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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县地处闽西北，是原中央

苏区县、四个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是福建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之一。县域面积2407平方公里，辖

16个乡镇、1个华侨农场、210个建

制村、21个社区，总人口37.8万人，

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有6.3万人，占

总人口的16.7%，其中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13,044人中就有老年

人3574人，农村老人生活无人照

料、做一顿饭吃三餐，文化娱乐活动

匮乏、窝在家里倚墙头晒日头，医疗

条件差、防疫和健康意识薄弱，赌

博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问题普遍

存在。

2019年初，宁化县抓住福建省

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县这个难得

的机遇，经多方调研，选择有代表性

的方田乡方田村作为农村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通过成立农村养老服务

中心运营管理农村幸福院，探索出

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互助养老“四

化”模式，即生活互助化、娱乐本土

化、服务专业化、习俗文明化，破解

了农村养老服务难题，有效助力农

村脱贫攻坚。

典型做法

经济方面：生活互助化，解决

农村老年人生活无助问题。鼓励企

业助老，吸引能人回乡创业，以“党

支部+基地+农户”的方式，扶持做

强小黄瓜、白莲和花生产业；村企捐

资老人互助餐厅，每年重阳节承办

助老活动；老人在村养老服务中心

通过剥莲子等，既交流了感情，又获

得了经济收益。在幸福院倡导结

对帮扶，身体好的老人结对帮助体

弱多病的老人，每天相见相问，帮助

解决家务、就医等困难。推行劳动

互帮，“家庭式”运营，劳动能力强

的老人从事种菜、种果、养鱼等户

外作业，劳动能力弱的老人承担做

饭、搞卫生等室内家务。实行用餐

共享，交纳3元即可享用一荤一素

一汤的爱心午餐，参加劳动半天可

免费享用一次午餐，贫困户、低保户

免费用餐，东家拿米西家拿菜，你露

一手我来一勺美美与共。2019年

以来，方田村老人结对 37 对，午

餐就餐 1.3 万余人次，实现了守望

相助、抱团取暖。

文化方面：娱乐本土化，解决

农村老年人文娱匮乏问题。组织

本土化的各类文艺活动，让老人重

拾旧趣。组织敲牌子鼓、拉二胡、

吹唢呐等特色活动，传唱红色、客

家原生态采茶山歌，开展讲述宗族

名人和客家先贤迁徙史的“讲古”

活动，传承木活字印刷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9年以来，在方田村

组织“我和我的祖国”“感恩母亲

节”“重阳寄深情”等主题体验活动

70余场，老人全程参与活动的策

划、准备、开展和成果分享，做到人

人有事做、人人有事管、人人有特

长、人人是主人，真正让老人参与

其中、乐在其中，让幸福院成为“快

乐大本营”。

精神方面：服务专业化，解决

农村老年人关怀慰藉问题。政府购

买专业社工服务，为268名农村留

守老人提供探访、精神慰藉、危机干

预等服务，重点对高龄、失能半失

能、独居等高风险留守老人提供关

爱服务；购买“线上+线下”居家养

老专业化服务，受益老人374名。

开展亲情链接，结合村卫生室和专

业社工，提醒外出亲属每日或经常

与留守老人电话聊天，充当好“心理

按摩师”。考虑到老人视力、听力及

手机软件应用力有限，率先在幸福

院引入亲情互动大屏，方便老人与

亲友面对面无障碍沟通，让老人感

受亲情温暖。结合“互联网+”，帮

助老人售卖农特产品，助力脱贫增

收。联合县老年大学开办“长者学

堂”，组织医生、老师、社工讲授饮食

健康、医疗保健、体育健身等课程，

让老人老有所学。

社会方面：习俗文明化，解决

农村老年人陈规陋习问题。倡导移

风易俗，改变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陋

习。年龄逢十的老人，在重阳节期

间由养老服务中心组织集体祝寿，

寿宴统一标准，一切从简，让寿星佩

戴红花，腰鼓队迎寿星，营造庄重俭

朴的氛围；倡导丧事简办，老人辞世

由养老服务中心献花圈、举行追悼

仪式。把幸福院作为学校“孝老敬

老助老教育实践基地”，将孝老爱亲

纳入《村规民约》，引入奖惩机制，评

选孝星家庭，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

社会氛围。

经验启示

两年来，宁化县围绕养老事业

“怎么活起来”的课题，助力农村老

人脱贫，让老人脸上有笑容、眼里有

期盼、心中有希望。把握“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不搞面子工程、不求

高大上、追求节俭实用，成熟一个、

建设一个、见效一个”的原则，在全

县92个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复制推

广，实现了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村

全覆盖，活动人数达30余万人次。

充分发挥党委政府、村级组织、家庭

和社会各方力量作用，保障农村养

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党政发力。宁化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养老工作，在政策、人员、

