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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志提振脱贫士气，扶业提高百姓收入，扶智提升致富
本领，扶美提倡文明乡风

围场以“四扶四提”助力脱贫攻坚

72个深度贫困村基本
完成村庄面貌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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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县纪委监委

“两报两卡”工作机制
助力改善营商环境

96096承德社区服务平台
为居民提供点单上门服务

地面式红绿灯亮相城区
违反交通规则行为比例下降85%以上

□记者 李建成 陈宝云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要路沟村
贫困户周刚，最近迷上了看养殖书
籍。2018 年，周刚主动放弃了低保名
额，选择创业，在省委宣传部驻要路
沟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准备靠养猪
脱贫。

工作队不但帮他联系购买了 8 只
猪崽，还请来技术员讲解注意事项，并
送来《养猪新技术》等书籍。“没想到养
猪还有这么多道道儿。”周刚说，“2019
年准能脱贫。”

围场是我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自 1987 年开始扶贫至今，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 17.81%。为确保真脱贫，
围 场 实 施 了 建 档 立 卡“ 回 头 看 ”，
2018 年精准确定全县仍有贫困村 36
个、贫困户 3911 户、贫困人口 10538
人。这些贫困人口大多自我发展能力
有限，尤其是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不
足，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注重扶贫
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为我们打赢
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刘众民说，通过
扶志提振脱贫士气，扶业提高百姓收
入，扶智提升致富本领，扶美提倡文明
乡风，围场探索出一条以精神文明建
设引领脱贫攻坚的新路径，带动贫困
群众精神和物质双脱贫。

扶志提振脱贫士气
——变“要我富”为“我要富”

“全村 731 户，其中 446 户是贫困
户，是围场最大的贫困村。”省委宣传
部驻要路沟村工作队队长张浩说，驻
村伊始，入户咨询村民想发展啥产业
时，许多村民很茫然。

这让工作队认识到，不激活百姓
脱贫斗志，所有工作就如沙地起楼，一
推即倒。工作队走村入户，详细讲解党
的方针政策，鼓舞干劲成了首要工作。

工作队带头清理村庄垃圾，建起
绿地公园、篮球场、戏台子，定期组织
文艺演出，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同
时，开展文明家庭、致富带头人评选，
激发百姓争当先进的积极性。

“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
程度深，使得围场在脱贫攻坚中面临
很多困难。”刘众民说，因自我发展的
内生动力不足，部分贫困群众“等靠
要”消极思想严重，“上动下不动”的情
况时有发生。

为提振脱贫士气，激发内生动力，
围场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坚持以“党
旗红、产业强、乡风美、共同富”主题活
动为引领，把精神扶贫作为主攻方向，
不断推动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统筹
省、市、县三级159个驻村工作队力量，
深入开展干部“一对一、一帮一”结对帮
扶活动，有效破除了个别贫困群众“安
于现状、人穷志短”等消极思想，使“我
要富”成为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扶业提高百姓收入
——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要路沟村村民邱瑞珠，每天都要
去村口的香菇大棚打工。

“以前要照顾老人孩子，就近打工
没地儿，日子就靠丈夫一人打散工维
持。”邱瑞珠说，自打村里引进了香菇
种植项目，她家流转了 1.4 亩土地，土
地租金每年 800 多元，每月打工还能

收入2400元，生活越来越好了。
要路沟村香菇种植项目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建设，采取“公司+合作
社+种植户”模式，流转土地 50 亩，每
亩租金 600 元。不仅让部分村民挣到
了租金，还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
供就业岗位，带动百余户贫困户实现
增收。

该村坚持把产业脱贫作为重中之
重，种植大果沙棘1200亩、小苹果440
亩，发展有机马铃薯 300 亩、张杂谷
200 亩，免费发放鸡苗、鹅苗 3500 多
只，一张覆盖所有贫困群众的产业网
络正在形成。

要路沟村借助扶贫政策和资金，
扶持培育扶贫产业，是围场坚持产业
脱贫的一个缩影。

该县先后实施了“生态建设+扶贫”
“功能农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到
户产业+扶贫”等“N+1”多元化脱贫模
式，坚持因村施策，根据当地的自然条
件，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宜
果则果，确保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

目前，围场通过发展经济林基地、
合作造林等生态产业，惠及 4.2 万名贫
困人口。在国内率先启动首个“十万亩
功能农业示范园区”项目建设，使9800
户贫困户每亩增收 1000 元。建设集中
安置区（点）21 个、各类农业产业园区
32个，努力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
做、能致富”，壮大集体经济，帮助百姓
持续稳定增收。

扶智提升致富本领
——变“庄稼汉”为“新农民”

“ 围 场 六 合 店 村 不 缺 水 、不 缺

地，为啥扎在穷窝窝里出不来？”尽
管已经结束了帮扶工作，但唐山师
范学院教师、驻村工作队的贾长胜
对 2016 年刚来村时的疑惑，仍记忆
犹新。

“通过入户走访发现，不少贫困
户是文盲，就连村干部也只是小学文
化。老百姓的文化素质跟不上，产业
就做不持久。”作为一名教师，贾长
胜敏锐地发现，发展脱贫产业不能一
建了之，还得加大对百姓的培训力
度，提升其致富本领。

