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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两会··聚焦聚焦

新闻深三度·关注脱贫攻坚之经验

工厂办到家门口，俯下身子做实事，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脱贫路上“铿锵步”，精准发力“摘穷帽”

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补齐“最大短
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答题。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始终把提高脱
贫质量放在首位，着力补齐短板，确保脱贫工作
务实、过程扎实、成效真实，群众满意。全市基本
上形成了县有扶贫龙头企业、乡有扶贫就业基
地、村有产业扶贫项目、户有叠加增收措施的产
业扶贫格局。那么，我市脱贫攻坚工作成绩的取
得，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
在今年的许昌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纷纷发表意见。

□ 记者李嘉

“扶贫路上，‘造血’比‘输血’更重
要。”说起这几年的扶贫路，来自禹州
市苌庄镇杜沟村的杨新义代表感慨地
说，“我们村地处山区，风景优美，传统
石砌民居独具特色。近几年，村里修
了路，村民喝上了自来水，村子越来越
美。下一步，关键还是要靠自己，依托
自身优势，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别看我是贫困户，凭劳力也成了
合作社股东。年初，社里把 20 亩枣园
无偿交给我管，我在园中套种其他经
济作物，今年收入万把块钱没问题！”3
月 26 日，说起脱贫路，在枣园锄草的禹
州市苌庄镇杨圪塔村贫困户杨大戌笑
得合不拢嘴。

禹州市苌庄镇杨圪塔村成立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租金、薪金、股金“三
金”模式，让贫困户成为股东，推动合
作社不断发展壮大，让贫困户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

市扶贫办主任杨永标介绍，杨大
戌的脱贫只是我市推进产业扶贫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我市立足资源优势，
坚持引扶结合，加快培育优势特色产
业，持续创新扶贫、带贫模式，有效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逐 步 实 现 由“ 输 血
式”扶贫向多元化“造血式”扶贫转变。

另外，我市依托“扶贫车间”，把工
厂建到贫困群众家门口，让贫困群众
实现了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的梦想。
目前，一批批贫困群众正依托“扶贫车
间”逐步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杨永标说，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
来，我市积极完善扶贫政策，在落实长
效增收方面，制定《许昌市加快推进产
业扶贫的若干意见》，为抓好产业扶贫
工作提供了方法遵循。如今，全市基
本上形成了县有扶贫龙头企业、乡有
扶贫就业基地、村有产业扶贫项目、户
有叠加增收措施的产业扶贫格局。

【产业扶贫】
“输血+造血”，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想从
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智随志走、志以
智强，实施‘志智’双扶，这样才能激发
活力、形成合力，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
困的土壤。”康传珍委员说，她所在的
禹州市传珍顺绣刺绣有限公司是“巧
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该公
司连续举办“手工刺绣扶贫培训班”，
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通过自己的
双手改变落后境况。

杨永标介绍，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我市通过“巧媳妇”创业就业工
程示范基地开展技能培训，把劳动密
集型手工产业项目延伸到乡（镇）、村

（社区），使农村妇女在不耽误农业生
产和照顾家庭的情况下，实现增收致
富。目前，全市累计培训妇女 4.26 万
人次，帮助 4 万余名妇女实现创业就
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3000 余名，
人均年增收 1.3万余元。

每到禹州市鸠山镇官寺村“爱心
超市”开放的日子，贫困群众就会来这
里用平时劳动和参加活动获得的积分
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物品。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激
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解决贫困
的先决条件。”杨永标说，只有贫困主
体广泛自觉参与，才能实现真正的脱
贫致富。

“为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消
除‘等靠要’思想，我市全域实行贫困
户量化积分管理，建设‘扶志超市’。”
杨永标说，通过发展产业、劳动就业、
环境卫生、政策掌握、集体奉献等评比
活动，对农户进行积分奖励。积分可
以兑换米、面、油等物品，充分调动贫
困群众的发展积极性，激发每一名贫
困村民脱贫的信心。目前，全市建成

“扶志超市”1103 家，累计兑换物品 16.7
万份，惠及贫困人口 3.2万。

【“志智”双扶】
扶贫先扶志，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听了政府
工作报告，我很受鼓舞。”来自建安区
的王华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将积极发展健康养老产业，加快

‘一院一校一中心’、康养小镇等项目
建设，大力发展医养结合，提升居家、
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水平，争创国家
健康养老示范区。我们将响应号召，
为积极发展许昌健康养老产业，加快
健康许昌建设增砖添瓦，同时，努力发
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通过制度化设计，
着力将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康养产业结
合起来，把医者的仁心送到村里，送到
贫困户家里。”

“我能够安心在村里开展扶贫工
作，离不开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离
不开教育部门这一坚强后盾，还有家
人的默默付出。”读了《许昌晨报》关于
今年许昌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提及脱贫攻坚，建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驻 五 女 店 镇 冶 庄 村 第 一 书 记 武 书 锋
说，当前脱贫攻坚的成果令她倍感振
奋。面对关键之年的“硬骨头”，她会
安心扎根在村里，做困难群众脱贫路
上的贴心人、领路人。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到

了最后的攻坚阶段，也到了硬碰硬的
阶段。”杨永标说，我市没有国家级贫
困县和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
口“插花式”分布在 2000 多个行政村，
散而广、难度大的特点极为显著。

他介绍，我市按照“抽硬人、硬抽
人”的要求，从全市后备干部中选派素
质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同志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新一轮共选派驻村
第一书记 427 名，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
村、软弱涣散村和后进村全覆盖；加强
和充实驻村工作队的帮扶力量，全市
组建驻村工作队 427 支，派驻工作队员
1349 名。从市直单位中选派 65 名副县
级后备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选派
44 名副县级后备干部到扶贫重点乡镇
挂职锻炼，协助当地党委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

“多措并举，让驻村第一书记把心
‘驻’在村里，尽心尽力助力脱贫攻坚，
这 是 我 们 的 一 个 宝 贵 经 验 。”杨 永 标
说，扶贫工作虽难，但一支有理想、有
力量、更有干劲的干部队伍正以势在
必得的劲头带领群众，满怀激情地建
设魅力新许昌。

【驻村“驻”心】
遴选优秀干部，带领贫困户奔小康

2018 年 8 月 31 日，许昌市政府与
南阳市淅川县政府共同签署了结对帮
扶框架协议，着力在产业发展、就业帮
扶、基础援建等方面深化帮扶，助力淅
川县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目前，结对帮扶淅川县工作进展
顺利。产业帮扶方面，帮助引进10万
立方米活体保鲜冷库设施项目和中药
材迷迭香种植项目，推出“中线水源地
淅川丹江湖”“淅川金秋蜜橘采摘”2条
特色旅游线路，与淅川县3家汽车零部
件企业初步建立合作关系；劳务协作

方面，许淅两地建立劳动力就业岗位
信息互通机制，先后组织跨区域贫困
劳动力专场招聘会 2 次；人才支撑方
面，组织4家医疗机构、42名医疗专家
参与淅川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安排
支教教师46名，支援淅川县中级以上
技术人员70名；项目援建方面，拿出财
政资金 1150 万元，援建 31 个村、67 个
项目（全部竣工投用）；社会帮扶方面，
组织 25 名专家赴淅川县开展医疗义
诊、民俗（村）形象设计等，动员社会企
业累计捐助7.6万元。

2018 年 11
月 15 日，禹州
市磨街乡青山
岭村，靠养牛
脱贫的村民葛
国昌（左）在向
众人介绍牛的
生长情况。资
料图片由记者
李嘉提供

我市结对帮扶淅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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