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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丑龙

2019年5月27日~30日，时任山

西省省长的楼阳生深入地处晋西北的

忻州市河曲、保德、偏关，就加快产业

振兴、助力脱贫攻坚进行调研。

保德县杨家湾镇故城村挖掘黄河

农耕文化、村落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楼阳生称赞故城是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的样板。在保德可宝食品公司，

楼阳生察看红枣深加工生产线，参观

县里特色农产品展示，勉励企业强化

品牌意识、商标意识，以标准化提升农

产品质量，做好小杂粮这篇大文章。

参观繁庄塔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后，

楼阳生指出，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快速成长。

保德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是山西省首批扩权强县试点县和

转型综改试点县。近年来，保德县坚

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聚焦脱贫摘帽，全力实施产业扶

贫、易地搬迁等十大工程30个专项行

动，脱贫摘帽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

展。截至2018年年底，全县累计退出

贫困村154个，脱贫32,967人，线下

贫困发生率为0.35%，漏评率和错退

率为零，群众认可度在95%以上，14

项指标已全部完成。2019年5月，经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山

西省政府批准，该县正式退出贫困县

行列，一举扔掉贫困“帽子”。在脱贫

验收考核中，保德县14项脱贫考核指

标综合排名，居全省26个同批摘帽县

前列。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指

出，保德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扶贫

工作取得出人意料的成果，经验值得

推广。

保德县委书记温建军表示，以脱

贫摘帽作为新的起点，县委、县政府将

2019年作为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之年、2020年定为全面达小康年，脱

贫不松手、攻坚不歇脚，多措并举，持

续发力，对标省、市督导检查反馈以及

自查发现的问题，聚焦提升村、户退出

成效与政策保障，积极探索长效机制

和治本之策，确保脱贫成色和质量，为

乡村振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移民搬迁
后续扶持亮点多

2016年七八月间，保德县新一届

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坚持党建引领，探

索构建政策支持、社区融入、“两业”支

撑三大体系，在“搬得出、稳得住、能脱

贫、可致富”上大做文章，全面打赢了

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

“今年过年，家里双喜临门，一来

搬了新家，吃了安锅饭；二来摘掉了贫

困户的帽子，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曹建清是保德县大山深处南河沟乡沙

塔村的贫困户，全家3口人靠着几十

亩枣树生活。然而，近年来保德红枣

行情不好，大批红枣枯在枝上，烂在地

里。孩子上学要用钱，一年到头入不

敷出。2017年，保德县开始实施易地

搬迁扶贫工程，沙塔村人口低于300

人，属于整村搬迁之列。

保德县县长韩斌介绍，易地搬迁

是脱贫攻坚总决战中的重点工程和

“控制性工程”。根据群众搬迁意愿，

保德县财政陆续投入5亿元，采取委

托代建、倒排工期、资金拨付与工程进

度挂钩、并联审批办手续、搬迁群众代

表全程参与监督等一系列措施，超常

推进工程建设，建成惠民家园、幸福家

园、富民家园3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小区，实现了3年任务两年完成，

而且全部规划在城区以内，使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最大限度向迁

入贫困户开放、共享，筹集3662.3万

元，将3354名同步搬迁人口建房补助

资金提高到与贫困搬迁户同等水平，

避免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制定出台了

《保德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装修

入住奖补办法》等，筹资5000余万元

作为搬迁贫困户简易装修奖补资金，

定时限点对搬迁户装修入住给予奖

补，还通过减免、暂缓缴纳各类税费，

为1845户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使搬迁

户更踏实，更安心。

第二年6月，曹建清拿到新房钥

匙，赶在年前装修好房子。因为有政府

每平方米补贴的300元装修费，曹建清

自己花费还不到两万元。虽然新居装

饰家具都很简单，但是他心里暖和。到

2018年年底，保德县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124个村2852户8406人，其中整村

搬迁48村1767户4983人，入住率达

到100%，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位于保德县新城区的惠民社区是

全县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有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2166户6583人，

