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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是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4年以来，该
县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要求，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精准发力，已完成脱贫人口88202人。其
中，2016年完成脱贫退出 20个村，减贫人口 38000人，占
省市下达脱贫目标任务的102.5%。在2016年全市脱贫攻
坚观摩评比中，位居全市第一名。去年年底，在代表河南
省迎接全国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中，其经验和
做法得到了考核组充分肯定，形成了夏邑“新模式”。

按照“倒排工期、攻坚拔寨”要求，该县计划2017
年脱贫 59个村、16000人；2018年将全面脱贫摘帽。如
今，扶贫进展如何？能否完成既定目标？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深入到夏邑进行了专访。

在夏邑县脱贫攻坚作战指挥部，记者见到了县扶贫
办主任孙桂元，问起夏邑探索出哪些可推广的经验和做
法，他扳起指头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第一，我们明确了脱贫攻坚“六结合”：即脱贫攻坚
与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提升干部素质、“两学一做”、

“四不为”专项治理、“三·五”基层工作日相结合。并认真
落实省脱贫攻坚5个办法、10个方案，制订了《夏邑县特色
产业扶持脱贫实施方案》等13个配套方案和办法。

第二，明确贫困村脱贫攻坚“十个一”标准：即一
个指挥部、一个产业、一个卫生室、一条环圈路、一壶
清水、一个文化广场、一个垃圾填埋场、一个杂物堆放
场、一面形象墙、一条信号线。提出帮扶贫困户四到
位：资金到位、措施到位、融合到位、服务到位。目
前，已完成104个村道路硬化，硬化里程达380公里。

第三，深入开展“ 一问、二查、三考、四补、五接”活
动。“一问”：认真询问贫困户家庭情况、产业发展、资金需
求、子女教育、健康状况、住房情况、脱贫措施等；二“查”：
查看贫困户档案资料情况，将缺失内容进行记录；三

“考”：考察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四“补”：
针对缺少、不规范的档案资料，由帮扶责任人补缺补差到
位；五“接”：扎实做好帮扶责任人与帮扶对象的对接。目
前，全县所有贫困村达到了“一村一册”“一户一档”。

第四，强化脱贫资金整合。制订了《夏邑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将中央财政及省
配套资金要求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 20类 61项、省级财
政安排的财政涉农资金 13类 28项，以及县年度预算安
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债券安排的扶贫资金、一

年以上的结转结余收回资金均纳入全县脱贫攻坚资金统
筹整合范围。同时，按照县统筹、乡使用的原则，打捆
拨付乡镇，由乡镇统筹实施贫困村基础设施和脱贫产业
项目。目前，已整合2016年涉农资金2.3亿元。

在北岭镇万亩蔬菜瓜果基地，正在孙后寨村调研的
县委书记梁万涛就全县产业扶贫谈了一些主要做法：

在扶贫的中长期规划中，夏邑制订了蔬菜瓜果、食用
菌、花卉苗木、畜禽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光伏扶贫、电
商流通、特色小商品加工等“八大产业”发展目标。

利用产业化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农村土地流转、产
业脱贫担保贷款、资产收益等方式，引导和扶持华鹏棉
业、方舟棉业、双联肉食等 200多家骨干企业和专业合作
社直接参与扶贫帮扶，吸纳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4000人以
上。在贫困村兴建各类原料生产基地150多个，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30多万亩。太平镇扶持骨干花卉园林公司建立
花卉苗木基地2万亩，带动2200贫困户脱贫。双联肉食
有限公司在骆集乡建设6个“村企共建村”……

培育扶贫典型。紧紧抓住被国家质监总局定为“国
家级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区”的机遇，把食用菌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首选产业，全县双孢蘑菇标准菇房发
展到 1.1万座，重点村 200余个，年产量 16万吨，产值
超过 12亿元，种植户年人均收入有 1万余元，已带动
800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

培育新型产业。充分发挥新型产业在助农增收中的
朝阳效应，培育夏邑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中原商贸港等
一批电子商务集群，建立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
邮政局邮乐网等6个县级服务中心，首批已经建立72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带动何营乡枣夹核桃、罗庄镇羊毛
衫、火店镇宫灯中国结、会亭镇郭店乡打火机等扶贫重
点产业项目网上销售。积极推进光伏扶贫，已引导 200
多贫困户建设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抓好金融扶贫。出台《夏邑县财政扶贫互助资金支
持贫困户小额贷款贴息实施方案》，划拨 2500万元政府
贷款担保金，与邮政储蓄银行、农信社签订合作协议，
按照放大5倍原则，贫困家庭可以使用5万元的3户担保
贴息贷款，2016年已经发放 8000万元扶持贷款。同时，
县财政拿出1500万元资金，联合河南中原农业保险公司
为全县所有贫困家庭购买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和人身意
外险。按政府提供风险补偿金 1比 5的比例，由银行组

