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淅川县老城镇濒临丹江口水

库，集山区、库区、移民区于一体，经

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十三
五”期间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84
户 3870人。“近年来，我们立足镇
情，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出了既有生

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既能短期脱

贫又能永久致富的扶贫路径。”老城

镇党委书记翟成敬说。

党旗领航，筑牢脱贫攻坚基

石。该镇先后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

代表到浙江安吉、西峡县孙沟等地

考察杏李、软籽石榴和薄壳核桃等

产业，全镇上下凝聚了生态扶贫共

识。为切实解决贫困户在脱贫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该镇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带动作用，严格落实帮

扶责任，党员干部分包贫困户，每周

召开扶贫工作例会，一周一督查。

在村“两委”换届中，该镇8名35周
岁以下的大学生、复退军人，通过竞

选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产业发

展中自富、带富能力强的“领头

雁”。同时，该镇还积极引进人才和

技术，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该镇已建成茶树菇自动化生

产车间。

科学布局，绘就产业发展蓝

图。该镇短、中、长三线相结合，短

线抓中药材、光伏发电和食用菌等

短平快项目。目前，2.5万亩果园全
部套种花生、中药材，发展茶树菇

200万袋，年发电量2.4兆瓦的光伏
发电已见成效，每个贫困户都有一

个公益性岗位，年增收3600元。中
线抓林果种植，发展竹木混交林 1
万亩，软籽石榴、杏李、核桃等3万
余亩，对宜林山坡进行荒山绿化。

长线抓全域旅游，实施农旅一体化，

带动三产发展，按照旅游景点的标

准对11个移民避险解困项目进行
建设，旅游业将成为美丽老城新的

经济增长点。

创新模式，提振产业扶贫活

力。该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企业

增效、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

有力地助推了生态产业发展。0.8
万亩软籽石榴采取土地流转模式，

带动450户农民家门口务工，户均
年增收万元以上，180户贫困户通过
到户增收资金入股企业，实施企业

带贫。2.5万亩杏李采取“公司+农

户”模式，实行“三包一分”，公司与

农户签订合同，公司提供苗木、技

术，包销产品，每亩效益在3000元
以上，覆盖18个村的贫困户。茶树

菇基地，主要采用托管模式，贫困户

拿到户增收资金5000元，从企业购
买菌袋，由企业代管，目前，已在茶

树菇基地种植80万袋，带贫224户，
46户贫困户务工月均增收2000元。

据统计，近两年老城镇累计脱

贫2600余人。今年5月17日，该镇
在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第三次电

视电话推进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康帆 卢宗山 叶俊哲）

老城镇 党建引领致富路

11月8日雨后初晴，在淅川县
厚坡镇陈庄村，贫困户方春红正兴

致勃勃地和丈夫一起查看耕地。“地

干后，咱种了石榴，再套种白芨，我

都上网看了，这样搞没问题！”妻子

若有所思地规划着，丈夫紧握锄头，

摩拳擦掌。

方春红所在的陈庄村是淅川县

第一批县内安置移民村。全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41户145人，2017年
被河南省识别为深度贫困村。“搬迁

后，人心散了，大伙儿没了在老家团

结干事的热情，且村里老弱病残较

多，搬到平地也学不会这边咋种地，

慢慢地就不想干了！”谈起为啥戴着

“穷帽子”，村主任王新奇如此分析。

2018年3月，按照统一分工，县
委书记卢捍卫到陈庄村进行定点

帮扶。

“卢书记来了，村民的好日子就

有啦！”谈起卢书记进村帮扶，方春

红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昔日没有

生气的小村庄，逐渐变成了热闹的

‘小庄园’，石榴、核桃、黄粉虫……

各种产业都在这儿落了户，大伙儿

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日子一下子

就有了奔头！”

“这不，像我这种行动不便的残

疾人也得到了实惠。”方春红补充

说：“前不久，卢书记还自掏腰

包，并号召集资2万多元到村小龙
虾合作社，帮我们挖坑塘、购种

苗、买饲料。借着这个机会，我也

发展了3亩多小龙虾。丈夫干力气
活儿，我负责看管、喂食，明年春

节小龙虾这一项就能收入 12000
多元！眼看就能挣到钱，我对生活

一下有了信心！”

