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县融和村镇银行旨

在让每一个符合条件

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

获得贷款，让每一个

有金融需求的贫困人

口都能享受到多元化

的金融服务。

2020.10.14 星期三
本版编辑：潘 强 Email：crdzbs@163.com 热 线：（010）56805065112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报社址：北京市亦庄地盛西路6号中改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100176 值班电话（010）56805051 广告发行部（010）5680511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大工商广登字20180001号 零售价2 00元 本报照排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专题 TopicTopic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很困难，但观音

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广东省观音

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东莞观音山”）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介绍，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东莞观音山至今已走

过21个年头，回眸观音山发展历程，走过的也是一条不

断履行社会责任、博爱济世的公益扶贫路……

坚持扶贫模式多样化

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大力推进物

质与精神扶贫等方面，东莞观音山一直不遗余力。

2016年7月，首届东莞观音山问禅公益文化系列

活动举办，东莞观音山问禅公益团一行30人从东莞启

程，抵达汶川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30多万元的现金

和物资。

2017年 8月，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发生7.0级地

震。面对灾情，东莞观音山公益团队向四川树正寨村民

捐款13万人民币和生活物资，得到村民称赞。

据了解，甘肃省宕昌县是全国的深度贫困县，有不

少贫困户和孩子需要帮助。东莞观音山问禅公益行团

队来到宕昌县，向当地学校和居民捐出约20万元的善

款及物资。

“希望我们在公益活动上能够多样化，希望更多居

民来参加活动，感受公益的力量。”东莞观音山相关负

责人说。

社会责任融入文化名山

在艰苦实践探索的道路上，东莞观音山坚持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

努力践行精准扶贫、以公益助力社会幸福感提升，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

多年来，东莞观音山持续在公益上投入，事实证明，

东莞观音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得其品牌价值和

企业形象更加鲜明亮丽，受到更多游客青睐。

未来，东莞观音山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将正能量

转化为企业的深厚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身体力行地讲好扶贫故事。

践行社会责任“长线”推进资产收益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

坚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

置。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河

北省献县融和村镇银行始终牢

记使命，坚守定位，全面开展各

项业务。

2015年以来，献县融和村镇

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四线齐

抓”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累计

发放扶贫贷款共计8175万元，其

中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95笔，金

额共计 965.5 万元，扶持建档立

卡贫困户128户,带动贫困户每

户每年增收2000元以上。

资产收益扶贫是政府部署

的重要政治任务，为支持产业带

动贫困户增收，切实解决贫困户

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献县

融和村镇银行积极开拓扶贫新

路径，全面助力县政府“资产收

益扶贫”项目。自2018年 10月

开始参与方案制定，从风险把控

角度拟定合作协议、参与扶贫企

业审计评分，从多方共赢等角度

排列多个数字模型确定合理收

益率，在确保集体收益消除贫

困的同时兼顾企业成本的考

量，确保实现长远共同发展。

该项目历时近 8 个月后成功落

地，2019年6月28日，首笔3000万

元资产收益扶贫资金成功注入

鸭业公司。该项目实施后，仅此

一项，每年即可增加集体扶贫收

入162万元。目前，已经推动畜

牧公司生猪养殖、资产收益扶贫

资金 7433 万元的项目落地签

约，做到了产业项目联动扶贫多

样化，逐步实现了“企、村、户”共

同发展。

此外，献县融和村镇银行积

极与县、乡两级政府对接，在全

县范围内启动了“221+1光伏扶

贫”项目，通过“企业+银行+保

险+贫困户”联动机制，把产业

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有机

融合，确保贫困户实现稳定增

收。该项目可复制、易推广，截

至目前，已为 54 户贫困户共计

发放108万元光伏贷款，并逐步

推广到全县，与打造“村有扶贫

产业、户有增收项目、人有脱贫

门路”的产业扶贫新格局高度

契合。

“穷人跟着能人干，能人盯

着项目转，项目围绕市场变，贷

款盯着贫困户办”，金融扶贫工

作中，献县融和村镇银行充当

的是“媒婆”的角色，不断把“穷人”

