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个贫困薄弱村提前3年“摘帽”，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率100%，青岛西海岸新区———

形成可持续的脱贫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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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沟变聚宝盆

八村抱团奔小康

三山环抱，一河穿梭。青岛西
海岸新区铁山街道，在铁橛山、月
季山、卧牛山的包围下，山里河串
起了黄泥巷、墩上、上沟、东南崖、
墨城安、西北庄、大下庄7个村庄，
当地人把这儿称为“杨家山里”。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三山包
围，易守难攻的地势加之当地良
好的群众基础，杨家山里成为胶
东地区的“红色堡垒”之一。随着
和平年代的到来，这三座大山也
成为阻挡杨家山里人致富奔小康
的“王屋与太行”。

“当初结婚的时候娘家人都
不太支持，十里八乡都知道杨家
山里是个穷山沟。”2010年，王黎
沙嫁到了黄泥巷村。经历了一年
的外出打工，她发现了“商机”：

“俺们这里有山有水，樱桃熟了的
时候好多人来采摘，可是村里一
直没个正经吃饭的地儿。”两口子
一商量，回村开了个“老区农家饭
店”。

2014年，铁山街道通过基础
设施建设，让百年老村黄泥巷大
变样：乡间小路不再泥泞，整修后
的小河有了“小桥流水”的美感，

“修旧如旧”的村庄风貌遗风余韵
十足。许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
卡留念，黄泥巷一时成了“网红
巷”。

村子美了，王黎沙的“老区农
家饭店”也跟着火了起来。“这几
年，客流量成倍增长，最多的时候
一天接待三四百人，纯利润涨到
了50万元。”说起越过越好的生
活，王黎沙满眼笑意。

如何让更多的“王黎沙”涌
现？2019年，铁山街道将山里的7
个村庄与邻近的后石沟村进行一
体规划，聘请浙江大学编制总体
规划，按照景区理念建设。这里将
打造三个核心区：以上沟、墩上、
黄泥巷三村为核心区，主打“原山
原水原生态、原汁原味原生活”；
以东南崖村为核心区建设杨家山
里红色教育基地；以后石沟村为
核心区建设乡村影视基地。

“我举双手赞成！”回乡创业
已有15年的“山里人”杨秀兰听到
这个消息格外激动。由她创建的
秀兰山庄采用龙头+基地、基地带
农户的模式，已建设生态茶园、果
园1000余亩，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150多个就业岗位，村民增收80多
万元。

“除了茶叶，这8个村庄的农
产品也基本相同，如樱桃、板栗、
桑葚等。”铁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徐
贞敏说，为推动这些农产品“变
现”，铁山街道引进总投资800万
元的尚臻百果酒庄项目，主要在
杨家山里片区收购樱桃、桑葚等
绿色生态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形
成了8个果酒品牌，年产值达400
多万元。

这里除了带来产业资源的聚
合，更重要的是对文旅资源的统
筹。革命老区成为红色旅游热土，
红色旅游的发展又加速了历史、
文化和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的步伐，有效带动了山里人
脱贫致富。

如今，行走在杨家山里，看得
见漫山遍野的果树，听得到清脆
的蝉鸣。村民们的脸上挂着幸福
的微笑，每个人在走向属于自己
的小康生活。

兜住“两不愁三保障”底线

“两不愁三保障”是脱贫攻坚
工作必须兜住的底线。

“坚决杜绝因疫返贫！”今年
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青
岛西海岸新区也同样惦记着贫困

户们的生计。
“疫情导致生意不太景气，家

里直接断了收入来源。多亏政府
安排的公益岗位，让我每个月有
了稳定收入。”疫情期间，原本在
琅琊镇斋堂岛村经营小卖店的贫
困户石学民重新“上岗”在村里当
起了保洁员。

“利用扶贫资产收益，疫情期
间，我们帮助265名贫困群众走上
村内公益岗位、扶贫专岗。”青岛
西海岸新区扶贫办副主任曲勇
说。同时，青岛西海岸新区还积极
发挥省级扶贫龙头企业供销集团

实体门店和网商优势，解决疫情
期间贫困户和贫困薄弱村农产品
销售问题，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增
收。

治贫先治愚。教育扶贫是能
否“斩断穷根”的关键因素。自
2016年春季以来，青岛西海岸新
区共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发
放生活补助金794 . 685万元、免除
普通高中学费、学前教育保教费
165 . 94万元；累计补助雨露计划
资金212 . 4万元，每学期每人补
1500元，全部补助到位。疫情期
间，为保障贫困学生教学质量，青
岛西海岸新区还为他们专门发放
了网课设备、流量费及救助资金
14万元。