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县委下

发《关于在全县推行农村养老服务

工作“党建+四化”模式的指导意

见》，将“党建+四化”工作纳入乡镇

年终综合考评，以考核促落实。

2020年7月，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标

准全自理、半自理、全护理分别提高

至每月974元、1187元、1400元，

集中供养标准全自理、半自理、全护

理分别提高至每月1948元、2374

元、2800元。县政府对新成立的村

级养老服务中心一次性补助启动

资金 1万元；对每月开展午餐服务

20天以上且用餐人数达20人以上

的，每月补助运营经费1000元；每

年按照向上争取政府购买社工组

织养老服务工作经费的50%予以

县财政配套。实施“银龄安康工

程”，为宁化县户籍且保险期间内年

龄达到60周岁及以上的优抚对象、

特困老人以及80周岁以上领取民

政高龄补贴的老年人三类对象共

计9350人，以每人每年20元购买

基本意外伤害保险，总保费达18.7

万元。

村级用力。村支部引领，通过

扶持做强特色产业反哺养老事业，

增强幸福院经济后劲；支持组建

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设立老党员

调解队、乡村文明宣讲队、互助帮

扶小组、老年广场舞队等，助力乡

村治理。村委推动，无偿提供一丘

菜地、一片山地、一口鱼塘等配套

设施，帮助解决水电费。岗位托

底，购买 1 个贫困老年公益性岗

位，工资每月1200元，保证中心正

常运转。

家庭给力。农村养老服务中心

建立监护人微信群“幸福圈”，每日

推送老人参与活动和就餐情况，让

外出子女实时了解老人动态；同时，

接收外出子女小额捐赠，按月实结

老人伙食费，2019年以来方田村共

收到外出子女和乡贤捐赠近8万

元，尊老孝亲蔚然成风。

社会助力。宁化县委组织部、

县民政局和县慈善总会开展“党

建+四化”助老募捐活动，倡导全县

党员干部带头捐款，引导社会各界

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各村级养

老服务中心在传统节日发动乡贤捐

款，2019年以来共募集助老善款

210余万元。2020年，实施“阳光

1+1”计划，福建省盲人协会、三明

市医学会、宁化县扶贫开发协会等

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老区贫困村，开

展助学助困助残以及饮用水管道改

造等帮扶活动，已落实帮扶物资、资

金等合计310万元。

（本专栏稿件由国家发改委

社会司提供）

阜平县地处河北省西部，辖6镇

7乡、209个行政村、1208个自然村，人

口23.04万人，是集太行深山区、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三区合一”县。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

以来，阜平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同

年11月，在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项南大力支持下，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正式组建，并确定了“发展职教、志

在富民”的办学宗旨，开启了职业教育

助力全县扶贫事业的新篇章。

2014年建档立卡时，全县209个

行政村中有164个贫困村，占78.5%；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4,415户108,121

