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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打工
一家人脱了贫

15日，在郓城张鲁集乡大潭
村村口的超市门前，60岁的吴春
贵收拾着小推车，打扫着风吹来
的落叶。累了就蹲在门外，点上
一根烟咂巴起来，他在这个超市
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

张鲁集乡西北角的村子不
远处就是黄河，村子周边是一望
无际的农田。“俺两口子靠6亩地
过生活，一年也就3000来块钱，
刚够吃饭。”老吴感叹着，年轻人
都外出打工了，在鲜有挣钱机会
的大潭村，除了种地，老两口几
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他原以为
这辈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

他的生活随着第一书记的
到来发生了改变。省教育厅派
驻的第一书记林乙楠被派驻到
大潭村，在村里开了一个超市，
老吴和几个贫困户被就近招
工，安置进来。“去年年初超市
开业，我就在这干活了，看看大
门、打扫打扫卫生、干些杂活
儿，一个月1200块，一年下来，
能存下不少。”老吴掰着手指
头，咧开嘴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在德州市宁津
县码头张村，68岁的张春新告
别了“赤脚医生”的职业，成为
了村里上龙食品有限公司的一
名清洁工，一个月有1800元的收
入。同村的贫困户张国治，在宁
津县县城帮着公司经营驴肉门
店，每月至少收入2000元。靠着
省政府研究室派驻码头张村的
第一书记罗贤清牵头建起的这
家驴肉食品加工企业，2016年
他们都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吴春贵和张国治的脱贫并
不是个例。从2012年开始，我省
已开展了两轮选派第一书记抓
党建促脱贫工作，第一轮省直
171家单位共选派1483名优秀
干部包帮584个贫困村；2015年
开始的第二轮选派第一书记工
作，又从194家省直单位和部分
中央驻鲁单位选派609名干部
到34个县的609个省定贫困村
担任第一书记。市、县两级也同
步开展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目前，全省各级共有在岗第
一书记1 . 4万多名，实现了对
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省定贫困
村的全覆盖。

四个小作坊主
抱团成了大老板

如何利用有限的扶贫资金
实现贫困村的持续增收，建立
脱贫致富长效机制，是第一书
记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
我省提出，2017年要基本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这项工作显得
更加迫切。

2015年初，当罗贤清第一
次来到码头张村时，发现村里
没有任何产业和交通优势，虽
然是远近闻名的传统驴肉加工
村，却只有4户小型驴肉加工作
坊。完成了整修道路，改善了基
础设施之后，罗贤清决定整合4
户作坊，把驴肉加工做大做强，
带动村子脱贫。

可当他把这个想法跟4户
作坊主交流时，立马遭到了拒
绝。“我们就是农民，哪当得了
大老板”、“再说现在作坊经营
挺好，我们也不愿意拿钱出来
合伙干”。这个建议同时也遭到
了村民们的质疑，认为贫困村
发展产业很难，不如买农机或
建光伏站省事。

罗贤清认为，扶贫产业项
目是推动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关键，如果致富项目上不
去，给再多钱、修再好的路，也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

罗贤清不断上门与4个作
坊主交流沟通，给他们算成立
公司后会带来多少利润，给他
们分析当前作坊模式经营的弊
端，食品行业领域的有关标准
要求。经过多次深入交流，4名
作坊主意识到小规模作坊经营
已不适应食品行业形势的发
展，同意联合经营。罗贤清帮他
们选场地、办贷款、申请许可
证，成立上龙驴肉食品加工股

份有限公司，全部达产后吸收
劳动力60余人。

“半年就卖了1000多头驴，
相当于3万斤驴肉，收入也多了
五成。”原来的作坊主、现已成
为公司总经理的张金德笑着
说。按照扶贫资金所占的比例，
去年年底，公司拿出3万元给45
户贫困户分红。与此同时，村里
还成立了宁津县黑驴养殖有限
公司，把扶贫项目搞成了产业
链，进一步解决了村民就业问
题，大大增加了村民收入。

产业项目陆续在第一书记
派驻的贫困村里成长发展的同
时，也拉近着第一书记与村民的
距离。省审计厅派驻到郓城县杨
庄集镇唐街村的第一书记孟冰
提出建大型养殖厂帮助贫困户
脱贫的想法，起初遭到了大多数
村民的反对。孟冰不厌其烦地跟
村民算经济账，还积极带头协
商，争取到上级的补助政策，为
村里打了机井，通上了自来水，
帮助解决了村里常年缺水的问
题，赢得了村民的信任。终于，在
孟冰的努力下，兴唐专业养殖合
作社挂牌成立，存栏量高达1600
只，贫困户年均增收2000元。

山东能源集团的第一书记
杨传信在所驻村成立了红嫂故
里旅游专业合作社和山东红嫂
故里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省政府研究室的方兴立足
所在村五金加工产业的基础，
成立了山东国邦体育器材有限
公司。在第一书记一个个产业
项目的带动下，村民自愿入股、
公司统一运营，村集体有了稳
定持久的收入，村民们也获得
长久的收益。

养鸡大棚成了
“会客大厅”