经过近一年的帮扶，陈庄村的

产业已实现全覆盖，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有了可以依托并持续发展的

产业，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借助

政策叠加支持和入股分红获得了长

期稳定的收入。目前全村贫困户种

植核桃 177.6亩，软籽石榴 76亩，

茶树菇 12500袋，花生 407.3亩，
小龙虾45亩，蓬勃发展的产业已
成为群众脱贫增收的最可靠保障。

产业发展了，配套设施也得跟

得上。在陈庄村鹏欣黄粉虫合作

社，负责人孙鹏欣一边指引卡车进

厂卸货，一边高兴地说：“新修好

的柏油路，让货车一路走到大门

口！这不，三月份以来，在卢书记

的协调安排中，投资近30万元的
村广场已改造完毕；村主干道、养

殖小区2.5公里的道路沥青铺设已
完成；7眼深水井已打好并投入使
用……”如今，陈庄村的群众生活

更便捷、基础设施更完善、产业发

展后劲儿更足。

“在具体帮扶之外，卢书记还多

次叮嘱我们要在转变群众思想观念

上下功夫。”据驻村第一书记张永强

介绍，为帮助群众发展，卢书记多次

召集村民，现场为群众讲政策、谈产

业，拓宽群众思路；积极安排人员组

织村民到西峡县等地观摩学习，提

高群众发展产业信心；大力表扬产

业发展先进人物，调动群众比优争

先热情。

“书记把咱的事儿当成自个儿

的事，到家里不仅帮咱出主意，还关

心娃的生活和学习。就冲这，咱怎

么也得在村里干出个名堂！今儿我

就去萧山看白芨，明年说啥都要脱

了贫！”在村头公路口，贫困户王秀

群坐上了去湖北考察的客车，正准

备出发。

（张雅峥）

厚坡镇陈庄村 贫困群众笑开颜

“这几年，要不是政府扶贫政策

好，信用社给咱支持力度大，哪有现

在的日子。”淅川县上集镇草庙沟村

贫困户侯金娣动情地说。侯金娣家

中四个老人、两个孩子，包袱大、致

富难，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在县

农信社信贷支持下，侯金娣用3万
元扶贫小额贴息贷款购置 6头小
牛，两年累计增收32600元，实现了
脱贫增收。这只是淅川县农信社投

身金融扶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社不断创新探索，积

极投身全县脱贫攻坚战。截至 10
月底，共计发放扶贫贷款8.91亿元，
累计支持或带动贫困户 15884户

51181人增收。
实施四个专项。建立专项团

队。淅川县成立“党群扶贫+”小额
信贷领导小组，该联社增设精准扶

贫中心，具体负责金融精准扶贫的

组织实施、产品研发及协调工作。

设置专项资金。在申请人民银行6
亿元扶贫再贷款的基础上，联社陆

续投放2.91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脱贫
攻坚。创新专项产品。创新推出

“金燕扶贫贷”和“产业扶贫贷”两款

拳头产品，服务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带贫作用明显的小微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项

目。建设专项平台。以“整村授信”

三评三促为抓手，建立贫困户“大数

据”平台，实现了县域贫困户信息采

集全覆盖。

实行四个联动。实行银银联

动。加强与该县农行、邮政银行等

金融扶贫责任银行沟通，强化信息

沟通、风险提示和扶贫互补。实行

政银联动。积极对接县乡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与各村“三大主干”进行

充分沟通，深入了解乡情、村情与户

情，做好金融服务与保障工作。实

行银企联动。对涉农企业给予重点

支持，确保发放一笔贷款，形成一个

产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致富。实行

银农联动。“流动银行车”进村入巷

开展金融扶智活动，使贫困户充分

了解金融扶贫政策，支持贫困户自

主创业，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做实四项保障。做实风险补偿

保障。该县财政建立风险补偿金，

按约定比例分担实际发生的风险，

首期已到位 2266万元。做实四方
协议保障。由地方政府、银行、省农

信担保公司、省担保集团签订四方

协议，按比例分担风险，建立风险分

散机制。做实金融服务保障。以

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为依托，对

扶贫贷款进行贷前推荐、业务指导

和贷后管理，为贫困户、带贫企业提

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做实风险防控

保障。建立风险熔断机制，对贷款

不良率超过5%的乡镇、贷款不良率
超过7%的行政村，暂停贷款发放，
清偿达到标准后再恢复贷款发放，

有效防控了信用风险。

（宋辉 李华有 曾照宇）

县农信联社 金融扶贫搭“金桥”