织发放企业生产经营性贷款，每家龙头企业最多可贷
3000万元，并要求企业每贷款10万元新安排1名贫困人
员就业。制定了《夏邑县精准脱贫项目辅助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以政府和贫困户协议形式，对贫困对象精准
脱贫每户注入一定的项目辅助资金。目前已发放到户
948.02万元，惠及贫困户3630户。

扶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夏邑是如何建立完善指
挥体系，营造强大合力的？在车站镇食用菌生产基地，
县长刘海鹰介绍了三项措施：

在加强领导方面，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
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任常务副指挥长，主抓农业的县
委常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任副指挥长
的脱贫攻坚作战指挥部，并组建了强有力的脱贫攻坚督
导组和指挥部办事机构，层层建立健全脱贫攻坚指挥体
系，层层签订脱贫攻坚军令状，层层传导压力，为脱贫
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指挥作战体系。

在强化驻村帮扶队伍方面，他们于去年 6月份，进
一步调整充实驻村帮扶队伍，目前全县共有 96个单位、
639名驻村帮扶干部。明确一名科级干部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全县已有7000余名县乡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参与
到“责任到户”帮扶工作中。同时，整合社会力量促进
脱贫攻坚工作，明确在各级“两代表”“一委员”推荐
提名时，注重吸纳为脱贫攻坚工作做出积极贡献者，以
鼓励企业家、致富能人等社会人士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他们制定出台了《夏邑
县脱贫攻坚考核奖惩暂行办法》《夏邑县促进脱贫攻坚
办法》，实行综合目标和脱贫攻坚双向考核，同奖同
罚。明确“凡提必扶”，规定全县所有被提拔重用的科
级干部必须从脱贫攻坚一线产生。出台《夏邑县脱贫攻
坚督查追责工作意见》《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
强化了 5种对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县乡派出
的帮扶责任人应召回的规定。凡有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帮扶责任人被召回的单位，对派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
视其情节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

夏邑“新模式”照亮脱贫路
本报记者 韩 丰

创新体制机制 做到精准扶贫

实施产业带动 培育造血功能

完善指挥体系 营造强大合力

彩旗飘飘，音乐悠扬，樱花
绚烂，游人如织。4 月 8 日，夏
邑县第二届樱花节在县城南区沱
河畔樱花园举行。

樱花，不少人认为它是日本
花。其实，据史料记载，它盛产
于我国唐代，然后东渡日本，根
在华夏。民间有“樱花七日”的
谚语，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
凋谢大约为七天，整棵树从开花
到全凋谢有半个月左右。樱花边
开边落，因此有着极大的魅力。

当天，在樱花园里，书画界

高手云集，他们当场挥毫泼墨，
书法作品龙飞凤舞，绘画作品群
芳争妍。夏邑不愧为我市摄影强
县，百余架相机“咔咔”作响，
美丽画卷尽收镜底。旗袍秀中美
女如云，瑜伽表演魅力多姿，樱
花园食客爆棚。好一派政通人
和、春和景明的气象。

在地处沱河、响河、毛河
“三河口”的古木园里，千余名
徒步健儿从樱花园出发，快步如
飞，狂奔 7.5 公里，在这里最后
冲刺，一举夺金拿银。

中午时分，惠风和畅，细雨
微微，樱花更加娇艳欲滴，更有
栗城诗社诗友刘英辉、刘运章、
刘志奇、许中原和王云峰等诗词
唱和，真是“春风吹得满园彩，
正是樱花烂漫时”。

“醉美樱花 魅力夏邑”赏樱
游园系列活动由夏邑县委宣传
部、县广电局联合举办，并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县通达公
交公司提供了10辆电动公交车运
送参加徒步大赛的选手，交警部
门组织警力对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确保参赛选手安全。移动公
司、卫生局、供电公司等部门为活
动的举办提供通信、电力、医疗保
障。县文化局、林业局、园林中
心、教体局、团县委、旗袍协会等
单位和团体纷纷参与，大力协助。

