
的人口，脱贫人口后期的生活
能否得到保障，都应该是我们
继续关注的目标。相对于其他
扶贫措施，产业扶贫要更有利
于长期有效为脱贫服务，脱贫，
就得脱彻底。

葛扶贫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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