“我雇了十四五个工人，都是村

里的贫困户，一年到头能让他们增

加收入近万元。”11月12日，在淅川
县九重镇唐王桥村万亩金银花基

地，承包户王宏亚带领工人们一边

给金银花修剪枝条，一边乐呵呵地

向记者介绍。

王宏亚曾是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自福森集团入驻村里后，把自家

的良田流转到金银花种植基地，当

年年底就脱了贫。现如今，在唐王

桥村金银花基地，像王宏亚这样日

子越过越红火的贫困户越来越多。

“近年来，作为省重点企业、

市骨干企业和县域龙头企业，我们

主动承担社会帮扶责任，充分发挥

多元化经营优势，积极参与‘千企

帮千村’活动，增强了贫困群众的

持续造血功能，实现了贫困群众稳

定、持续脱贫，帮助他们走上了共

同富裕的道路。”福森集团董事长

曹长城说。

生态产业促脱贫。集团公司采

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法，以
福森药业公司和福森食品饮料公司

为产业龙头，在九重、香花、毛堂

等乡镇先后建立3万亩金银花种植
基地、1.2万亩林果种植基地、400
余亩特色中药材种植基地，辐射带

动基地周边23个村2000余人日常
就近务工，在季节性用工高峰日用

工均在1万人以上。

龙头带动乡村游。近年来，福

森丹江大观苑景区龙头带动作用得

到了充分发挥，在自身取得长足进

步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景点的快

速发展，使淅川旅游板块迅速崛

起。如今，福森丹江大观苑景区年

接待游客达50万人次，带动发展
景区农家乐120多家、吸纳贫困户
劳动力210余人，周边群众积极参
与旅游业发展，农家乐年户均增收

5万元以上，其他群众年户均增收
1万元至3万元。

公益事业暖人心。近年来，福

森集团累计投入资金 1600余万
元，为淅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捐建

希望小学一座，对九重、厚坡、马

蹬、毛堂、西簧等乡镇开展帮扶，

帮助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每年

春节给贫困户送去米面油等，资助

贫困学生700余人。同时，针对定
点帮扶的九重镇武店、王岗等七村

村情和贫困户具体情况，分门别

类，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金银花、

大棚蔬菜、莲藕种植等生态产业。

目前，已带动全县新发展金银花

20000亩，其中贫困户发展3200亩。
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2017年，福森集团直接和间接带动
了7000余户贫困户实现增收3000
元以上，受益贫困户占全县贫困户

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杨冰 袁海峰）

福森集团

扶贫路上勇担当

“春上种的大白菜卖了 8000
块，夏天长豆角又卖6000块，现在
这茬儿菜到年前，还能再卖万把块

钱！”11月12日，淅川县上集镇关
帝村有机蔬菜种植基地，54岁的姚
花兰指着自己的24号大棚，脸都笑
成了一朵花儿。

姚花兰家4口人，上有70多岁
的老母，下有上学的孩子，自己几年

前患脑血栓致残后，一家老小全靠

丈夫在建筑队打零工维持生计，常

为一顿饭发愁。

在关帝村，姚花兰家不是个

例。地处霄山脚下的关帝村，200多
户村民散落在霄山20多个沟沟岔岔
里，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作为深

山区的深度贫困村，截至2017年底，
仍有70户194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几十年来，与世隔绝的关帝村民，如

今正悄然变化：修路、架桥，出行不再

难；打井、铺管，清水送进户；光伏发

电、食用菌、有机蔬菜种植、农产品加

工车间，群众收入多元化……

“关帝村的变化，得益于包村帮

扶领导杨县长。”村主任曹国中说。

2016年2月，淅川县全面打响脱
贫攻坚战，该县建立县四大班子领导

“联乡包村帮户”制度，组织5000名
公职人员结对帮扶贫困户。淅川县

县长杨红忠是关帝村的联乡包村县

领导，也是村内刘金华、姚花兰、吕国

军等3户贫困家庭的帮扶责任人。
“村里产业基础弱、资源禀赋

差。实现稳定脱贫、逐步致富，发展

产业是关键。”一番调研后，杨红忠

说干就干。

光伏发电项目一次投入、终身

受益。2017年初夏，杨红忠组织镇
村干群到安徽六安市考察学习后，

支持关帝村先行先试。几周后，装

机总量1100KW的4个小型光伏发
电站成功并网，覆盖村内全部贫困

户。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这是淅川

历史上首次“借光”赚钱！

贫困户张须基算了一笔账，他

家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5千瓦，年
总发电量约6000千瓦时。“向国家
电网售电每1千瓦时0.3675元、同
时获国家补贴 0.359元，这一年下
来，增收4300多块。”