“能人”“项目”和“贷款”这4个

要素进行组合，精准定位，创新

思路，把扶贫政策和资源全部用

到“穷人”身上，全面助力政府开

展扶贫工作，让每一个符合条件

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获得贷款，

让每一个有金融需求的贫困人

口都能享受到多元化的金融服

务，为献县扶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有效地金融

支撑。

融和银行扶贫工作人员了解红枣加工过程 融和银行工作人员向种植户了解蔬菜的收成

贫困户增收后，难掩心中的喜悦

围绕“两个结合”
碧桂园打造产业扶贫新样本

作为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碧

桂园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打

造可造血、可复制、可持续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从早

期第一笔大额助学金算起，累计投入超过67亿元，直接

受益人数超过36万人次。

发挥集团产业优势 培育优势产业

2010 年，碧桂园捐资 2 亿元将广东省清远英德

树山村选定为驻村帮扶的第一站。结合当地生态和

房产项目绿化景观的需求，碧桂园按照“借本你种，

卖了还本，赚了归你，再借再还，勤劳致富”的资金运

转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将集约

化、规模化的苗木农场与分散式种植相结合，按市场

价或保护价收购苗木。经过近10年发展，苗木产业

为树山村的村民累计增收1200余万元，户均增收达

7万元。

如今，碧桂园将树山村成功经验推广至12个帮

扶县，种植苗木近 2000 亩，通过租用土地、解决就

业、财政资金入股分红等方式帮扶超 1万名贫困人

口。目前，江西兴国县、广西田东县等10个农场已

陆续出货，产值7000多万元。

此外，为打通革命老区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碧

桂园充分利用扶贫自有品牌“碧乡”、社区零售品牌“碧

优选”，链接近20万名员工、超160万户业主等社会各

界资源。截至2020年8月，已转化31县产品314款，

打通酒店、食堂、社区等市场，销售扶贫产品约1.5亿元，

惠及贫困人口超11.2万人。

挖掘特色资源 促进贫困县“造血”

碧桂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深入

调研挖掘当地农特产品，充分发挥帮扶县资源禀赋，

通过扶项目、采订购、建车间，推动“一村一品”“一县

一业”。

此外，碧桂园还挖掘贫困县红色、绿色、古色、特色

这“四色”资源，开展星火计划扶贫系列旅游。截至

2020年6月，助力帮扶当地约5535人，旅游扶贫消费约

536万元，让贫困户吃上“旅游饭”。

通过“两个结合”，碧桂园结合市场需求挖掘了

一批可循环持续的产业，与集团业务共同发展，让贫

困地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形成了密切的产销衔

接，持续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奔康。对于当地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具有意义。

东莞观音山身体力行
讲好扶贫故事

时代记忆 决战脱贫攻坚

小 木 耳 撑 起 脱 贫 大 产 业

作为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省汪清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工