人，贫困发生率 54.4%。2012 年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

作时强调，“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

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

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在中央、省、市

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下，阜

平县委、县政府更加坚定“发展职教、强

县富民”的决心，坚持“立足‘活’字办职

教、围绕‘富’字促脱贫”，优化机制、创

新模式，推动职教扶贫工作实现了新跨

越。2020年2月29日，河北省政府正

式宣布阜平退出贫困县序列，总书记寄

予的“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殷切嘱

托正在变为生动现实。

主要做法

充分发挥企业就业脱贫主渠道作

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实现“培养一

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基

本办学模式，也是实施职教扶贫的主要

平台。2013年以来，在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一汽、上汽

集团、长安汽车、比亚迪、北汽集团、北

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等32家单位，与

阜平县职教中心合作创建阜平梦翔汽

车培训基地、梦翔楼宇智能化实训基

地、京东仓储物流中心等企业定向培

养基地，优先招收贫困家庭学生。合

作企业定期提供岗位需求和标准，提

供足量实训设备，设立奖学奖教金，选

派技术骨干参与课程改革和教学，企

校双主体育人，保障毕业生高质量稳

定就业，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

充分肯定。

阜平县槐树庄村村民刘涛，2012

年初中毕业后未升入普通高中，2013

年因家庭贫困随邻村建筑队到北京工

地做小工，收入微薄。2015年，刘涛的

弟弟在阜平县职教中心学习后，顺利进

入南京上汽乘用车公司就业，年收入达

5万元以上。刘涛得悉后，在父母的支

持下，于2017年春季入学阜平县职教

中心汽车专业学习。他逢人常说，一定

好好学习，像弟弟一样撑起全家的“致

富梦”“小康梦”。

阜平县职教中心建校25年来，累

计向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24,000多

人。学校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职业

学校、国家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据调查统计，职

教中心毕业生年收入稳定在20万元以

上的有1120人，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

~20万元的有4760人，带动全县5017

户贫困家庭走出贫困。

职教中心毕业生中还涌现出一批

就业创业明星，自主创业的“小老板”有

487 人，其中返乡创业的有 298 人。

2002级汽车专业谢英杰的骏达汽贸

城、2003级计算机专业徐少鹏的华硕

电脑等，均已成为县内行业领军企业；

2011级酒店专业张乐乐、2013级汽车

专业韩铎等在经理、店长、主管等企业

管理岗位上的毕业生有763人。

2014年、2016年，学校先后成为燕

太片区扶贫攻坚现场会和全国扶贫攻坚

现场会分会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把

阜平县职教中心依靠企业帮助贫困家庭

孩子凭技术脱贫的做法写进了内参。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主阵地作用，创

新模式、灵活办学，实现“学一门实用技

术带动一家致富”

阜平县职教中心作为落实职教扶

贫战略的主阵地，建立了“融入区域、对

接产业、服务企业、动态调整”的灵活办

学机制，有效助力全县脱贫攻坚。

聚焦转移就业促脱贫。瞄准京津

冀及东部地区汽车制造产业蓬勃发

展、人才需求旺盛的趋势，做大做强汽

车专业，实现年招生突破500人，办学

规模位居全省前列；瞄准阜平及其周

边区域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迅猛的趋

势，新设电子商务专业，适销对路的专

业带动大批贫困人口实现就业脱贫。

万旭婷是一名家境贫寒的农村女孩，

2002年进入阜平县职教中心学习饭店

服务与管理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推荐

到锦江集团北京福建大厦做了一名员

工。她凭着精湛的技能和恪尽职守、勤

奋刻苦、诚实肯干的品质，在短短几个

月内，从中餐厅调到西餐厅，从大堂调

到包房，不到一年时间，因工作突出被

提升为领班。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拿

下了大专文凭，成为福建大厦餐饮部经

理助理。

聚焦服务县域产业促脱贫。围绕

阜平县内现代食用菌、高效林果、中药

材、规模养殖、家庭手工业、生态旅游等

六大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县内扶贫、农

业各类培训资金，集中捆绑使用，发挥

职业教育师资、技术优势，灵活采用“职

教+企业”“职教+合作社”“职教+村委”

等培训模式，创新“微信+”学习服务模

式，坚持把课堂搬到蘑菇大棚、养殖基

地、手工业厂房，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锅台炕头。学校围绕六大产业发展需

求，创新培训模式，面向社会积极开展

各级各类培训。2015年以来，累计完

成7.2万人、216万人次的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工作，其中建档立卡学员4.3万