“以前一头7个月大的牛，能卖七
八千元，现在能卖 1.1 万元。”经过参
加村里组织的养殖技能培训，养了半
辈子牛的村民余艳廷感受到了科学养
殖带来的好处：“专家提供饲料配
方，按一定比例加入微量元素，没花
几块钱，牛长得特别好。”

“要想转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助力农村持久发展，必须培育一批懂
技术、有文化的‘新农民’，打造一
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刘众民说。

为强化人才选育，巩固脱贫攻
坚智力支撑，围场坚持对外引才与
对内育才相结合。大力实施“雨露
计划”、技能培训、党员带头示范
等工程，逐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实现有条件的贫困户“一户一人一
技能”。

目前，该县农村实用人才“千人
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训 3000 余人。
通过开展党员技能帮扶、创业帮扶，
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 260 余人，党员
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实现全覆
盖。遴选59名市、县拔尖人才，对接

联系 37 个乡镇，成功引回返乡能人
161人，新型农民队伍日渐壮大。

扶美提倡文明乡风
——既要“环境美”又要“村风美”

“现在要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
在银里村整修一新的村舍里，80岁的
盛占山、65 岁的侯玉军和 61 岁的李
广福，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

“ 这 是 孤 寡 老 人 的 临 时 康 养 中
心，我们把他们的房子租下来，改造
成特色民居，用来发展旅游。老人日
常生活花费由我们承担。”燕山大学
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向前说，通过为银
里村注入艺术元素，将旧村部改造成
艺术酒店，去年农家游的游客接待量
达1500多人次。

打造“山青水绿、人善村美”的
美丽乡村，是围场精准脱贫工作的关
键板块。该县持续加大投入，不断提
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整治
力度，改变村容村貌。同时，以精神
文明建设为引领，大力推动移风易
俗，树立崇德向善、勤俭节约、文明
健康新风。

过去 7 年，每年重阳节，狍子沟
村都会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爱心饺
子宴”。在狍子沟村的带动下，一批
孝心村、道德村相继涌现。围场 312
个村实现了志愿服务工作站全覆盖。

2018年，该县加大投入，所有村
庄都建成了标准化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文化广场等。在文明乡风熏陶和
感染下，围场乡村百姓文明素质得到
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乡村实现“美
丽蝶变”。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斑马
线两头，一排LED灯组，随路口
交通指示灯的变换，实时变换红
绿色。这种安装在地面上的红绿
灯，一亮相承德市区部分路口，
便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目前，试
用两个多月来，路口违反交通规
则行为比例下降85%以上。

这款地面式红绿灯，由承
德华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研
发设计生产。该公司总经理修
德荣说：“这是第三代产品。灯

光照射角度调整为 45 度角，提
示距离更远。灯内填充了树脂
胶，密封防水性更好。电源为12
伏，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LED 光源使用寿命长达 5 万小
时。”目前，这款地面式红绿灯
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据承德市交警支队相关人
员介绍，地面式红绿灯投入使
用后，路口违反交通规则行为
比例，与未安装的路口相比，下
降了85%以上。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 通讯员刘
妍）近日，笔者驱车来到平泉市好运来
草莓采摘基地，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映入
眼帘。棚外寒风阵阵，棚里却温暖热

闹。“进入1月份，棚里草莓开始结果了，
我们的草莓口感好、无公害，很多人来
采摘，生意特别好。”该基地负责人李相
阳笑着说。

今年46岁的李相阳，一直想干一番
自己的事业。经多次到北京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了解行情，他最终决定种
植草莓。2014 年，他租赁了四合园村
180 亩土地，建起了 113 个设施大棚，还
获得了政府十几万元的农业产业结构
性调整设施补贴。

解决了土地和设施大棚问题后，李
相阳请来技术专家，学习草莓种植。
2015 年 1 月份，草莓大棚实现了“开门
红”，每棚收益1万多元。

“我们种的是‘红颜’草莓，每两个
月结 1 次果，不但个头大、口感甜，还能
经得起 72 小时之内的长途运输。”谈起
草莓畅销的秘诀，李相阳说，他们建立
了线上线下多种销售渠道，草莓大部分
被运输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进行批发，同时也在网上进行销售，日

均成交单数达300多盒。
随着草莓生意越做越红火，2017

年，李相阳开始扩建草莓采摘基地，先
后在平泉镇西坝村、康杖子村和黄土梁
子 镇 租 赁 土 地 300 余 亩 ，增 建 大 棚
196个。

一个人富不算富。作为党员的李
相阳，还不忘带动百姓共同走上致富
路。康杖子村村民康巨荣就是其中一
员。康巨荣的老伴患有腰椎病，住院治
疗给家里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像
我这种文化程度不高、岁数大的人，不
好找工作，好运来草莓采摘基地为我提
供了一份工作，平均一天收入 80 元，减
轻了生活负担。”康巨荣说。

