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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推进稳岗就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一村一品”助脱贫户过上好日子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喂羊、浇地、施肥，走出羊舍，钻进甜
瓜棚……对于武邑县审坡镇贾寺院村脱
贫户王保庄来说，现在的生活既忙碌又幸
福。曾经靠救济，如今靠双手，在扶贫干
部的帮助下，王保庄不光自己脱了贫，还
成了当地的致富能手。

从全面筑牢兜底保障网，到产业全覆
盖让脱贫户过日子更有底气，近年来，衡
水市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
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加
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牢牢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以发展壮大特色
产业和推进稳岗就业为重点，强力推动巩
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不
断提高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脱贫村特色产业“一村
一品”全覆盖

日前，阜城县崔家庙镇张家桥村冬桃
种植基地里，千亩花海已经褪去，桃园里
披上了绿装。剪枝、去芽……郭艳萍和十
几个村民在绿叶中穿梭劳作，淌着汗水的
脸上溢出幸福的笑容。

张家桥村种桃的历史不短，却只是零
散种植，形成规模化是这几年的事。为帮
助群众脱贫增收，在崔庙镇政府的积极联
系下，阜城县的本土企业衡水永瑞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在张家桥村因地制宜发展冬
桃种植。从那时起，冬桃让郭艳萍的生活
甜了起来。

“以前主要是靠种玉米小麦过日子，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郭艳萍说，后来村
里统一收回土地集体实行流转，除了每
亩一年 1000元流转费，还能到桃园上班，
腰包鼓起来了，人们干劲更足了。“只有
产业兴旺，才能让村民的碗更稳、饭更
香，让乡村更美丽。”对于乡村振兴，张家
桥村党支部书记张勇有自己的理解。如
今的张家桥村，千亩冬桃园、肉牛养殖场
等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只冬桃一项
产值就达 400多万元，大部分村民都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年人均收入达到了 1.5 万
元以上。

依靠发展特色产业，张家桥村实现富
起来美起来，这正是衡水市大力发展持久
且稳定的产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和后
劲，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去年
以来，衡水市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纳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

优势集聚、产业融合、竞争力强、对脱贫户
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主导产业，1001个脱贫
村实现了特色产业“一村一品”全覆盖，脱
贫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 2 万元，收入 5 万
元以上的村692个，发展实力显著增强。

今年，该市制定了《2022 年衡水市脱
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巩固提升工作方
案》，加大资金项目支持力度，继续实施项
目增收、科技支撑、龙头培育、帮扶助力四
大行动。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种养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力争新
增设施果蔬、杂粮（高粱）、中药材、林果等
特色种植4.7万亩，生猪、肉牛、肉羊、家禽
等畜禽出栏比上年增加61万头（只）。

该市将完善“龙头企业+合作杜+基
地+农户”新型生产经营模式，今年新发展
省级示范农场 5 家、省级示范合作社 12
家，每个脱贫县至少巩固壮大 1个联农带
农效果好、帮扶机制完善的产业化联合
体。大力推广“五位一体”“两自五统”和

“八统一分”等具有衡水特色的经营模式，
推动脱贫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稳定的
利益联结关系，确保脱贫群众年人均产业
收入持续增长。

对所有脱贫劳动力进行动态管理，
通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
营企业招聘月”等系列活动，探索在人口
集中的乡村建立“零工超市”等，精准匹
配岗位信息，确保脱贫人口务工规模不
低于 2.4 万人。针对脱贫普通劳动力，开
展技能培训。同时，统筹各类乡村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无法外出、无业可就的
脱贫人口。

全面推进农业创新驿站建设，今年该
市培育创建省级农业创新驿站 7家，并推
动科技站点向基层延伸，带动更多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确保脱贫村科技帮扶全覆
盖，不断提升脱贫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同
时，实施“万企兴万村”标杆示范引领工
程，发挥外地衡水商会作用，引导在外企
业家积极参与，并研究出台金融服务向参
与行动企业倾斜等激励政策，确保帮扶工
作落到实处。

防贫监测帮扶不落一户一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就要牢牢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近年来，衡水市
将防止致贫返贫作为解决贫困长效机制
的重要内容，借鉴“区块链”和“大数据”模
式，开发建立起防贫监测自动预警系统。

目前，全市 13个县（市、区）建档立卡户和
非建档立卡低收入户已全部纳入监测范
围，当被监测人员相关支出超过设定的预
警线时，系统便及时发出预警信息。根据
监测预警对象发生致贫返贫风险和救助

需求，相关部门对符合相应救助条件的监
测户及时启动救助程序，精准实施落实救
助政策措施。

不久前，枣强县枣强镇郝庄村村民刘
立冬突患重病，尽管通过医疗保险报销了
大部分治疗费用，但自付的医疗费仍高达
9 万多元。正当刘立冬一家人愁眉不展
时，防贫监测自动预警系统平台已经发出
了刘立冬家庭的防贫预警信息。该县相
关部门迅速启动了救助程序，结合相关政
策，为刘立冬申报了 5万多元的防贫救助
金，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同时，市县两级均成立防贫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专门科室和专门人员负责防贫
工作，乡级均成立防贫工作站，村级设置
网格员，市县乡村建立了由9079名业务精
通、责任心强的人员组成的防贫监测队
伍，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通过农户自
主申报、基层定期走访和部门筛查预警，
精准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识别纳入、及时
救助帮扶。

