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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镇赉县嘎什根乡立新村村民史伟明
来到村支书王长友家，黄色的长胶靴上还粘着耙地
留下的泥巴，粗糙的双手递上一份手写的入党申请
书。王长友问他为什么想要入党，他憨笑着说：“就
是想给村民干点实事儿。”

王长友介绍说，史伟明这个小伙子很能干，自
己就种了8公顷水田，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和往年
相比，今年像史伟明一样积极要求入党的人多了很
多，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到5月份就已有十多位村
民写了入党申请书，而前几年每年只有几个人。“村
民入党积极性的提高，和开展脱贫攻坚以来村里发
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怎么样才能做
得好，离不开机制的保障，更离不开执行政策的
人。因此，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的作
用，是保障各项扶贫政策能够精准到户、有效惠及
每个贫困户的关键助力。在立新村，强有力的基层
党组织和优秀的农村党员，像一块强大的吸铁石，
把身边的村民吸引过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乃至

整个村庄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立新村全村95%的农户以种植水稻为

主。2016年初，村里修了泵站和衬砌进水渠，终于
告别了困扰已久的水田内涝，当年就实现水稻增
产，农民增收；同年年底又通过申请扶贫资金，在村
里建起了木耳和香瓜种植大棚，保证每个贫困户、
尤其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每年都有固定收
益。对于这些变化的发生，每一位村民心中都有一
杆秤——这是党和政府帮他们做的好事儿。

在立新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真正成为
了联通扶贫措施和贫困户的桥梁。为了让立新
村的贫困户能够及时掌握相关扶贫政策，当地党
员干部和驻村干部常常自己先加强学习、熟悉掌
握，然后再通过定期入户走访，用老百姓听得懂、
听得进的语言给贫困户进行宣讲，不断给贫困户
带去谋划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农村合作医疗等
政策在农村实施已经多年，但是因为信息不对
称，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于农村医疗
政策所知甚少。

自从扶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包括乡里、村里以
及包保部门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带头学习解读农村
医疗政策，并且对村民进行宣讲和指导。前一段时
间，村民郑永波的母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所有医
疗费用最终都得到报销，自己没花一分钱。他说：

“多亏政策好，也多亏干部们宣讲得好，不然哪能报
销我都不知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项目管不管
用、政策好不好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就是旗
帜。实施任何一项扶贫政策，都不能先入为主地认
定贫困户会毫无保留地完全接受。实际上，村民更
容易认可和接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亲身体验
的事情。所以立新村的包保部门和村党支部的党
员干部们在落实每一项扶贫政策时都会冲在前面，
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燃起大家的斗志，共同走上
脱贫致富的道路。

脱贫之后还需预防再返贫。而一个强有力的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的农村党员，会像一块强大的吸
铁石，把身边的村民紧紧吸引过来，潜移默化地改
变他们的思想认识乃至整个村庄的精神风貌，提升
他们的致富能力和村庄的产业前景，从而终将实现
可持续脱贫和发展。脱贫攻坚的路上，被“吸铁石”
吸引，期望成为“车头”。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务实的、全心全意为村民
服务的基层党组织，以及各级包保部门党员的率先
垂范，让村民们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党的温暖，
才使得立新村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

大安市叉干镇先锋村是个土地贫瘠、收入结
构单一、人均耕地少的边远村子。因病因残和无
劳动能力致贫占比高，各级包保部门联合开展精
准扶贫包保帮扶，贫困村党组织能力建设得到进
一步加强、村容村貌得到实质性改善、贫困户收
入明显提升、群众实际困难得到进一步解决。先
锋村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5户、223人，
2016年精准退出106户112人。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白城市旅游局办公室
主任王玉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与先锋村“两委”
班子共同研究，确定了以“主导产业带动贫困户
脱贫+集体经济助推整村扶贫”的工作思路,为
每户量身定做脱贫方案。该村刘永贵家里无经
济来源，所住的房子即将倒塌，为此，因地制宜为
他制定了脱贫方案，申请危房改建资金，帮助他
家重新建房，并让他申请加入合作社。

