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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
从精细管理开始

阅读提示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举全省之力，组织动员各方
面力量。为此，我省对 10 个深度贫困县采取了“五包一”帮
扶举措，即每县明确一名省领导联系指导，安排一个省直厅
局、一个经济强县（市、区）、一家省属大型企业、一家金融机
构共同帮扶。

自确立这一思路以来，多家省属大型企业走到了脱贫攻
坚的第一线。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转身投入一家一户绣
花般的扶贫攻坚，这些省属大型企业，有着怎样的探索？

记者日前走进了开滦集团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帮
扶的三个村，实地探访了这里的脱贫攻坚进行情况。

探索国企扶贫的“精准”路径
——开滦集团帮扶三个深度贫困村调查

□记者 董立龙

魏显强变“强”了。
今年 6 月，这位围场海字村的贫困

群众，13年来打了第一份工。
20 岁那年，一场意外导致他颅骨粉

碎性骨折。手术后，他再也干不了重
活。媳妇抛下不满一岁的儿子离家出
走，魏显强自暴自弃，甚至一度撬开别
人家门锁去寻找食物。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郭鹏程走进
他家。

作为开滦集团驻海字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郭鹏程入户走访中了解到，魏显
强当年的手术只做了一半，右后脑碎掉
的颅骨被取走，却没钱换上替代骨架，
导致皮肤压迫大脑，进而影响了劳动
能力。

了解这些之后，郭鹏程叫上村干
部，一块儿跑县医院、跑社保局、跑民
政局，筹钱帮魏显强完成了手术。

术后，魏显强身体明显好转。工作
队依旧每周去看望他，给他添置了衣物
和生活用品，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
信心。

“魏显强自暴自弃，工作队不能不
管，海字村要脱贫，不能落下任何人！”
郭鹏程说。

就像对待魏显强这样，今年上半
年，开滦驻村工作队拿出了大部分精力
来做基础性工作。他们一户一户去摸清
情况，找准致贫原因，谋划帮扶举措。

6 月 11 日，魏显强终于出现在一个
搬运花草的工地上，打工 12 天收入了
2160 元。他自己高兴，村民们也跟着高
兴 ， 他 们 眼 中 那 个 “ 废 人 ” 终 于 变

“强”了！
看到这些，一位村干部感慨地对郭

鹏程说：“真没想到啊！农村的贫困，情
况多样、原因复杂，最初还以为你们这

些大企业的人，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发
挥作用呢！”

恰恰相反，开滦集团的驻村帮扶，
就是从细致的基础工作开始的。他们为
每户贫困群众，建立了一份脱贫档案，
谋划了一项针对性的脱贫举措，确定了
一名帮扶责任人保持常态联系。而且，
他们还参与了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工作。

7 月 18 日晚，上床睡觉之前，王同
申忍不住打开电脑，把本村贫困人口基
本情况又核对了一遍。进驻大苇子沟村
半年之后，这位开滦集团蔚州公司后勤
服务中心副主任，已经对全村 360 户的
情况都了如指掌。

2017 年底，县里核定该村有贫困户
114户、286人。而今的报表上，这一数
字已经变为99户、234人。

“明明两个儿子都在县城，有汽车、
有楼房，老太太却成了贫困户，这不符

合规定。”王同申说。几个月来，根据当
地有关部门提供的线索，工作队和村干
部重点核查了 19 户贫困户，最终剔除了
不符合政策要求的12户。

“这实际上就是在纠正过去工作中的
错误和偏差。”王同申说，因为留恋扶贫
带来的各种收益，一些被剔除者曾一度
表达他们的不情愿，而工作队则耐心地
做思想工作。

“即便再难，我们也有信心，因为我
们扶贫，不光有驻村队员，我们身后还
有集团确定的定期上门帮扶的几百名责
任人，还有几万名开滦职工呢！”王同
申说。

在海字村，一种普惠式的帮扶举措
已开始尝试。

村民们种植的各种杂粮，从山上采
来的各种山货，不仅有了销路，而且还
卖了个好价钱。开滦集团的 7 万多名职
工，出钱采购了这些产品，给当地农户
带来了1460万元的收入。通过多种帮扶
渠道，开滦集团在围场的 3 个帮扶村，
去年有278户861人实现脱贫。

精准摸底儿，一户一策想办法

今年以来，海字村贫困村民张发一
直很忙。村民旅游服务中心的建设终于
完工了，村集体企业的木耳栽培又开始
用人了。这两天，山上树林里蘑菇也在
开始诱惑他了。

“村里新建的这个平台，能帮助我
们把杂粮、山货卖出去，你说，我们能
不忙活点吗？”张发口中的平台，就是
开滦集团投资帮助建设的村民旅游服务
中心。

海字村守着水库，拥有发展旅游的
优势，已经被围场列入旅游开发规划。
借此机遇，工作队和村里谋划，建设了
一个兼具服务村民和接待游客双重功能

的新平台。
新建成的服务中心位于一所学校的

旧址上，除了设有图书室、文体广场等
之外，还重点打造了特色产品销售展
厅、农资购销超市、电商工作站，以及
客房等。

中心建成后，村里的一些贫困群
众，已经开始谋划怎样利用新平台把自
家农产品卖出去，还有人在探索网络销
售。整个中心正变成一个“村级项目孵
化器、小微产业集合体”。