据统计，该基地先后吸纳23户贫困
户入股分红，为25户非贫困户提供到园
区打工的就业机会。同时，免费提供草
莓种植技术，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提高
村民的收入。小草莓不仅改变了李相
阳的生活，还让更多的乡亲们坐上了致
富快车。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近
日，96096 承德社区服务平台
与承德市快递电商联合会签订
合作协议，市民可通过该服务
平台“一站式”快速处理多种办
事项目。

据了解，96096 承德社区
服务平台充分整合现有社会资
源，培育各类服务及商品流通
企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形成
全方位社区服务网络，为居民
和单位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
服务。服务项目涵盖了保姆月
嫂、日常保洁、综合修理、租赁
服务、交通出行、医疗卫生、违

章查询、天气预报、金融保险、
教育培训、政策咨询等内容。

目前，平台拥有3个接线席
位，整合家庭服务、旅游服务、快
递服务等行业企业入驻，并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试运行，初步
服务双桥区范围内 65 个社区、
38 万居民。随着平台运营的不
断成熟，平台的业务范围不断扩
大，服务范围也将逐步扩展到全
市 179 个社区，服务近百万人
口。这个服务平台通过“居民点
单、社区下单、社会组织接单”，
形成全新的“即时”上门服务，可
满足居民的多种生活需求。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 通
讯员兴纪宣）监督“下沉”、触角

“下延”、重心“下移”⋯⋯近年
来，兴隆县频出实招，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监督“下沉”。聚焦重大决
策，兴隆县纪委监委向县委、县
政府报“工作专报”“情况报告”，
向县处级干部和基层党委（党组
负责人）发放“提示卡”“督办
卡”。“两报两卡”工作机制，有效
解决了“工程项目层层分包”“招
投标不规范”“公职人员企业兼
职”等突出问题，营商环境得到
进一步改善。坚持抓早抓小，对
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提醒纠偏，使“红脸出汗、咬
耳扯袖”成为常态。

触角“下延”。兴隆县纪委
监委紧盯各节庆重要节点，通
过廉政短信等形式，提醒全县
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矩。开展

“一桌餐”、私车公养、电子红包
等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检查，
对“四风”问题实行“零容忍”。

重心“下移”。2018 年，该
县组成 8 个巡察组，并引入第
三方机构，深入镇、村，与贫困
户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收集问
题线索，全年共处置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 296 件，立案 131 件，
党政纪处分 156 人，组织处理
93人。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承德
市坚持把“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提升工程作为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先决条件和
重要抓手，扎实推进围场、丰
宁、隆化 3 个深度贫困县 72 个
深度贫困村 24845 户、75909
口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
水治理、绿化美化亮化等专项
行动。目前，72 个深度贫困村
2018 年度村庄面貌改造提升
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

据统计，该市农村垃圾治
理专项行动投入资金 3498 万
元，完成清理垃圾、杂物 31 万
余立方米，拆除违章建筑和残
垣断壁 2 万余处，配备垃圾运
送车辆 69 辆。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行动投入资金 334 万元，完
成建设集中处理铺设主管网
4800 米。村庄绿化专项行动投

入资金 3123 万元，完成环村林
建设 1.2 万余亩。村庄亮化专
项行动投入资金 1755 万元，完
成维修、更换路灯 212 盏，新安
装 LED 路灯 4718 盏，新安装
太阳能路灯 2957 盏。村庄美化
专项行动投入资金 405 万元，
完成标语广告整治 2.4 万平方
米 、私 涂 乱 画 整 治 1.15 万 平
方米。

该市对 72 个深度贫困村
村庄面貌改造提升行动建立了
项目台账，每月跟踪项目进展
情况、投入情况以及存在的问
题。同时，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相结合，加强对深度贫困村垃
圾治理、绿化亮化美化等项目
的督导检查。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加大好典型、好经验和
好做法的宣传推广力度。

平泉市好运来草莓采摘基地负责人李相阳：

建草莓大棚助乡亲走上致富路
新农村致富带头人

1月16日，2019年承德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走进双滦
区大庙镇北梁村。市直 22 个“三下乡”成员单位为乡亲们开展了
政策宣传、医疗义诊、慰问帮扶等服务活动。这是工作人员为百姓
发放春联、福字。 通讯员 杨青 记者 陈宝云摄

▲围场八顷村贫困户张景臣通过
养殖肉羊脱贫致富。2018年，张景臣
销售肉羊100多只，收入7万余元，如
今肉羊存栏 60 多只。这是张景臣在
给肉羊喂饲料。 通讯员 宁利勇摄

◀这是 2018 年重阳节，围场拐
步楼村的老人在参加“敬老重阳饺子
宴”活动。 通讯员 宁利勇摄

新时代新农村致富带头
人，是推广新技术、创新新业
态、探索新模式的实践者和带
动者。承德作为我省脱贫攻坚
主战场，近年来培育和涌现出
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他们扎
根农村、投身农业、服务农民，
成为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
带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力量。近日，我们走进田
间地头，走近这些致富带头
人，记录他们在希望田野上的
人生闪光点。

开栏的话

这是靠种植草莓带领乡亲们致富
的李相阳。 通讯员 刘 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