针对贫困户刘秀芹家夫妻二人都能生活自
理，还有着种植和养殖的基础，王玉祥给出“解贫
药方”是种植水稻、养殖土鸡。为此，帮助他们解

决了水稻种苗、化肥，进行免费技术指导，联系畜
牧站技术人员免费指导土鸡养殖。2016年，刘
秀芹家在自然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花生收成很好，
同时还饲养羊和百余只土鸡，取得了“大丰收”，
实现了脱贫。对此，刘秀芹感慨地说：“有账不怕
算，一笔笔小收入，解决了家里的大难题，对富裕
起来更有信心了。”

根据54户贫困户各家具体人口、土地、家庭
成员身体情况等，“量身定制”了脱贫方案。注册
成立了大安市叉干镇先锋村佳佳旺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动了50多户
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先锋村土地整理项目，开发
建设高标准农田997公顷，为村集体增加196万
元收入；开发水田200多公顷，扶持贫困户开发
种植水稻，为先锋村每人新增耕地0.5公顷左
右，每个贫困户至少可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帮
助采购212只基础母羊，发放给44户贫困户，每
户至少增加1200元收入；建档立卡108户贫困
户危房改造工作，2017年7月份将全部入住。

洮北区东胜乡有利村全村经营耕地400公顷，村民收入
主要来源于种植收入。全村总户数270户，贫困户数136户，
占总户数的50.37%，总人口840人，贫困人员169人，占人口
总数20.12%。村全年总收入217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
万元，贫困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3300元。

2016年初，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王雨生，被组织下派到洮北区东胜乡有利村担任
第一书记。在组织驻村工作队和部门包保干部进村逐人逐户
开展对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与“三确保、两不愁、三保障、两平
均”进行逐项比对，了解到该村主要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
础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匮乏等五个
阻碍发展的“短板”。他多次邀请农业、林业、水利、规划等方面
专家对有利村气候、土壤、农田基础设施、农民种植习惯以及国
家扶贫和“三农”政策调整等因素进行研究论证，确立用工业化
思维谋划农业产业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村屯环境整治、土地利
用、农业产业发展和美化绿化四个规划，全面开展产业发展、生
态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五大方面的包扶，全面
推进该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

在王雨生的努力下，协调美丽乡村建设资金216万元，修
建围墙3500米，边沟、铁艺大门、室外厕所相继建成，种植丁
香、柳树苗木1200棵，实现了整村绿化，有利村生产生活条件
极大改善。实施整村危房改造后，第一期33户全部竣工。向
省发改委争取资金200万元，用于村屯道路硬化，2016年12
月已经到位，2017年该村将实现户户通水泥路。

2016年争取资金100万元，于年末完成了100眼大口径
农田水源井改造，在抗伏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确保了全村农
业稳产。在整村“柴改电”项目中总投资230万元，改造10KV
电网线路9.02千米,安装变压器24台，实现400公顷耕地全覆
盖。村民刘凤峰是“柴改电”的受益者之一，他对此深有感触：

“项目应用后，不但省时、省工、省力，而且出水量大幅提高，浇
地再也不用找车拉设备，只要骑摩托车带着‘小白龙’就可以操
作了，实在太方便了。”

2016年，村里申报了省级公共就业服务示范村，10月底
通过了省人社厅验收。推进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技能培
训，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100%。协调将5户符
合条件人员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范围。

开篇导语
自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市委、市政府精心谋划，全市党员干部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扎根沃土，情系贫困群众，形成了以党委政

府领导，职能部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的一股全面发展、争创一流、早日让贫困群众过上更加美好日子的攻坚力量。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市
人民以“攻城拔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朝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既定目标坚定前行。一项项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一件件利民
惠民实事，一次次脚踏实地行动，把村民真正领上了脱贫致富路，多策并举，多措并施，助力脱贫攻坚，全市人民在行动！

黑黝黝的田野上，飘浮着泥土的芬芳，脚下的
土地传导着一种勃发的生机。近日，走在洮南市蛟
流河乡山河村的村路上，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呼
之欲出的生发之气。“种了这么多年地，头一次听说
不收钱就给翻地的。为争取这件好事，俺们驻村第
一书记郭淼和工作队的人，那真是想尽办法了。当
翻地的机器开到地里时，村里老少都去围观，那阵
势老激动人了。我和儿子家口粮地外加包租的地
共10公顷，我家仅翻地就节省了1万多元钱，党和
政府的政策真好啊，再不脱贫俺们都觉得对不起所
有心里牵挂着我们的人。现在地都种完了，我每天