党员274名。这个社区坚持党建引

领，在社区党委下成立了10个党支部

43个党小组，通过社会治理与社区融

入联动发力，创新实施了易地搬迁安

置区“1258”管理模式和“344”工作机

制，“1”是一体管理。把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作为贯穿基

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全程主线，精心

打造1个功能完善的党群服务中心，

对易地搬迁群众实行一体化管理。“2”是

双向联动，实行社区乡镇联动管理，条块

融合，双线用力。各移民乡镇集中在小

区设立帮扶工作站按原属地关系落实

相关政策待遇及对搬迁群众的后续帮

扶，社区做好搬迁群众的公共管理、公

共服务等工作。“5”是五级治理，建立

“社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代表—党员”和“社区居 委会—网

格—楼长—单元长—搬迁户”的“党

建+居民自治”双五级治理机制。社

区成立党委，整体搬迁村的乡镇设立

移民党支部，支部书记兼任社区党委

委员。党小组长和其他党员代表分别

担任楼长和单元长，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同时，加强党建带群建工作，成立

社区工会、共青团、妇联、志愿服务队、

社区文艺队，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讲

座、心理咨询、释疑解惑、劳资纠纷等

服务，实现党组织工作全覆盖。“8”是

八项服务，即组织建设、公共服务、文

化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矛盾纠

纷、就业创业、公共设施建设。“3”即建

立健全多元治理、三治融合、全程联动

3种模式。“4”是积极提升“化解矛盾

促进民和，网格管理凝聚民力，整治隐

患维护民安，智能应用满足民需”4项

能力。“4”是深化群防群治、心理疏导、

平台运行和社区服务4种机制，形成

了办事有地方、议事有组织、纠纷有人

管、困难有人帮的良好局面。目前，保

德县搬迁移民居委会共设立了4个网

格长、37个楼长、140个单元长，对应

管理2166户移民搬迁户。

坚持以民为本，惠民社区立足于

为搬迁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组建了“十

个一”工作机构（一个党建工作室、一

个党员活动室、一个党员服务站工作

室、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一所卫生

室、一所警务室、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一所图书阅览室、一个居民议事厅、

一个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在社区

周边公共设施配套建设上举措，按照

“一次建到位”的要求实现了基本服

务全配套，开展了“七个一”出门便捷

服务落地：一是新建4轨制幼儿园、6

轨制小学，搬迁对象子女从幼儿园到

高中都可就近就地入学，一出门就可

上学；二是建成配套卫生室，群众“小

病在社区”“大病就近就医”，一出门

就可看病；三是配套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为150余名半失能老年人提供

服务，一出门就可托养；四是周边配

套生活超市、金融服务、电商服务中

心等，一出门就可购物；五是院内建

设文化广场，周边建设水系公园，一

出门就可休闲；六是开通公交车，一

出门就可乘车；七是集中选聘2家物

业公司服务管理，而且在全县收费最

低、服务最优，一出门就可办事。同

时，依托乡镇工作站、文明实践站、居

民议事厅、“道德讲堂”等载体，教育

和引导搬迁群众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真正完成由“村民”向“市民”的身份与

心理、生活习惯的转变，形成了社区治

理社会新模式。

当了“城里人”的曹建清，东拼西

凑买了一辆三轮车，跑起了短途运

输。他淳朴厚道，要价合理，生意还不

错，到去年底就有了3.8万元收入。县

里出台“以奖代补”就业扶贫政策，农

民外出务工，政府按务工收入的5%给

予奖励，曹建清如实上报，得到1900

元奖励。他的妻子张彩霞在可宝食品

公司也找了一份临时工作，3个月挣了

4500元钱。据悉，“以奖代补”政策促

进保德县4700多名贫困人口外出务

工，工资收入1.5亿元。

曹建清留在村里的枣树也变成了

“摇钱树”。县里引进一家大型红枣深

加工企业，与枣农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不低于每公斤2元，曹建清家的红枣

卖了9000多元。“红枣不愁销、不愁

价，骑三轮车一年挣出种地5年的工

钱，我这个‘穷帽子’算是彻底摘了。”

