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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关注

贫困村实现摘帽 贫困户稳定脱贫

乐陵奋力做好脱贫攻坚“收官试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贾鹏 张盼盼

初次创业
赔得血本无归

4月10日，时值暮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德州市陵
城区边临镇王庄村，绿油油的麦
田彰显勃勃生机，一排排整齐的
鸡舍井然成序，为了全天候的监
控鸡苗的成长，王书会盖了两间
民房，全家居住于此。

王书会告诉记者，奶奶患有
严重精神疾病，常年需要人照
看，晚年又得了脑血栓，基本生
活不能自理，花了大量的医药
费。妻子身体又弱，不能干重体力
活，两个女儿上学，全家的重担落
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由于家庭贫
困，在2016年贫困户识别时，王书
会被识别为省定贫困户。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咱更
得使劲干。”说起自己养鸡的缘
由，家贫志不贫的王书会略显无
奈，眼看着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
务工挣钱，自己却被困在家里，
出了种几亩薄田之外，不能为家
庭带来任何收入，他急的整天唉
声叹气。

于是，在家创业的种子在王
书会的心里悄悄萌芽。通过各种
考量，他和妻子商量开展养鸡创
业。“当时手里没钱，通过亲戚朋
友借了20000余元，凑够了启动
资金，租赁了同村的一个闲置鸡
棚，开始了养鸡路。”2016年6月
份开始，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发家
致富。

然而，事不遂人意，创业的
路程无比艰辛。第一批2000只鸡
苗出栏后，王书会赚了钱，正当
信心满满开始继续投入的时候，
由于对市场预判能力不足，加之
养殖规模小、缺乏养殖经验，第
二批成品鸡让他赔的血本无归，
还背上了更多的外债。一时间，
王书会的创业跌入低谷。

政策帮扶
重拾养鸡行业

就在王书会一筹莫展的时
候，2016年，全面脱贫攻坚战打
响，区、镇、村三级干部挨家挨户
摸底调查，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在了解到王书会的实际情况后，
帮扶干部多次入户与他沟通交

流，从思想上激发他的发展信心
和动力，鼓励他大胆干。陵城区
的帮扶干部与他结对子，交朋
友，帮他分析要想脱贫致富，还
是要从产业上想办法。“说干就
干，这一次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
来。”王书会凭借那一股子不服
输的韧劲，王书会看到了新的希
望，决定重拾样养鸡行业。

2016年5月份，王书会打电
话找到以前的供鸡苗客户，上了
2000只鸡苗。自从认准了这条养
殖路以后，王书会吃住在鸡棚，
起早贪黑，整理鸡舍、学技术，付
出是常人的几倍，但他心里乐滋
滋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顺
利出栏三批鸡，纯收入1 . 5万元，
人均纯收入5000多元，成功脱
贫。“2016年底奶奶因病情加重
去世了，从那之后我就觉得需一
定要把养鸡业做大做强，过上富
裕日子，实现奶奶的夙愿。”王书
会说。

成功脱贫
日子越过越好

就这样，王书会的养鸡场逐

渐步入了正轨。2017年，在镇村
帮扶干部的动员下，他决定利用
政策的东风扩大养殖规模，增加
收入。

通过市场行情分析，王书会
果断的申请了5万元的扶贫贷款
盖起了属于自己鸡舍，占地2亩，
规模达5000只，养殖规模扩大了
一倍，并聘请了济南制药厂的高
级技术员，做长期技术指导，大
大降低了养殖风险，提高了养殖
利润。

“现年正常情况下出栏达2
万只，年收入2万余元，而且相对
稳定，照顾家庭和脱贫致富两不
误，稳定脱贫摘帽。”从最开始的

血本无归，到现在的稳定向好，

王书会面露笑容地算了一笔账，

目前自己掌握了丰富的养殖经

验和技术，可以轻松地管理养殖

场，妻子到镇上扶贫车间恒宇纺

织厂上班，月工资2000多元，加

上田地的收成，自己一年的收入
相较之前大为改观。

“我相信，都会有的，也会越

来越好。”春光明媚，乘坐政策的

东风，用一双勤劳的手，王书会

正在编织着最美的致富春景。

这几天，王书会忙得不
亦乐乎。作为远近闻名的养
鸡户，家里新的一批鸡苗马
上来了。“4000只鸡苗，两个
月出栏，纯利润能到5000多
块钱。”说起收入，他干得更
起劲了。

今年42岁的王书会原
来是村里的贫困户，2016年
开始进入养殖行业。在各项
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在脱贫
致富的道路上，发挥自身优
势、发展产业项目，经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不仅成功脱
贫，而且将自己的鸡棚越做
越大，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致富之路。

小鸡棚托起致富梦
陵城区贫困户王书会创业路不简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朱芮瑶

“还有别的活儿需要我做吗？”任爱民
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扫把，一边询问坐在院
子里的老人王秀兰。

