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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实施“扶贫车间”的模式，引领精准扶贫

让让村村民民在在家家门门口口有有事事干干，，有有钱钱挣挣
本报记者 李德领 牟张涛 袁文卿

“在家门口打工，时间上灵活，不耽
误照顾老人孩子，一天还能挣60多元。”
家住鄄城县彭楼镇彭楼村的孙慧对这
样的工作很满意。以前她只能依靠地里
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每月收入
近2000元，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孙慧所在的工作场所为“精准扶贫
点”，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扶贫车
间”。

近两年，鄄城县建积极探索脱贫致
富的门路，首创在家门口兴建“扶贫车
间”的模式。“扶贫车间”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既满足了贫困户“挣钱顾家两
不误”的需求，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
用工贵”的困难，让当地贫困户“真实地
摸到了脱贫的大门”。

扫二维码，看视频版新闻，带

你一起到“扶贫车间”现场。

家住彭楼镇彭楼村的贾
瑞玲吃过中午饭，将孩子送到
金石希望小学后，就去小学对
过的彭楼村精准扶贫点工作，

“孩子今年上三年级，不想让
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就选择留
在家中，前几年家里收入一直
靠地里，有时在村附近打点零
工，从去年开始在精准扶贫点
工作，计件算工资，多劳多得，
工作也不累，还能在家照顾孩
子。扶贫点对过就是小学，吃
过饭将孩子送到学校就来工
作，放学后再一起回家，有时

孩子放学早了，还能在就业扶
贫点学习。”

在彭楼镇彭楼村精准扶贫
点，齐鲁晚报记者看到两个300
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连在一
起，绣花、制扣、缝纫、粘贴商
标，80多名工人按照各自的分
工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两个
车间是连在一起的，流水作业，
主要生产旅游帽和街舞帽。这
多亏了镇里建设的精准扶贫
点，要不俺不但要多拿出120多
万元的办厂资金，还得为招工
作不少难。”扶贫点负责人郭瑞

霞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郭瑞霞说，精准扶贫点南

面是镇中心幼儿园，北面是金
石希望小学，工人在这儿上班，
又不耽误接送孩子和干家务，
像贾瑞玲一样将孩子送到旁边
学校再来工作的，在扶贫点占
到一半。

“之前在青岛服装厂打
工，但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工厂，然后带领乡亲
致富。”郭瑞霞说，2016年春节
回家时，看到政府在村里建了
不少的精准扶贫点，便去镇里

进行咨询。没想到，只要能保
证最大限度吸引贫困人口到
就业点务工，镇里不仅在就业
点租金上给予优惠，还帮助办
理开业前的一切手续，便与丈
夫商量把厂子办到鄄城彭楼
来。

现成的厂房，现成的设备，
在镇里的支持下，郭瑞霞亲自
当老师对有务工意愿的群众进
行了技术培训，一个拥有82名
员工的制帽厂很快就红红火火
地生产起来。“办一个这样的厂
子，一般得投资200多万元。由

于厂房是现成的，俺只是在购
买机器上新投资80多万元，节
约了不少钱，资金周转上宽绰
多了。等俺再有了积累，将租用
更多的就业扶贫点，扩大生产
规模，让更多的贫困户致富。”
面对当前的生产状况，郭瑞霞
对未来信心满满。

“现在全镇18个行政村都
建有精准扶贫点，贫困群众有
了工作，不出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
善。”鄄城县彭楼镇党委副书记
刘登稳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家门口就业 挣钱、顾家两不误

在董口镇后宋楼村精准扶
贫点，吕华英正在给发质定型，

“之前家里收入主要靠地里，在
这里打工后，按计件算工资，农
忙时就忙地里活，不忙了就来
这里打工，一月能有1500左右
的工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
善。”

据董口镇后宋楼村精准扶
贫点负责人张际峰介绍，2010
年，他们利用自己的院子建立

起第一个发制品代加工点，由
于他们肯钻研，不放弃，生意越
干越好，去年厂子改成了“扶贫
车间”，有50余人在这里工作，
贫困户占到一半，由于是计件
算工资，并不耽误村民干农活，
只要有三五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都可以来这里打工。