关帝的“阳光”，照亮了淅川。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淅川共建成地

面村级光伏电站104个、屋顶分布
式331个，总装机容量47兆瓦，全年
电费收入6000万元，带动9400户贫
困户年均增收3000元。

10月，红薯成熟季。
在杨县长的协调下，一个总投

资380万元的农产品加工车间建成
投产。“我们加工的红薯干，色泽鲜

艳口感好，是绿色健康的食品。”正

在“打包”的贫困户冯玉梁介绍，过

去，10斤鲜红薯只卖10多块，经过
加工后，能卖20多块。
“不仅是红薯，村里的土豆、萝

卜、南瓜、豆角都能加工处理。”曹国

中说，如今的关帝村民收入多元

化:小龙虾、黄粉虫养殖效益可观；
百亩赤松茸、平菇、毛木耳长势喜

人；24个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更是
引爆了游人，乐坏了菜农……

11月初，关帝村还举办了观光
采摘活动，品相好、产量高的蔬菜瓜

果，引来四方游客。“仅前三天，就成

交 22000多元的有机果蔬。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等全员上岗，做讲

解、当导购。”贫困户姚花兰感激地

说，昔日的穷乡僻壤，如今变成美丽

的庄园，有杨县长帮扶的奔富路上，

咱信心十足！ （杨振辉）

脱贫攻坚谋良策 齐心协力显身手
上集镇关帝村

穷乡僻壤变庄园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左）与陈庄村贫困户亲切交流 特约记者 张雅峥 摄

厚坡镇小龙虾养殖基地 特约记者 杨振辉 摄

淅川县县长杨红忠（右）在上集镇关帝村向贫困户了解情况通讯员 李红晓 摄

初冬时节，淅川县马蹬镇却呈

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山坡下，

一池池规模化虾坑蟹塘星罗棋布，

一座座自动化香菇大棚鳞次栉比；

山坡上，百万株樱花、红枫、软籽石

榴、杏李等各色苗木接天连碧……

吸引大批游人纷至沓来。

“十三五”期间全镇共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885户2656人。“根据区位
特点，我们因地制宜做优大闸蟹等

特色水产品养殖业，壮大香菇、中药

材等种植业，巩固发展旅游业，三驾

马车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马蹬镇

党委书记陈光义介绍。

“寇楼村紧邻丹江口水库，这里

气候温和，水质优良，十分适宜大闸

蟹生长。”谈起养殖大闸蟹，2012年
回乡成立淅川县京津源水产品养殖

有限公司的寇元钦头头是道。如

今，京津源大闸蟹作为地域名片打响

全国，仅京东集团就与京津源公司签

订包销订单6万斤。截至目前，大闸
蟹养殖基地规模已达1500余亩，年
产量23万斤，年销售额达3000多万
元，带动寇楼村110户村民养殖大闸
蟹，人均年收入达16000元。

分拣、剪切、烘干……在马蹬镇

占地面积260余亩的平发食用菌产
业脱贫示范基地内，数十名工人正

在马不停蹄地加工刚采摘的香菇。

为鼓励贫困户参与种植食用菌，镇

里拿出100万元奖补资金，按照每

袋补贴0.5元的标准对在家种植香
菇的贫困户进行补贴，由基地负责

提供菌袋、技术、储存、销售等支

持。对无劳动力、无资金、无技术

的贫困户，基地采取代种代养模

式，由贫困户自愿拿出到户增收资

金5000元购买1250袋香菇投放在
基地，由基地全权代管，按照协议

第一年分红1250元，第二年1000
元，第三年750元，三年累计带贫
收益户均8000元。
“目前，在香菇基地长期务工

的贫困户有20多户，人均月工资
1500元左右，178户676人选择香
菇托管，累计带贫1000余人。”寇
元钦说。

大闸蟹、香菇等产业解了扶贫

的“燃眉之急”，该镇依托区位优

势积极发展旅游业。按照“春有

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的

原则进行布局，在连片山坡上种植

樱花、海棠、五角枫、马尾松等

220多万棵，形成万亩海棠园、万
亩樱花园等特色景观；依托丹江大

观苑、八仙洞等景区，全镇发展农家

乐112家，星级农家乐60余家，年收
益2000余万元。

如今，采摘香菇、吃大闸蟹、赏

丹江水已经成为来此游玩的游客的

首选项目。 （石雪帆 梁峰）

马蹬镇 三驾马车带脱贫

老城镇杏李喜获丰收（资料照片） 通讯员 曹海山 摄

马蹬镇大闸蟹养殖基地（资料照片） 特约记者 杨振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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