让贫困户持续脱贫致富，
除了靠产业项目带动，更重要
的是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改变传统观念。不少第一书记
下工夫重点培养一部分“能
人”，通过他们的成功，给其他
贫困户做“示范”。

在郓城县张鲁集乡侯垓
村，省教育厅的第一书记工作
组与村民们沟通发展养鸡大
棚，但不少村民怕前期投入
几万块以后打了水漂。于是，
工作组找到村里有十几年养
殖经验的养鸡大户侯本达，
扩 大 其 养 鸡 大 棚 规 模 的 同
时，通过他积累的经验，来带
动其他村民养鸡的积极性。

“养了这么多年鸡，我和饲
料厂、兽药厂、技术员都有了很
不错的合作关系，可以指导大
家。”侯本达说。有了“导师”，当
第一书记争取来70万元扶贫资
金要扶持村里的养鸡产业时，
包括侯国华在内的10户第一时
间报了名，侯本达的养鸡大棚
成了一个他频繁接待村民的地
方。新的养殖户加入进来后，侯
本达还组织大家和莘县一家饲
料厂签订了产销合同，解决了销
售问题。

“去年一年四茬鸡出笼，两
个棚的收入有七八万元。”侯国
华说，春节前，他用挣来的钱对
自家的大棚又进行了改造，“今
年还得好好干。”

在码头张村，一个黄瓜
大棚成了示范“标兵”。了解
到在外漂泊打工的村民张国
星有种植大棚的经验，罗贤
清主动联系到他，鼓励他回
来种植大棚，并拿出自己的4
万块钱借给他，研究室还联
系了省农技专家，实地解决
大棚蔬菜遇到的技术难题。
一年下来，一个大棚赚了近
1 0万元。很多最初观望的村
民有些眼馋了，特意跑到大
棚，询问张国星种植经验。

“完成扶贫任务不难，但从
思想观念上改变一个村不容
易。”罗贤清说。

沂水县院东头镇桃棵子村
的村民张在俊经营的农家乐在
2016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能
人带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他
依托村里的红色旅游项目资金
改厕改厨，去年盈利了十万元，
把之前那些对发展旅游持观望
态度的村民们带动了起来，如
今全村“农家乐”经营业户已有
五六十家。

“第一书记”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开始的疑问、不配合，到
如今的信任、跟从，第一书记用
踏踏实实的行动走进了村民的
心里。虽然第一书记是个人驻
村，但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扶贫作为省委省政府的重点
工作，派驻单位也给予第一书记
的帮扶工作提供保障和支持。

为解决码头张村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缺口，省政府研究室
党组积极协调省市有关部门拨
付8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
村“两委”办公房、安装太阳能
路灯、新建公共厕所等。教育厅
要求将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的
门前，并带头解决资金问题。如
今，教育厅派驻第一书记的5个
村子都实现了“户户通”。

在贫困村脱贫的同时，村
民们也更加有凝聚力。有的村
过去没有执行相应的制度，从
排斥党员大会，到党员大会人
员不齐，再到每月定期召开，第
一书记一步一步摸索和沟通。
一位第一书记表示，最初下基
层时，与村“两委”的沟通存在
着障碍。比如在扶贫资金的使
用上，与村干部产生过矛盾。

“不能与基层干部起冲突，而要
慢慢摆事实、讲道理，讲清当前
的形势，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接
受。”

“来到村里，最基础的就是
帮村子做好党建工作，给村里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省
教育厅在郓城县第一书记工作
组的组长王夫海说，党建工作
的加强，村干部也成为贫困村
脱贫的重要力量。在村里修路、
发展产业项目等村内重大事情
上，都要让村支部走在前台，第
一书记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增强他们的责任心。王夫海说，
两年里，无论是搞基础设施建
设，还是发展产业项目，村班子
都积极参与进来，增强村班子
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走进老百姓家里不难，但
走进他们的心里不易。”罗贤清
说，到了基层，直接接触到老百
姓和村“两委”，在开展工作时
免不了矛盾和分歧。但当村里
的产业项目扶持起来，贫困户
通过项目脱贫，村民们看到他
不再叫“书记”“领导”，而是称
呼“兄弟”。这是作为一个第一
书记最大的荣耀。

““被被称称为为‘‘兄兄弟弟’’是是最最大大的的荣荣耀耀””
612名第一书记接过扶贫接力棒

14日，省政府研究室派驻
的第一书记方兴，在德州市宁
津县京城张村的蘑菇大棚里，
了解着贫困户在种植方面的困
难。很快，他将与我省其他608
名第二轮派驻的第一书记一起
结束帮扶工作，返回工作岗位。
在两年的帮扶工作中，村民对
他们的称呼，从最初的“领导”

“书记”变成了“兄弟”。
与此同时，我省从210家省

直单位和部分中央驻鲁单位选
派的612名第一书记，已经结束
了培训，接过抓党建促脱贫的
接力棒,将于2月下旬到村开展
帮扶工作。

省政府研究室派驻的第一

书记方兴正在了解贫困户在种植

方面的难题。

60岁的吴春贵，如今每天都到超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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