截至目前，青岛西海岸全区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和特惠保
险参保100%全覆盖，特惠保险
2018年理赔86 . 15万元，2019年理
赔153 . 74万元，实现“一站式”结
算；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累计完成 5 8 3户，共补助资金
1099 . 27万元，保障了贫困人口的
住房安全。

“衣食无忧，幼有所教，病有
所医，住有所居”，青岛西海岸新
区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兜住了贫困
人口的民生底线。

精准扶贫“横到边纵到底”

打好脱贫攻坚战，要下好“精
准”这盘棋。

为了解贫困村、贫困户的真
实需求，青岛西海岸新区要求领
导干部带头“遍访”。区领导每年
要遍访65个贫困薄弱村，镇街党
组织书记带头、班子成员则要遍
访每个贫困户。同时，对全区325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落实“一对
一”帮扶责任人，建立帮扶台账，
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结合社会治理的网格化布局
和互联网科技手段，青岛西海岸
新区还在全省率先将精准扶贫纳
入网格化动态管理。“在区社会治

理信息化智能数据平台的基础
上，我们独立开发了西海岸新区
精准扶贫平台，利用专职网格员
队伍和事件办理、督办机制，对多
样化扶贫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直
观获取贫困户、贫困薄弱村的问
题和需求。”该区扶贫办社保科负
责人陈磊说。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精准扶贫
平台上，红色的贫困村、蓝色的薄
弱村一目了然；扶贫项目、集体收
入、人口概况等应有尽有；贫困户
地域分布、年龄构成、致贫原因、
问题需求等一应俱全……为扶贫
决策提供最全面详实的信息支
撑。该体系的前端由全区1700余
名“一对一”结对帮扶责任人、651
名网格员组成，他们定期对全区
3000余户贫困户走访摸排，动态
更新信息，后端由平台流转督办，
健全多维度贫困监测与动态管理
的长效机制。

“通过这个平台，扶贫工作与
卫健、教育、民政、住建等民生服
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联动帮扶，
建立起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
数字化智慧化帮扶体系。”陈磊
说。

产业扶贫实现长效“造血”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
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
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
之计。

2016年至2020年，青岛西海
岸新区累计投入各级扶贫专项资
金3 . 22亿元，其中产业扶贫专项
资金2 . 55亿元，累计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192个。截至2019年12月
底，新区产业扶贫项目镇村累计
收益4000余万元，以现有产业项
目预测，自2020年起每年获得扶
贫收益超过1800万元，年收益率
7%。

2016年，青岛西海岸新区率
先探索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整合
全区65个贫困薄弱村3年的扶贫
资金1亿余元，购买龙头国企黄发
集团的优质商业资产，每年兜底
8%收益。“仅凭此一项，每个贫弱
村每年至少能增加收入12万元，
这样一来村集体经济就有了源头
活水。”青岛西海岸新区扶贫办主
任王鹏说，资产收益扶贫只是西
海岸扶贫的“1 . 0版本”。

“2019年，我们成功实施了产
业扶贫2 . 0提升工程，也就是突出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建立‘园村一
体化’模式。”王鹏介绍，依托扶贫
龙头企业——— 青岛西海岸新区供
销集团，青岛西海岸新区将省定
贫困村——— 六汪镇朱家沟村作为
产业扶贫试点村，将村庄打造成
扶贫产业园区，实现“村园合一”。
朱家沟村为园区建设提供优质土
地资源，满足企业园区对土地的
需求；企业园区的入驻，为村子注
入了资金、资源和技术，盘活了村
内经济，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民
在获得土地流转收益的同时，在
园区工作，实现了由“传统农民”
到“产业工人”的转换，人均月收
入达2000元左右，家门口就能脱
贫致富奔小康。

“村里210亩地打包流转建成
了现代农业示范园，现在家家收
租金，人人挣工资。”朱家沟村党
支部书记孙书勤介绍，这个不足
百人的小村庄集体年收入已达25
万元，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全部进
入园区工作。

目前，“园村一体化”模式已
在西海岸全区13个贫困薄弱村得
到推广，构建起可持续增收的长
效扶贫机制。

30个省定贫困村，35个市定经济薄弱村在2017年底便全部脱贫退出；65个村的平均集体经济收入从2014
年的3 . 04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36 . 3万元，“五通十有”全部达标。

贫困人口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4949 . 2元增长到2019年的11038 . 5元、年均增幅17 . 4%，“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达标，稳定脱贫率达100%。

所有贫困薄弱村提前3年摘掉“穷帽”，小康路上没有一个贫困人口“掉队”，这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交出的
脱贫攻坚成绩单。成绩喜人之余，西海岸新区并未“撤摊子、歇歇脚”。决战决胜之年又遇新冠肺炎疫情考验，
青岛西海岸新区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力求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形成可持续的
脱贫内生动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大场镇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

杨家山里墩上村村民在家门口剥玉米，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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