“去年8月，夏邑被列为河南
省首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示
范县，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县。
县委、县政府为提升县城品位，
增加城市文化元素，建成了 3公
里长的樱花大道及樱花园景观，
栽植樱花 7万余株。园内徽派建
筑林立，小桥流水辉映，花木萦
绕，曲径通幽，樱花文化已成为
夏邑人文新景之一，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林生说起举办樱花节的目
的和意义激动不已。

满园樱花惹人醉
文／图 本报记者 韩 丰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4月 10日，中国长
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盟来到夏邑县考察调研。

考察组先后到长寿阁、古树园、太平镇中心社区、北岭镇
西瓜种植基地、曹集乡养老院和雪玉粉业、金之容食品、鑫富
农业等地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和座谈，考察组
认为，夏邑长寿文化源远流长，生态环境优良、绿化产业发展
迅速、长寿食品丰富优质，希望夏邑县在优质农特产品生产、
销售、旅居养老产业、特色服务业等方面与联盟深化合作。

据了解，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盟由“中国长寿之
乡”、长寿养生企业和绿色产业专家组成，旨在联合各长寿之
乡，通过集聚智慧、整合资源、加强合作来联手扩大品牌影
响，抱团推动加快发展，促进各地生态优势向绿色产业优势转
化。目前，国内 76个“中国长寿之乡”已有 45家加盟中国长
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盟，该联盟还有200多家长寿养生企业
和 10余位绿色产业专家。该联盟将通过加强品牌建设和创造
性地开展各类服务活动，促进长寿之乡政府、绿色产业企业和
专业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和寿乡经济的转型升
级，更好地挖掘“中国长寿之乡”的价值。

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盟
莅临夏邑调研

本报讯 （记 者 韩
丰 通讯员 李 盼）“现
在 国 家 的 扶 贫 政 策 真
好，厂子办到家门口，
天天上班不出村，吃住
在家很方便，不仅能按

时接送孩子上学、照顾老人，每天都有收入，还不耽误
农忙时种地，真的很好！”4 月 11 日，在夏邑县桑堌乡
司古同村村民司雪峰的钢卷尺厂车间里，近 30 名工人
正在忙碌着。该村贫困户李秀丽刚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
后，就回到车间里边干活边笑着说起自己在家门口务工
的感受。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桑堌乡党委、政府把司古
同村确定为全乡扶贫重点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59
户、438人。他们结合该村实际与县团委、党校驻村帮扶
工作队协商，制定了“资源共享、群体帮扶、产业带动”
等措施，实施“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带动贫困户整
体脱贫、共同富裕。

司雪峰钢卷尺厂在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于
2016年 5月落地，占地 3亩，4个生产车间，12台机器，
正式员工30余人，每天生产钢尺1万余个。谈起建厂的初
衷，一直在南方经商的司雪峰意味深长地说：“我当初并
没有回家建厂的打算，毕竟是在农村，交通、人力、资源
等都有限，但是乡里领导、村里书记一直动员我，‘你需
要什么，我们都按照国家政策尽量满足你，你回家创业，
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主要是能带动全村父老乡亲就业，
这是一件积德行善、让大家共同致富的好事’。俺听着在
理，就下定决心在老家办了这个厂。”建厂初始，困难重
重，他整日面对没有厂房、交通不便、电路不通、工人操
作不熟练等问题，但是在乡党委、政府，县团委，县党
校，县扶贫办，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所有的困难
最终都迎刃而解。对此，司雪峰激动不已：“我由衷地感
谢乡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能跟着这样设身处地
为老百姓着想的政府干事，我高兴。”

司雪峰结合扶贫脱贫工作和车间实际需要，所用车间
工人以四五十岁左右的贫困户妇女为主，工资以件计酬，
中午提供免费午餐，熟练工一天可以加工1000多个，1个
钢卷尺 1毛钱的加工费，每天能收入 100多元。有的需要
回家照顾小孩、老人，不能按时上下班，但每个月都能保
证最低2000元的收入。司雪峰说：“为了更好地照顾到贫
困户，六七十的老人来找活干，我也总是给他们找些力所
能及的活。”村里的五保户司美亮感动地说：“我们老两口
没有孩子，年龄又大，干不了重活，雪峰就让俺在厂里做
包装工，每个月能有 1000多元的收入，这是俺以前做梦
也想不到的好事。”“我爷爷已经 80多岁了，我要外出打
工不能在家照顾，他可咋办，现在我在这里上班，一个月
能挣2000多元呢，还不耽误照顾爷爷。”孤儿司艳梅十分
感激地说。