郭鹏程则表示：“期待这个项目像造
血干细胞一样，能在海字村催生出更多
有活力的新细胞，这样，即便工作队将

来离开了，海字村的发展也不会后继乏
力了！”

2017 年，开滦集团已经投入 300 万
元，用于支持所帮扶的 3 个村发展产业
项目。目前，二把伙村和大苇子沟村的
光伏电站项目也正在推进中。海字村今
年新上的光伏项目资金也已到位。

开滦在扶贫中探索把帮扶资金变成
“种子基金”，推动各产业项目具备造血
功能。

看到大企业来扶贫，曾有村民提
出，能不能把这些投资均分给个人，这
样不用费事就能使贫困群众达到脱贫标
准。还有个别村干部提出，可否拿这些

钱改善村委会办公条件。
这样的提议，遭到了工作队拒绝。

开滦集团的思路，是要想办法帮助村里
把集体经济搞起来，将来驻村工作队走
了，也要给村里留下个可持续盈利的产
业项目。

开滦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张建公曾
表示：“脱贫还要防止返贫，我们的追
求，不仅是要完成目标，还必须要把提
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为此，该集团重新优选了驻村工作队
伍，明确所有驻村干部一进村就要帮扶 3
年，确保到2020年完成脱贫任务。此外，
还专门抽调专业人员成立了扶贫产业项
目课题小组，长期驻村开发扶贫产业项
目。而今，已有庭院特色养殖、农产品深
加工等 7 个产业项目，先后纳入重点推进
之列。

“ 我 不 想 回 屋 ， 让 我 多 晒 会 儿 太
阳！”6月19日，首次坐上轮椅的徐桂民
被推到了院子里，他眷恋眼前这个多彩
的世界，说啥也不愿意进屋。

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阳光，而邻居
们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自打患上
进行性肌萎缩，这位昔日二把伙村数得
着的壮劳力就丧失了行动能力，终年卧
病在床，屋也难出。

轮椅是开滦总医院党委书记吴寿岭
送来的。此前，他带领医疗专家已经多
次到围场帮扶村进行义诊。

每一次义诊，都有几百名村民早早
地就等候在义诊现场。对于他们中的一
些人来说，疾病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
把他们拖入了贫困。

2017 年，开滦驻村工作队在所帮扶
的3个村调研发现，545户贫困户中，因
病致贫的竟然有 157 户，占比近三分
之一。

张建公进村调研时，听闻这一情况，
当即提出，要组织医疗队进村入户进行义
诊，为贫困群众解决因病致贫问题。

很快，开滦集团拿出了规定动作
之外的扶贫举措——利用企业自身的
医疗资源，组织医疗专家成立健康扶
贫医疗小分队，深入贫困村开展义诊
送药送健康活动，全面推进医疗精准
帮扶工作。

从 2017 年 7 月至今，开滦的医疗小
分队已经7次走进围场的3个贫困村，先
后义诊2000多人次，为所有贫困群众建
立了健康档案。

医疗专家们在村里举办的健康知识
讲座，每场都会有几十名村民到场聆

听。他们还为重病贫困群众建立了家庭
病房，进行入户检查和全程健康指导。

义诊过程中，专家们还注意到了新
问题：这里的贫困群众疾病多发，是否
和村民生活习惯以及环境卫生有关？

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开滦集团针

对村民的居住环境采取了新举措。
今年二季度起，每名帮扶责任人进

村时，必须拿出 8 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除了和贫困户深入交流外，还要帮助贫
困户打扫房间、清理庭院，并根据需求
置换新的生活用品。

“做这些事，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激发贫困群
众力所能及地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动起手
来。”开滦集团服务分公司总经理杨庆
山说。

在海字村，郭鹏程则计划和村干部
共同推动一项名为“双争双创”的活
动，让村民在争创活动中，改善家庭环
境脏乱、设施破损的状况，激发贫困户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他们战胜贫困
的信心和决心。据介绍，下个月起，乡
里派来的一辆垃圾车，会定期把村里的
垃圾集中清运走，改善村内环境卫生。

同时，开滦还希望在推动保障性扶
贫中进行一些新探索。

他们以开滦范吕社区的知名爱心组
织“置爱之家”为平台，有针对性地为
贫困群众募集生活用品，尤其在开学
季，手机、书包、电脑等捐赠用品到
来，让很多贫困学子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此外，开滦集团还敞开大门，出台
政策，优先安排围场贫困户大专以上学
历子女来企业就业。目前，有关招聘活
动正在推进中。

7 月 28 日，摇着轮椅，徐桂民又来
到了院子外——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他手臂的力量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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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治病去“根”，探索保障性扶贫举措