作重点县，2015年底贫困发生率

为23.2%。2018年10月，国家发

改委新一批挂职干部来到吉林省

汪清县，开启定点帮扶工作。两年

来，挂职干部组建黑木耳产业脱贫

小组，与汪清县干部群众通力协

作、攻坚克难，建标准、树品牌、拓

渠道、降成本、育人才，助力黑木耳

产业成为全县脱贫攻坚的支柱产

业、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和长久发

展的富民产业。2019年底，汪清

县贫困发生率降至0.3%，2020年

4月11日正式脱贫摘帽。

汪清县黑木耳种植历史悠

久，早在 1979 年被国务院授予

“黑木耳千担县”称号，1995年被

国务院命名为“木耳之乡”。但

长期以来，品牌价值低、销售渠

道窄、定价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困

扰汪清黑木耳产业进一步发展。

为破解汪清黑木耳产业发

展困境，挂职干部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系统谋划、担当作为，

推动汪清黑木耳产业高质量发

展。一方面，既立足当下、统筹

资源，建立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

结机制，通过电商销售黑木耳直

接带动贫困户增收。另一方面，

着眼长远、创新思路，充分挖掘

流量经济，借助“互联网+”打响

汪清黑木耳品牌，推动汪清黑木

耳深入融入全国产业链和供应

链，拉近地理距离和市场距离，

依托电商压减中间环节，发挥龙

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县

黑木耳销售，实现弯道超车。

一是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将

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推动汪清

县参与起草新版黑木耳国家标准，

申请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

准，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引导规范前端

生产标准。促进规模化、产业化生

产，加强品控管理，杂菌率由1%降

至1‱，建设标准化木耳农场和摆

栽基地，成立合作社，将菌农吸纳

入社，统一种植采摘销售。

二是推进县域公共品牌建

设，将好品质转化为好品牌。协

调阿里巴巴集团建立蚂蚁森林

汪清公益保护地，超过1000万网

友通过认领保护地了解了汪清优

美生态环境和优质黑木耳产品。

统一设计汪清公共品牌、产业品

牌、旅游品牌形象，借助电商、视

频、音乐、旅行等多渠道传播。

三是拓展市场渠道降低物流

成本，将好品牌转化为好价格。对

接天猫、网易严选、京东、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2019年以来直接帮助销

售黑木耳等农产品超过1000万元。

四是加强数字人才培育，持续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共

有近700人次参加各类培训。

近年来，河北省灵寿县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的帮扶下，2019年

圆满实现脱贫摘帽既定目标，

10,432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29,05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

列。2019年，灵寿县贫困人口人

均纯收入平均达到5700元，远超

河北省确定的3600元脱贫标准。

在产业发展方面，灵寿县通

过创新农业利益联结机制，电商

助推加工业发展，大力推进旅游

业发展，使农村产业“接二连三”

深度融合，产业融合发展的框架

初步构成。

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

地、基地带农户”的发展思路，灵寿

县积极实施“强龙工程”，围绕红

薯、桃、茶叶等产业，通过发展土地

流转和订单合同，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利益联结机制。顺明仙桃谷生

态产业园从8个村1000多户农民

手中流转土地5000亩，种植油桃、

毛桃15个品种52万余棵，“顺明仙

桃”获得国家专利和种植技术专

利，出口30多个国家。

红薯产业通过发展订单农

业流转土地约 5 万亩，带动约

1 万户农户发展，带动农户亩均

收益增加 1200 元~1500 元，使

3200余名农户在土地流转的基

础上，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更多

分享二三产业收益。

灵寿县实施电商助推工

程，结合电商示范县创建，培育

专业电商团队，从严控“供应

链”、拓展“销售链”、孵化“智慧

链”方面形成一套完整体系。

针对灵寿食用菌、红薯、桃等特

品重新包装设计，从销售端带

动农产品加工端发展，为 10余

家加工企业进行了产品设计和定

位，打造了5家工厂电商。通过

线上线下宣传，2019年，灵寿县

电商销售额达到1.3亿元，同步

增长210%，电商助推效果初步

显现。

此外，为推进旅游向全域发

展、向乡村发展，灵寿县根据沿途

各村产业发展情况规划了休闲驿

站、农业体验、观光采摘、餐饮住宿

等服务板块，旅游带动实现从景区

带动发展到全域带动。2019年，

灵寿县成功承办石家庄市第四届

旅发大会，协办河北省第四届旅

发大会，使灵寿县知名度、美誉度

大幅提升，乡村旅游得到深入发

展。2019年全年旅游业综合收入

12亿元，同比增长110%，乡村旅

游综合收入达到3.5亿元，同比增

长160%。

三产融合发展助灵寿县脱贫摘帽

河北省献县融和村镇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四线齐抓”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累计发放扶贫贷款共计8175万元

（本版图文由司倩提供）

为破解吉林汪清黑木耳产业发展困境，挂职干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019年以来直接帮助销售黑木耳等农产品超过1000万元

2019年，贫困人口人均收入5700元，远超河北省确定的3600元脱贫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