“2016年，司古同村因在钢卷尺厂工作脱贫18户、48
人，实现了一人进厂、全家脱贫，当年进厂、当年脱贫的
目标。今后，乡党委、政府要动员更多在外地经商的能人
回乡办厂，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桑堌乡党委书记刘海
宁如是说。

车间建在家门口
乡亲走上脱贫路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周明欣）“以前我在打火机
厂生产打火机，每月工资也就两三千块钱。现在我跟着吕文丽
在网上做打火机销售，工作轻松不说，月收入还在 5000块钱
以上。这不，前一阵子因为销售业绩好，她还领着我们到泰国
去旅游了一次。”4月11日，会亭镇许瑞敏兴奋地告诉记者。

吕文丽是会亭镇郭吕庄村的一个农家女孩。她和电商结缘
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她在西安理工大学读书时，经常和
同学们说自己的家乡夏邑县是“中国打火机生产基地”。2009
年，在她快毕业时，她的一个王姓同学家里需要定做一批广告
打火机，就想在网上购买，但王同学在网上搜了很久，不仅销
售打火机的网店很少，夏邑县的打火机网店更是一家都没有。
在王同学跟吕文丽说起这件事时，半开玩笑地说：“你毕业后
干脆回家开打火机网店算了，到时候我们同学都来给你捧场。”

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空闲时间，吕文丽关注起了会亭
镇的打火机销售情况和网销知识。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她认
识到：会亭镇传统的打火机销售模式很难满足个性定制时代的
需求，网上小批量销售定做打火机，将是一个趋势。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吕文丽没有急着去找工作，而是在
网上开了一家专门做打火机销售的网店。随着电子商务的兴
起，加之她用心经营，她的网店生意日渐火爆。看到销售形势
一片大好，她又办起了实体店，招收了店员，发展“实体店+网店”
同步经营的模式，生意更是红红火火。

网销打火机需要物流的支撑。在赚取了“第一桶金”后，
吕文丽又在会亭镇淮海物流园创办了一家物流公司，现在，她
的物流公司有车辆20多辆，带动了30多人就业。

看到吕文丽打火机网销的生意如此红火，该镇一些年轻人
也跟着做起了网销打火机的生意。“现在会亭镇做网销打火机
的人在300人以上，同时带动了丝网版制作、物流运输、广告
印刷等产业的发展，间接带动就业1500人以上。”吕文丽说。

吕文丽：

让打火机搭上电商快车

4月8日，几位小朋友在夏邑县樱花园内翻阅图书。
当日，夏邑县第二届樱花节开幕，县图书馆的流动图书
车前来助兴。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摄

4月10日，夏邑县国土规划联合执法大队巡回对全县
24个乡镇的违法图板及新发现的“双违”建筑逐一强制拆
除。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张瑞波 摄

4月11日，夏邑县电力施工队员在检修路灯。该县
把路灯管理纳入民生工程来抓，对不亮的路灯及时更
换，为夜间出行的居民提供方便。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刘建厂） 4月 5日，夏邑县北岭镇党员干部深入
到联系村，围绕脱贫攻坚、信访维稳、春耕备播、清洁家园
等，走村入户，问民意，解民忧，扎实为群众解决生活生产
中的困难和问题。

该镇党委书记骆松枫深入到联系村郭王楼村蔡庄贫困户
曹秀花家走访慰问，曹秀花的丈夫蔡胜峰患脑萎缩，儿子智
力低下，儿媳有精神智障，家庭因病致贫。每逢“三·五”
基层工作日，骆松枫都要到她家中，多方协助其解决看病难
的问题，并帮扶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镇长邵明启
深入到刘庄村信访积案户姜桂芝与李云峰家中，主动调解，
谈心沟通，梳理解说，往返两家10余趟，最终使积案11年的
宅基纠纷达成和解。组织委员李浩然组织举办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会，聘请县农技专家为种植户讲解春季大棚 8424西瓜和
蔬菜种植管理知识，现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据统计，当天该镇党员干部开展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会6场次，宣传移风易俗树新风和清洁家园活动14场次，走访
帮扶贫困户 21户，走访群众 108户，化解群众问题纠纷 3起，征
求“三项”工作意见和建议19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8件。

北岭镇

一天办了18件好事

樱花园里照张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