住在惠民家园的刘阿姨，每天早

上8时都会准时到离家三四十米的保

德县产业园区扶贫车间上班。刘阿姨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儿媳妇也在对

面的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上班，这下我

们家可有奔头了。”

如何让搬迁群众进得来、稳得住，

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为确保“人人就业有途径，户户增收有

门路”，保德县及时将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重心调整到后续扶持上，成立了保德

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服务中心，充

分扩展搬迁群众就业和收入渠道，其

中，在惠民家园建成14个扶贫车间，吸

收260余名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2019年6月13日，山西省在保德

县召开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现场推进会。

6月21日，忻州市在保德县召开

全市深化农村改革决胜脱贫攻坚现场

推进会。会议指出，在整村搬迁后续

扶持方面，“保德划出了标线”。参会

人员会前分两组赴保德县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惠民家园、红枣深加工

带动脱贫企业可宝食品公司、旅游扶

贫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故城村、光伏扶

贫电站运维管理服务中心、“保德好司

机”实训基地鸿顺驾校，实地了解脱贫

攻坚特别是整村搬迁后续生活保障、

技能培训、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环

节，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脱贫的举

措和办法。

精神扶贫

“十个一”工程入人心

脱贫攻坚既要靠政策兜底、政府

关心、干部帮扶，更离不开贫困户自身

立“志”立“德”、努力奋斗。保德县通

过农村大喇叭、赠送脱贫励志漫画、脱

贫光荣户示范引导、孝善激励、立乡贤

榜、建文化墙、“红黑榜”等形式，在全

县创造性地总结、推行了精神文化扶

贫“十个一”工程，强化诚实劳动、脱贫

光荣价值导向，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

自我脱贫的内生动力。

配一个大喇叭。为更好地宣传党

的政策，县委宣传部为每个贫困村都

配备了音响设备，制作了包括《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

讲》《保德县扶贫政策》、本土原创歌

曲、小戏、二人台等U 盘312 份，充分

利用大喇叭将党中央的声音和各项惠

民政策传达下来，确保入耳入脑入心。

送一台戏。该县“文化惠民、助力

脱贫”送戏下乡演出达180余场，覆盖

13个乡镇，观看演出人数达6万余人，

并在演出中加入脱贫攻坚政策知识有

奖问答。

挂一套漫画。策划制作了图文并

茂、浅显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脱贫漫

画，内容涵盖76项常见惠民政策，在

全县所有行政村和贫困户发放张贴，

达到了户户全覆盖，更加有效地开展

贫困户励志教育，传递了脱贫攻坚正

能量。

建一面文化墙。文化墙立足于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将宣传扶贫政

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要内

容，将积极创业、摆脱贫困的上进精神

传播到每个人心中，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内生动力，引导困难群众从“要我脱