都过来看看，今年的收成差不了。”洮南市蛟流河
乡、山河村贫困户鲍广文有些激动地表示。

据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派的驻村第一书
记、洮南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的郭淼介绍，自从
担任山河村的第一书记以来，自己时时关注各方的
惠民政策的信息，这次土地深耕项目就是根据省相
关文件精神针对广大农民的有利政策。郭淼考虑
到山河村当前土壤板结，土壤理化性状变差，农民
只种地不养地，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不利局面。农
民自己翻地，一公顷地就得投入1000多元钱，这也
是农民所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就想到一定要争取

到这个好政策。为此，郭淼先与市农委取得了联
系，详细咨询相关文件，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后，工作
队的成员们四处协调，最终使这个项目落在山河
村。从4月1日开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山河村土地集中深翻达550公顷，财政补助资金投
入55万元。

“今年，俺家这苞米指定能增产。因为农业技
术人员介绍，土地深耕犁底层深翻20厘米，就是针
对俺们这块地所定的。这个深度既起到松软土地
的目的又不至于将沙层翻起不利于作物的生长，这
是科学的深耕标准，加之俺精心耕种，这秋天丰收
没问题。”村民张力明胸有成竹地说。

记者也从农业技术人员处了解到，通过深翻，
打破犁底层，使土壤疏松，如此定能提高土壤保肥
保水能力，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与丰收。

据了解，仅此一项，山河村农户减少投入55万
元，受益55万元，社会效益大，助力贫困村脱贫效
果好。可实现农作物增产10％、农民增收10％的
良好目标。

庭院经济作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引导农户
走上“庭院脱贫”之路，令扶贫工作有了更灵活更
接地气的广阔空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白城市
国家税务局在包保的通榆县开通镇路杨村扶贫
攻坚工作中，不断摸索新招法，通过“造血”的帮
扶模式，引导激发困难户多渠道多方式发展生产
的潜能，而庭院养殖鸡雏的扶贫项目是深受贫困
户欢迎且受益最快的项目之一。

“今年，我抓了70只鸡雏，到秋天必保成活
50只以上。”通榆县开通镇路杨村三星重度贫困
户赵云梅老大娘边清理鸡舍边自信地对记者
说。实在的老人怕记者不信，用手指着鸡舍顶方
挂着写有“国税局赠”的牌子笑着说：“白城市国
家税务局是俺们的包保单位，有了他们的大力支
持，我的这些鸡雏都会下‘金蛋’的。”

在路杨村像赵云梅老人这样的贫困户都
是这个扶贫项目中的受益者，而这一切都来自
于市国税局精心筹划的项目奖励机制。据了
解，结合路杨村贫困户老弱病残居多的情况，
2016年市国税局投资3万余元为该村14户重
度困难户免费发放三黄鸡公鸡鸡雏700只（每

户50只），同时为每户提供6平米可移动鸡舍
一个。为保证鸡的成活率、增加贫困户养鸡的
积极性，市国税局在秋天时按照成活率的高低
给予养殖户相应饲料补贴，对贫困户进行鼓
励：成活率高于80%的，每只鸡给予25元饲料
补贴；成活率高于70%的，每只鸡给予20元饲
料补贴；成活率高于60%的，每只鸡给予15元
饲料补贴；成活率低于 60%的，不给饲料补
贴。2016 年，14 户贫困户共得饲料补贴
11000余元。

为鼓励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2017年白城
市国税局将养鸡补贴的范围扩大到了路杨村70
岁以上的贫困户，全村23户贫困户参与今年的
庭院养殖项目，国税局依旧采取“下打租”的方
式，秋天按照不同的成活数量，给予最多50只、
最高25元每只的饲料补助。此举大大增加了贫
困户参与庭院经济、参与脱贫的热情。

如若按照贫困户赵云梅老大娘眼下的信心
与实情，仅此一项，她2017年至少增收3000元
以上。难怪，路杨村都流传着一句话：小鸡雏承
载着脱贫致富大梦想。

扶贫，他们在一线

找药方 出良策 有账算
——王玉祥包村记

●本报记者 李彤君

深耕地不花钱 大丰收有期待
●本报记者 薄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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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帮实扶产生的“磁石效应”
●本报记者 张风

小鸡雏承载脱贫致富大梦想
●本报记者 薄秀芳

王雨生组织召开村“两委”会议。

王玉祥在大棚里察看香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