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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确确定定十十大大扶扶贫贫开开发发项项目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等4个方面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尹斌

根据记者日前从市扶贫办获得的信息，今年聊城市结合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特色扶贫产业优势，把握脱贫攻坚阶段性特征，建设实施十大扶贫开发项目，涵盖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公益扶贫、健康扶贫等内容，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新动
能。

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基础设施扶贫项目涉
及彭楼灌区改扩建及金堤
河交通扶贫大通道两个项
目。彭楼灌区改扩建包括河
南段工程、聊城段工程和聊
城彭楼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三个单项工程，
工程估算总投资约18 . 53亿
元，设计入鲁流量50立方米
/秒，灌溉控制面积由200万
亩扩大至233 . 54万亩，可有
效解决该市黄河故道西片
区和北片区等集中连片贫
困区生产生活用水问题。金
堤河交通扶贫大通道位于
聊城市南部阳谷县、莘县境
内，分为堤顶和堤下两条通
道，已于去年下半年开工建
设，其中全长110公里的堤
顶道路已建成通车。堤下通
道全长约103 . 8公里，总投
资5 . 68亿元，沿金堤河途经
阳谷县和莘县的11个乡镇
(含重点贫困乡镇7个)，与彭
楼灌区相连接，辐射159个
村庄，直接受益人口1 3万
人。

旅游扶贫项目

旅游扶贫包括位山灌
区(沉沙池区)湿地公园旅游
扶贫项目和金堤河森林牧
场旅游项目。位山灌区(沉
沙池区)是全国第五大引黄
灌区，片区内有省定重点贫
困村43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7699户、13972人。结合片
区现有的水面、林区、沙丘
等资源，树立“片区开发+
旅游+扶贫”理念，于2016
年 9月启动了该旅游扶贫
项目，结合片区实际做好

“水、林、沙”三篇文章，规
划了“一区”、“两轴”、“八
园”、“十大节点”景区结
构，将片区打造成绿洲、湿
地、水上森林、水生植物观
光园等景观综合体，形成

“水中有林、林中有水”的
水生态格局。金堤河森林
牧场旅游项目依托金堤河
沿 线 生 态 资 源 和 交 通 网
络，构建“一河 (金堤河 )、
两镇(古城镇旅游服务区、
张秋镇旅游服务区)、三区
(森林湿地观光旅游片区、
生态牧场旅游片区、乡村体
验旅游片区)”的旅游发展
格局。计划2017年底完成规
划、启动建设，2018年底形
成一定规模。

产业扶贫项目

产业扶贫项目分别为
高效集约蔬菜温室、百万头
肉驴养殖项目、“以城带乡”
光伏扶贫项目。高效集约蔬
菜温室优先支持省定贫困
村、贫困户和村集体经济

“空壳村”建设高效集约蔬
菜温室，并结合国家农业示
范区建设，计划投资200亿
元，在全市建设高效集约蔬
菜温室10万个，其中今年计
划建设高效集约蔬菜温室5
万个，目前80%的大棚用地
选址已经完成。百万头肉驴
养殖项目通过企业主导、群
众参与、政府扶持，利用5年
时间实现全市驴存栏量达
到100万头，年出栏40万头，
规模饲养占比达到40%，将
聊城市建设成为全国最大
的毛驴养殖基地、最有代表
性的养驴扶贫示范基地。

“以城带乡”光伏扶贫项目
利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等国有、集体
单位的建筑楼(房)顶建设光
伏电站，所得收益全部用于
插花贫困群众脱贫。

公益健康扶贫项目

公益健康扶贫项目分
别为爱心众筹公益平台、聊
城扶贫基金会、健康扶贫公
益项目。爱心众筹公益平台
扶贫项目运用政府主导建
设、品牌化运作、社会化运
营的理念，采取“互联网+公
益”的模式，搭建贫困户需
求信息和捐助信息的共享
平台，实现贫困户爱心物资
精准和志愿服务精准的有
效对接，确保今年底实现11
个县(市区)全覆盖。聊城扶
贫基金会通过设立基金会，
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物资，
接受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
积极开展扶贫济困事业，助
力改善贫困集中地区和贫
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并提
高其素质和能力，同时实现
基金的保值、增值，计划今
年通过募集和捐助，市扶贫
基金达到5000万元规模。健
康扶贫公益项目加快出台