“随着接收的订单越来越
多，我们又陆续建立分点20余
个，分布在董口、旧城、什集等

周边乡镇及河南濮阳，从青岛、
菏泽等地的工厂接订单，将编
发等简单工序发放给周边群众
进行代加工，人均月收入1500
余元。”张际峰说，虽然厂子的
规模越来越大，但他们为村民
做贡献的决心依然没有改变，

“咱富起来了，也要把咱村里的
百姓带动起来，让大伙都富。”

董口镇胡庙村在县扶贫部
门的帮扶下，发展了金银花种

植，并成立了胡庙种植专业合
作社，县扶贫办利用15万元的
专项扶贫款，并吸收村民自愿
入社参股，在村里成立了扶贫
资金互助社，贫困户可以免费
赠股，优先享受贷款权，用于购
买金银花花苗和肥料。村民周
贤明的母亲年老多病，是胡庙
村典型的贫困户。互助社免费
赠股给周贤明，他入社后借款
5000元，建起了一个小型烘干

室，专门为本村及邻村金银花
散种户提供烘干服务来增加收
入，实现了脱贫。

“三个一工程是实现精准
扶贫的根本途径，是指一人一
岗，一户一案，一村一品，落实
一人一岗，我们抓好扶贫车间
的建设、管理与利用，我们全镇
有33个行政村，有39个扶贫车
间。”鄄城县董口镇党委书记李
玉如说。

精准扶贫点 让贫困村民就近就业

去年以来，在推进脱贫攻
坚的生动实践中，鄄城县探索
出了一条以扶贫就业车间为载
体、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为核心的“送岗上门、就近就
业”的就业扶贫模式。截至目
前，共新建、改建扶贫车间536
个，直接安置和辐射带动67603
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27039
人。2016年，通过扶贫车间实现
脱贫的人口1 . 35万人，占全县
总脱贫人口的34 . 7%。

据悉，鄄城县制定《关于加
强扶贫就业车间利用工作的实
施意见》，在贷款、招商、用电等
9个方面出台了含金量较高的
政策，并通过财政扶持、“第一

书记”和县直部门援建、重点企
业捐建等方式，利用闲置民房、
小学旧址、村级活动场所旧址
等，在全县每个行政村新建或
改建了1个300平方米左右的扶
贫车间。要求扶贫车间内贫困
人口用工占比不低于30%，离
村头不超过200米，建设靠近村
幼儿园、小学、卫生室等公共场
所，使贫困群众做到了送完孩
子、伺候完老人、干完农活，再
去车间打工挣钱。

“扶贫车间在推动农村闲
散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吸引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有效
引导贫困群众靠辛勤劳动脱贫
致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现了多方共赢的效果。”鄄城
县扶贫办主任李海鹏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贫困群众在扶贫车
间打工，每天收入20至60元不
等，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
上能顾老、下能顾小，实现了

“挣钱顾家两不误”。
古泉街道办事处常庄村贫

困户高秀英，因为带着生活不
能自理的儿子，不能外出打工，
去年开始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就
业，从事发制品加工、藤椅编
织，每月挣1000元左右。“有了
扶贫车间，我在家门口就能打
工挣钱，还能照顾儿子，政府这
个法子实在太好了！”高秀英如
是说道。

“扶贫车间不仅吸引了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还减少了
农村闲散人员，使留守儿童有
了父母，空巢老人有了依靠，留
守妇女有了工作，增加了群众
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由于
专心生产增加收入的多了，串
门聊天、玩扑克打麻将的少了；
相互交流技能的多了，邻里纠
纷打架斗殴的少了，改善了农
民精神面貌和乡村社会风气。”
李海鹏坦言。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孙爱
军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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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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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岗上门、就近就业 目前已有536个扶贫车间

家门口就业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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