任爱民和王秀兰都是村里的贫困户，
任爱民今年49岁，是德州市乐陵云红街道
匡家村人，父亲是聋哑人，妻子患有间歇性
精神病，不能劳动，两个女儿上学。患有腰
间盘突出的他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靠着
收破烂和家里的7亩薄地支撑着全家六口
人的生活。王秀兰今年93岁，她和唯一的儿
子相依为生，家里穷，儿子虽然已经70多岁
了，仍需要外出打工，王秀兰一个人在家常
常无人照顾。

从2017年开始，任爱民走上了乐陵市村
级扶贫专岗，以贫“服”贫，做饭、打扫卫生、
代购代买……为王秀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和服务，每年能领到近5000块钱的工资，
2020年，他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目前，乐陵69个省贫困村全部实现摘
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4598户、
8317人继续享受政策。

“破烂匡”
摇身一变“金凤凰”

匡家村以前是山东省扶贫工
作重点村，全村人口315户、118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4户、44
人。该村多年“无班子、无产业、无
集体收入”，治安乱，基础设施差，
是远近闻名的“破烂匡”。匡家村脱
贫，似乎遥遥无期，但乐陵的反贫
困举措却给出了坚定的解答！

在村支书赵磊的带领下，匡家
村主要通过改危房搬新居、设专岗
共脱贫、保兜底全覆盖、强产业促
增收四项措施开展精准扶贫，匡家
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五
通十有三达到”全部实现、贫困户
全部脱贫，成为首批“山东省乡村
振兴示范村”，以前的“破烂匡“成
为了如今的“金凤凰”。

匡家村的转变仅仅是乐陵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以贫“服”贫
的背后是乐陵在全国率先推出的
村级扶贫专岗。

乐陵市是典型的农业大市
(县)，也是脱贫任务较重的一个县
市。据统计，至2017年年初，全市
仍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 . 2万人，
其中，因老因病因残造成失能半
失能的贫困人口占85%，最需帮扶
解困的贫困人口占20%。“乐陵剩余
未脱贫的人中，大部分是弱劳动力
或失能半失能人群。比如因为年
龄、体力、受家庭拖累较重等原因，
一部分贫困户出不了门、进不了
厂、干不了重活。还有部分贫困户
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基本生活

难以自理。”乐陵市扶贫办副主任
王玉强说。

这一现实倒逼当地政府探索
推出同时有益于两个特困群体的
扶贫新模式———“找到最合适的
人，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2017年3月，乐陵市扶贫办、人
社、财政、民政等部门经过多次对
接，创新性地将公益岗位政策与扶
贫工作结合起来，联合研究制定了

《乐陵市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
人员实施方案》、《关于规范推进扶
贫专岗工作的实施意见》，依托邻
里关系，提出建立公益扶贫岗位的
办法。

“这个专岗是乐陵从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为弱劳动力人员开发设
置的，主要服务于老弱病残特困
群体。政府买单，被帮扶者享受免
费服务，专岗人员通过服务获取
报酬。通常情况下，一名专岗人员
可帮扶3名特困人员，每天服务时
长不少于1小时，按德州市最低工
资标准，一年可获得5000元左右
的收入。”王玉强告诉记者，目前，
乐陵已投入村级扶贫专岗资金
545万元，开发专岗519个，帮扶贫
困户1394户、2146人，真正实现“脱
贫不离家、岗位送上门，养老不离
家、服务送上门”，带来“照料一个
人，解放一群人，致富一家人”的连
锁效应。

创新扶贫工作
在全国推广

乐陵市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立足高标准、严
要求，注重瞄准施策“精度”、强化
工作“力度”、提升扶贫“温度”，高
质量推动脱贫攻坚走深走实。目
前，69个省贫困村全部实现摘帽、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4598户、8317人继续享受政策。乐
陵市荣获了“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德州市脱贫攻坚工作
优秀县市区”称号。创新探索的“村
级专岗扶贫”工作得到了国务院扶
贫办、人社部的充分肯定，并在全
国推广。

“在镇帮扶干部的帮助和鼓励
下，现在我每天都能通过自己的劳
动收入一百多块，日子可是越过越
好了！”提起脱贫致富，张东来沧桑
的脸上笑开了花。

张东来今年72岁，是乐陵市铁
营镇张顶村的贫困户，老伴儿患癌
症不幸去世，大额的治疗费用让本
就贫困的家庭喘不过气来，女儿还
在读大学，他只能在工地上做小工
赚点钱。自2016年9月，镇扶贫办帮
扶对接张东来以来，帮扶干部隔三
差五就去家里走访，送温暖、送政
策。为更好地帮助其减轻家庭负
担，结合张东来身体素质较好的实
际情况，2017年7月，帮扶干部积极
对接镇区内企业，帮助他联系到一
份在乐陵市孟氏渔业科技有限公
司喂养蚂蚱的工作。现在，张东来
每天除除草、喂喂蚂蚱，干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每个月都能有2000
多块钱的收入。

过去的日子很艰难，张东来骑
着他的三轮车，正在驶向幸福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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