贫”变为“我要脱贫”，目前已覆盖到

13个乡镇158个乡村。

树一批典型。2018年是保德县

的脱贫摘帽之年，涌现出一批奋战在

扶贫第一线的优秀单位、个人。县委、

县政府授予5个村“全县脱贫攻坚红

旗村”称号，评选了9位县级脱贫攻坚

工作标兵，奖励了760余名农村先进

个人，表彰了60多个先进集体。县委

宣传部编印了《脱贫攻坚群英谱》和

《我们的脱贫故事》两本书。同时，安

排9位标兵在13个乡镇巡回宣讲，特

别是造林英雄赵蛇则40年造林千亩，

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全省乃至全国引

起热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干部

群众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热情，

提振了广大群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

开一个爱心超市。探索“积分改

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环境提振精气

神、全民共建好乡村”模式，建立了“爱

心超市”，由县志愿者协会负责物资筹

集、发放和日常管理，实行旧衣物免费

发放、新物资积分兑换的管理方式。目

前已募集衣物10万余件，向贫困群众

捐赠衣物5万余件，还有爱心企业捐赠

的价值2000元的生活日用品和爱心

商家捐赠的价值1000元的玩具文具。

整合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在县文

明办领导下，志愿者建立、健全了组织

机构，在省、市级文明单位组建了44

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成员发展到

1500余人。志愿者响应县委号召，深

入保德县最偏远最贫困的158个行政

村，上门讲解扶贫政策，开展测量血

压、上门理发、发放爱心衣物等便民服

务活动，受惠群众2万余人。

派一支宣传尖兵。脱贫攻坚宣传

组机动队，跟踪记录了靠勤劳脱贫致

富的50余户贫困户生活场景和100多

名扶贫干部驻村入户工作镜头，完成了

《引领》《第二个家》《一生有你》《阳光照

亮致富路》等13部脱贫攻坚纪录片及

年终汇报片，留下了脱贫攻坚各条战线

上的珍贵照片3万多张。

建一个文明实践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坚持资源整合一体化、理论宣

讲分众化、志愿服务项目化、示范激励

长效化，整合全县各种资源，调动多方

力量，创新方式方法，着力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已建成166个，做到全

县贫困村全覆盖。

用好一笔基金。保德扶贫基金会

2018年以来累计募集资金2414万元，

截至2019年4月共发放956万元，全

部用于农村扶贫孝善奖励、残疾人生

活补助、农村低保户生活补助、贫困家

庭大学生资助，帮扶贫困户1197户

2203人317.4万余元，贫困边缘户重点

户128户，涉及946人资助53.14万元，

孝善奖励7514人375.7万元。

树新风正气，鼓脱贫士气。扶贫

与扶志、扶智、扶德相结合，脱贫攻坚

与锤炼作风、锻炼队伍相统一……保

德县的精神扶贫，扣住了时代主题，呼

应了群众需求，突出了地方特色，形成

了完整系统，在脱贫攻坚中真正起到

了很好的思想引导和精神激励作用。

“油枣之乡”
产业扶贫万民喜

2019年的农历“寒露”刚过，被誉

为“油枣之乡”的保德县又迎来了红枣

大丰收。走进各个枣区，色泽诱人、口

感甜爽的枣儿挂满枝头。县城里各大

红枣销售门店一天都可以卖100 多

箱红枣，也是分外红火忙碌。

在杨家湾镇花园村的南梁矮化密

植枣园里，高不过1米半的枣树上，一

颗颗鲜嫩的红枣引得人垂涎欲滴。一

位游客说：“枣园里有梨枣、骏枣、磨盘

枣……种类太多了，这些都是以前没

见过的品种，每一种口感都不一样，梨

枣特别脆，跟水果一样，骏枣是特别

甜，这儿又近又方便，带上孩子来枣园

采摘，感觉特别好。”