强化“造血”，用好帮扶资金建产业项目
“我们当年有句口号，叫‘宁掉十斤肉，不

差一方土’，连续大干5个月，圆满完成了陡河
水库下游的清淤任务。”8月1日，围场海字村
的一场座谈会上，一位老人回忆起了当年参加
唐山抗震救灾的情况。

老人名叫冀成学，1976年8月退伍后，他
和村里另外 7 名年轻人，加入了县里的民兵
团，奔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大会战，连续奋战
150余天。

40多年之后，开滦集团驻村工作队从唐山
而来，走进海字村帮助脱贫。

当年，冀成学赴唐山救灾是义举。今天，
开滦派人到这里扶贫是责任。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只有精准识别，精
准施策，才能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开滦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张建公说。

如何更好肩负起责任，国有企业要发挥好
自己的“管理”优势。

6月21日至22日，我省在承德市召开了全
省脱贫攻坚基层基础工作规范提升现场会。近
期，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等又联合出台办法，
开始对扶贫项目资金实施绩效管理。系列举措
显示，今后我省脱贫攻坚会更加注重提高识贫
扶贫脱贫的精准度，提升脱贫实效和质量。

确保“精准”，作为国企的开滦通过在帮扶
工作中的精细化管理达到预期。

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要求是严和实。其中包
括，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对贫困群众再次挨
家挨户走访，准确掌握了每一个扶贫对象的基
本状况。

精细化还体现在强化对驻村工作队以及帮
扶责任人的管理中。为此，开滦今年制定并实
施了十项扶贫工作制度，包括请销假制度、驻
村查岗制度、述职评议制度等。同时进一步加
强对驻村人员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驻村
干部综合评价、提拔使用的依据。

乃至于对帮扶责任人的要求也在细化。今
年起，开滦要求帮扶责任人每季度至少要入户
走访一次，每次入户要停留8小时。此举有助
于保障帮扶责任人和帮扶对象之间进行深入交
流，帮助制定针对性脱贫举措，解决实际困
难，疏解他们因长期贫困带来的心理困惑，鼓
励他们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

精细化管理还贯穿在扶贫项目谋划和脱贫
资金使用上。开滦还为此建立了扶贫资金使用
的管理机制和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调研机制等。

文／记者 董立龙

开滦集团服务分公司帮扶责任人洪守清
为结对贫困户赠送连心卡。

通讯员 刘 丽摄

（上接第一版）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加快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市海洋和渔业局局长陈小虎说，“我们
在全国率先推行‘湾长制’，就是要让
每一米沙滩都有人监管、有人负责。”

在不断深化“河长制”“湾长制”
的同时，秦皇岛市今年又推出了“湖
长制”，建立了四级湖长责任制，纳入
河长体系统一管理。

实施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
心的“净土行动”，是秦皇岛市保障农

产 品 质 量 和 人 居 环 境 安 全 的 重 头
戏。2017年，秦皇岛市在全省率先成
立了土壤环境管理机构，建设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网络，落实土壤环境标准
规范体系，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目前，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配
套建设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1294个，
设施配建比例高达 93.23%。”市农业
局畜牧科科长魏学蕊说。

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土壤
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市农业局环保

站站长段学军介绍，目前，全市农作
物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面 积 达 84 万
亩。2017 年，全市农药、化肥使用
实现零增长，废弃农膜回收率达到
83%。

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良好的生态，为秦皇岛市的旅游和招
商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年上半
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797.27 亿元，
同比增长 7.7%，位居全省第一；实际
利 用 外 资 6.1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2%；接待游客 1860 万人次，实现
旅游社会总收入 234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5%和35%。

（上接第一版）
典型宣传深入人心，奋斗故事

催人奋进。今年1月起，我省组织多
家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石家庄市公安局原安建桥综
合警务服务站主任吕建江的故事。

《人民警察老吕叨叨》《探寻人民警
察吕建江的无悔初心》⋯⋯饱蘸深
情的报道引来无数网友点赞。今年
以来，全省新闻战线深入挖掘各条
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推出了“新

时代白求恩式的最美军医”步建立、
西高庄村“当家人”王焕荣、棉田里
的“育种魔术师”杨保新等，唱响了
新时代的奋斗者之歌。

创新不停步，融合在路上。全
省各级主流媒体着力加强传播能力
建设，以中央厨房建设为抓手，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传播党的声音
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发挥得更加
充分。8 月 6 日，河北日报客户端
3.0 版升级上线，标志着河北日报报

业集团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移
动优先战略又站上了一个新起点。

网上宣传正能量充沛，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对外宣传取得新突
破，数量质量实现双升⋯⋯唱响主
旋律凝聚人心，传播正能量激发干
劲，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全面运用“四个
干”抓落实机制，全省新闻宣传战线
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持续加强和改
进新闻工作，努力用更多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为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
强大舆论支撑。

秦皇岛加快建设京津冀生态标兵城市 主旋律凝聚人心 正能量激发干劲

开滦总医院的医生正在围场二把伙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通讯员 刘 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