人，受训学员均在当地就近就业，年均

增收1万元以上，5300余人成为当地企

业骨干和致富带头人，实现了农民增收

致富，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充分发扬不服输、乐奉献的阜平职

教精神，扶贫先扶志，引领贫困家庭坚

定致富信念、实现光荣脱贫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阜平职

业教育起源于农技中专，创建于原前

进机械厂（三线厂）的废墟上，发轫于

“发展职教、志在富民”的坚定信念里。

20多年来，阜平职业教育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培育出“艰苦奋斗、

团结奉献、勇于创新、敢于胜利”不服

输的职教精神。

扶贫先扶志。阜平职业教育几十

年如一日，坚持把老区精神、职教精神、

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渗透到教育教学的

每一个环节，沁入到每一个贫困孩子的

心田。开辟第二课堂，开设业余团校，

设立励志课堂，广泛开展“大国工匠”进

校园、企业文化进校园、假期社会实践、

校园技能大赛等活动，引领学生树立

“技能宝贵、劳动光荣”的信念，小手拉

大手，帮助家长坚定靠劳动实现脱贫的

信心，摒弃“等靠要”思想，实现“教育一

人、带动一户、影响一片”的扶志目标。

同时，利用送课下乡、送教上门，深入贫

困农民家庭，培树脱贫信心，共谋致富

门路，提供技术帮扶。天生桥镇栗元铺

村村民孙海军通过食用菌技术培训，抛

弃了过去“想致富、没信心、等等看”的

老思想，贷款承包当地大棚种植香菇，

2016年当年就增收4万多元，并带动周

边十几户农民靠香菇种植彻底告别

贫困。

经验启示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职业

教育政府统筹发展机制，科学构建县乡

村三级职教扶贫网络

2005年全国职教会召开以来，阜

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全

面落实优先保障投入、优先安排规划、

优先落实待遇、优先引进人才的“四个

优先”。成立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

常务副组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

大班子主管领导任副组长，教育、农业、

林业、科技等20多个科局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职业教育发展领导小组。建

立领导小组定期议事制度，明确相关部

门促进和保障职业教育及其扶贫发展

的职责，对职业学校改革发展及涉农培

养培训给予政策倾斜，共同完成面向县

域新生劳动力和城乡劳动者的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阜平县县长一直兼任职教中心校

长，职业教育发展被列入政府重要议事

日程。政府每年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

议，研究解决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职教

扶贫中重大问题。

2000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

署，阜平县职教中心统揽全县各级各类

培训工作，阜平县教育局全面整合教育

资源，将各乡镇成人学校划归职教中心

统一管理，人员编制纳入职教中心序列，

同时在各乡镇初中加挂职教中心分校校

牌。“流动课堂”定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

送课上门、送教下乡，形成了“覆盖全县、

校点结合”的县乡村三级职教扶贫网络。

充分发挥阜平县职教中心示范带

动作用，辐射带动区域脱贫

2013年，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的协调支持下，组建了以阜平为核心、

涵盖燕太片区11个贫困县的“9+2”职业

教育协作区；2017年底，在总结“9+2”

职教协作区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阜

平县职教中心为核心示范校、覆盖燕山

—太行山集中特困地区所有县的北京

—燕太片区职教扶贫协作区。依托梦

翔汽车培训基地，共享优质资源，有力

促进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截至目前，梦

翔汽车培训基地面向阜平及协作区招

录学生4355人，就业人数2454人，实

习人数240人，打造了学生“未毕业、已

就业”的“无缝就业模式”；学生就业年

收入可达4万元~5万元，真正做到了

“培养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职

教扶贫目标。

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培养服务区域发展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当前阶段，职业教育弱势地位明显，

职校生多为“贫困生”“学困生”，“愿升

学”“升学难”矛盾突出。阜平职业教育

抢抓国家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机遇，在夯实中职教育基础上，探索实

施中职与高职“3+2”、中职与普通本科

“3+4”贯通培养模式；探索实施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模式；探索借壳

办学、设立高职院校阜平校区办学模式，

打通中职学生接受更高等教育的“绿色

快车道”，保障职业教育持续发力。

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阜平扶贫开发工作重

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准确认识和把握“两

个大局”，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整体提升

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

量，主动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实现创新驱动、融合协调、开放共享的

“类型式”发展，为巩固脱贫成效、实现

乡村振兴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立足“活”字办职教
围绕“富”字促脱贫

河北阜平县坚定“发展职教、强县富民”决心，优化机制、
创新模式，推动职教扶贫工作实现新跨越

专题 TopicTopic

互助养老“四化”模式助力农村脱贫攻坚
福建宁化县以方田村作为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探索生活互助化、

娱乐本土化、服务专业化、习俗文明化“四化”模式，破解养老服务难题

河北承德河北承德：：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从2020年开始，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石洞子沟街道从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出发，推出涵盖一码就餐、活动预约、

远程就诊、健康建档、紧急呼叫等功能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理疗保健、书画舞蹈培训

等服务，丰富辖区老年人文化生活，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图为在石洞子沟街道永安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

志愿者教授老年人跳舞。 新华社发（刘环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