在土崖塔乡党家里村，家家户户

都忙着收获红枣。满脸喜悦的村民兴

奋地说，前几年红枣不值钱，一斤几毛

钱，人们积极性不高，慢慢地就不管枣

树了，每年让枣烂在地里，怪可惜的。

这两年，扶贫订单保护价收购，价钱不

低，又不愁卖，大家的积极性可高了。

地处黄河晋陕峡谷中的保德县红

枣种植面积7万亩，年总产量达4000

万斤，是保德县的主导产业。这里几

乎村村都有红枣种植，尤其是黄河沿

岸的冯家川、林遮峪等6个乡镇。保

德红枣种植时间长、产量大、品质好。

近年来，保德县把红枣产业看作全县

脱贫的重点产业，不断鼓励、支持、引

导枣农加强枣树管理，大力发展游园

采摘，通过并结合政策奖补、消费扶贫

和“龙头企业+枣农”“订单、定量、定

价”等利益联结机制，使得8217户枣

农受益，其中贫困户 3447 户 9341

人。据了解，该县今年对红枣加工企

业和营销经纪人实行阶梯补贴，收购

保护价每斤不低于1元，收购5万斤~

50万斤者，每斤补贴0.2元；50万斤~

100万斤，每斤补贴0.25元；100万斤~

300万斤，每斤补贴0.3元；300万斤以

上，每斤补贴0.35元，有效解决了红枣

滞销问题，擦亮了“油枣之乡”名片，使

农民脱贫增收又多了一道保障。

同时，保德县扶持培育了“天一

百”草驴养殖、华盛肉牛养殖以及西府

海棠酒业、红源果枣加工、恒胜农副产

品加工、义门食用菌栽培等一大批特

色富民产业，让贫困户通过畜禽养殖、

大棚培育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原料，实

现脱贫致富。该县3万枣农受益于订

单收购政策，其中5400多贫困户，户

均增收达1400元。

该县一方面按照中央要求切实

保障搬迁村民享有的退耕还林等各

项政策补贴，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和

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农村医保、养老、

低保、五保等社会保障等“7项基本权

益”持续不变；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对

整体搬迁村各项资源综合开发之计，

已有3个公司、6个合作社、9个能人

大户统一盘活、集中经营搬迁群众的

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块地”5000

余亩。

以产业扶贫为根本，以就业扶贫

为主导，在有机旱作、生态扶贫、光伏

扶贫、特色林果、特色养殖、农产品加

工、设施农业、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两红”（红枣、海红果）提质10项特色

产业上增效发力，构建产业扶贫、就业

脱贫两大支撑体系：一是出台了《保德

县“一村一品一主体”产业扶贫指导意

见》《保德县脱贫攻坚农业产业奖补政

策》《保德县就业扶贫“以奖代补”实施

细则》等7类44项产业扶贫政策、3类

16项就业扶贫政策、4类18项社会保

障政策，搬迁户户均产业增收3000元

以上，其中1784户有劳力户户均就业

创业1.5人，年增收2万元以上，另有

960名无劳力特殊群体实现了“兜底

保障+资产收益”全覆盖；二是大力推

进光伏扶贫，采用单建、联建、共建等

形式，实现了158个贫困村33.9兆瓦

村级光伏电站、12.85兆瓦贫困户户用

屋顶光伏电站、30兆瓦县级集中式光

伏地面站并网发电，总容量 75.7 兆

瓦，受益9383户25,178人；三是发展

有机旱作农业3万亩，补贴生物有机

肥4551吨，并发放粮食、中药材特惠

补贴638.9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89.3

万元、春耕农机化生产补助1.9万亩，

免费飞防植保3.1万亩；四是发展红

枣、海红“两红”经济林10万亩以上，

经营主体定点定产定量保底价收购

红枣；五是在48个整村搬迁村实施

浅山丘陵区特色经济林项目 1.8 万

亩、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1.8万亩，累

计选聘贫困护林员330名，年人均工

资收入8980元，实现了荒山增绿与农

民增收、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互促双

赢”。其他还有，完成电商示范县建

设，总交易额达到1913万元；发放养

殖特惠补贴1764.5万元，扶贫小额信

贷2.77亿元，贴息1265.4万元；认证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

品等 33 个；发放就业扶贫“以奖代

补”资金747.6万元，促进4737名贫

困人口输出就业，年工资总额达到1.5

亿元以上；打造集特色风貌整治和乡

村旅游为一体的“印象·故城”品牌，开

启了“合作社+旅游+贫困户”的扶贫

新模式。

加快产业振兴加快产业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助力脱贫攻坚
山西保德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山西保德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聚焦脱贫摘帽聚焦脱贫摘帽，，全力实施产业扶贫全力实施产业扶贫、、

易地搬迁等十大工程易地搬迁等十大工程3030个专项行动个专项行动

保德县大力推进光伏扶贫，采用单建、联建、共建等形式，实现了158个贫困村33.9兆瓦村级光伏电站、12.85兆

瓦贫困户户用屋顶光伏电站、30兆瓦县级集中式光伏地面站并网发电，总容量75.7兆瓦，受益9383户25,178人。

杨 安 摄

时任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左二）在保德县繁庄塔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与专

家交流现代农业生产和技术创新。右一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忻州市委

书记李俊明陪同前往。 王彦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