《因病致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医疗保障方案》，让患病贫
困人口都能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大幅减轻看病就医
负担。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董
昌宣) 近期，东昌府区闫寺
街道积极发挥毗邻工业园
和辖区内企业多、合作社多
的优势，在劳务输出上狠下
功夫，已经解决了350多户
人员的脱贫问题。

据介绍，由街道办事处
相关人员与福和中草药、齐
鲁漆业、宏丰蔬菜合作社、
思源合作社等联系，已安置
有劳动能力的200多个贫困

群众进企业或合作社务工；
另外，有近10家企业、合作
社与150名贫困人员签定了
劳务协议，预计人均年增收
12000余元，可实现“一人务
工、全家脱贫”的目的。

其中，程堂村第一书记
孙涛充分利用和自己家族
企业熟悉的优势，积极组织
本村青壮年劳力到齐鲁漆
业等嘉明工业园有关企业
进行就业转移安置，目前已
经安置8位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实现再就业，每人年
收入增加1 . 8万元左右。

山东久久中药材种植
基地整体流转冯庄村土地
3500余亩，种植丹参、荆芥、
黄芪、杭白菊等中药材，在每
亩地每年给农户1200元租金
的基础上，优先将26户贫困
户吸纳到公司下属合作社，
年底收益分红人均4600左右；
在季节性用工上，一律优先
雇用周边村庄贫困群众，每
人年劳动收入可达7000元以

上。目前，冯庄村27户贫困户
的土地流转、合作社分红、务
工等收入可达人均万元以
上。2016年，公司新流转聊临
路、德商高速两侧土地1300余
亩，其中贫困户土地84亩。目
前正在探索实施委托土地所
在村党支部书记农户和贫困
户进行从种植到收成一条龙
田间管理的模式，公司计划
成立“扶贫车间”，解决更多
的贫困人口就业，帮助贫困
户尽快脱贫。

东昌府区闫寺街道———

劳劳务务输输出出解解决决了了335500多多户户人人员员脱脱贫贫问问题题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者 张
超 通讯员 王倩) 近日，聊城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韩集乡后姜村

“汇诚”农业合作社的温室西瓜大棚
里，瓜农们在高兴地忙碌着采摘成
熟的西瓜。这种瓜上市早，避开了西
瓜旺季，目前是供不应求，价格已达
到每斤10元。

据了解，后姜村是高新区21个
省级贫困村之一，2015年以来，如何
带领贫困户脱贫，成了村支部书记
姜怀朋日思夜想的“头疼事”。为摸
出一条适合后姜村产业发展的路
子，带领大家摆脱贫困，姜怀朋多次
到淄博、潍坊、苏州等地考察，最终
决定在后姜村建设高效集约温室蔬
菜大棚基地，成立并注册了后姜村

“汇诚”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高效集约温室大棚基地

总占地240亩，总投资1800余万元，
前期土地流转、迁占、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已经完成，计划分三期建设高
科技温室大棚100个。

2017年春节前，一期占地67亩
的冬暖式温室大棚、双膜拱棚各15
个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总投资约
400万元，其中包含贫困村扶贫资金
30万元。目前，二期正在建设中，总
投资约600万，共占地66亩，分别建
设冬暖式温室大棚、拱棚各18个。三
期计划投资800万元，共占地107亩，
分别建设冬暖式温室大棚、大拱棚
各17个，及玻璃观光温室、育苗温室
大棚等配套设施等。

基地采用当前最先进的“冬暖
式大棚+大拱棚”成套建设思路，配
套先进功能，单个劳动力即可实现
有效管理。采用“合作社+合作社投
资方+基地+农户+市场”的“4+1”开
发合作模式，同时采取“互联网+”
的方式实现网上预约、网上销售，最
大程度提高效益。按照“5311”模式
进行分红，实现合作社投资方、承包
农户、村集体、贫困户“四方共赢”。

通过土地流转，该村实现了温
室种植、生产集约化经营，村民以劳
力入股参与管理温室种植的方式获
得收益分红，轻轻松松就能实现收
入翻番，这笔可观的经济账，进一步
调动了村民参与温室种植的积极
性。今年全村约有50户农户入社，可
吸纳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按今
年价钱估计，一套棚可获收入10万
元，贫困户每户至少可获收益4000
元以上，实现最终脱贫。

聊城高新区后姜村———

“合作社+5311”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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