截至 2021 年底，衡水市共有脱贫人
口 33347 户 63691 人，监测对象 1840 户
4276 人，依规救助城乡困难群众 196 人
次，发放救助金 78.7 万元，有效保障了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全市没有返贫致贫情
况发生。

今年以来，该市建立监测标准年度调
整机制，根据省定标准及时对防止返贫监
测标准进行调整，并建立健全跨部门工作
会商和信息互通机制，推动各级防贫监测
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数据共
享。进一步优化识别程序，缩短认定时
间，对监测对象不设规模限制，将所有脱
贫人口和有返贫致贫风险、突发严重困难
的农户全部纳入监测范围，确保不落一户
一人。根据监测对象风险类别、发展需求
等精准施策，确保有人管、管到位。严格
把握退出标准，规范退出程序，对所有脱
贫户、监测户每月开展入户走访，逐户登
记收支变化、核实“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
况，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同时，对全市农村大病患者建立信息
化台账，有效发挥各类救助基金作用，有
效干预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针对自然灾
害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组织专项排查，将
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
落实帮扶。针对发现的因灾因病因疫等
苗头性问题，及时按规定落实社会救助、
医疗救治等帮扶措施，确保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4 月 20 日，枣强
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县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五个精准”，全
力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实现了疫情防控
和工业经济平稳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精准防控疫情，力促封控不停产。该县
制定了封控管理企业有序生产应急预案，针
对皮毛、复合材料、装备制造三大产业和涉及
民生保障、疫情物资生产以及存在紧急订单
的重点企业，安排专门医护力量到企业采集
核酸，调配消毒消杀、日常防护等防疫物资，
生活物资专项保供，对企业人员实行闭环管
理，并开辟了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确保封控不停产。封控期间，该县75家重
点企业1541名职工在岗抗疫和生产两不误。

精准有序复工，力争停产不减单。该县
积极引导各企业制定复产计划，鼓励采取云
上对接、线上洽谈等方式，延续企业产品生
产链条，积蓄企业原材料和订单存量。该县
区分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制定详细复工流
程，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实现了“3个有
效衔接”，即从停产到有序复工的有效衔
接，从减产到以快补慢的有效衔接，从线上
达成意向到线下兑现生产的有效衔接。截至
目前，全县121家规上企业中87家实现复工
复产，返岗职工 1855 名，且同期订单数量
与去年基本持平。预计5月中旬全县工业企
业可全部复工，职工返岗率可达60%以上。

精准投放政策，助力企业渡难关。该县
对国家、省市出台的财政支持、缓税减税降
费、延迟社保缴费、金融扶持等政策进行梳
理，组织各乡镇、开发区为企业宣讲政策、答
疑解惑，让企业第一时间知悉政策、享受政
策。目前，已发放政策汇编2万余册。同时，
该县修订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
技术改造、工业设计、亩均纳税、创新发展、平
台建设、标准制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精准升规入统，增强发展后劲。该县制
订了枣强县升规入统企业培育方案，通过对
4 月初至封控前重点培育企业产值、运营收
入等数据分析，在封控期间继续落实培育举
措，明确属地及部门责任人，加大对赛曼斯服
饰、汉重机电装备制造等16家重点企业升规
入统和东和复合材料新建入统培育力度，确
保了重点培育对象产能不降、快速复产，保持
升规入统竞争性，进一步增强了工业经济整
体实力和发展后劲。

精准包联服务，解决发展难题。该县实行疫情防控期间县级
干部“扁平化”包联全覆盖，121家规上企业可直接向县级包联干
部反映问题。疫情防控期间，县级包联干部共为企业协调解决融
资对接、物流运输、手续办理、项目申报等实际问题 21 项，通过

“运证通”App，协调办理工业企业重点物资运输车辆电子通行证
36张，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同时，全面优化行
业部门帮扶，集中工信、发改等部门力量，开通疫情防控企业问题
反映专线，专职负责企业复工和生产经营相关的政策落实、问题
解答、情况汇总和督导检查，对共性问题集中解决，对个性问题一
企一策、一事一议、专题解决。截至目前，共收集企业反映的物流
运输、人员返岗、资金短缺、防疫物资等八大类 500 余个困难问
题，已解决4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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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嫩绿的青
椒、绿油油的黄瓜、多彩的甘蓝……近
日，在饶阳县京津冀蔬菜科技测评示范
中心的智能温室大棚里，各种蔬菜郁
郁葱葱，令人眼花缭乱。这里就像一
个“蔬菜竞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蔬
菜品种经过测评优中选优，筛选出适
合 京 津 冀 区 域 种 植 的 品 种 进 行 示 范
推广。

近年来，饶阳县以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创建为战略支点，先后建成“一院三
中心”，即河北省设施果蔬产业技术研究
院、京津冀蔬菜科技测评示范中心、河
北省设施葡萄试验示范中心、饶阳县综
合检验检测中心，努力打造农业“科技
联合体”，助力乡村振兴。

“测评示范中心的职责就是以品种
为基础，探索适合京津冀地区的良种
良法配套操作规程，为蔬菜产业转型
升 级 的 ‘ 最 初 一 公 里 ’ 提 供 科 技 动

力。”该测评示范中心主管曹瑞海介
绍 ， 中 心 集 设 施 农 业 新 品 种 、 新 装
备、新技术测评示范推广于一体，在引
领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每年测评国内外茄果类、瓜菜
类等蔬菜新品种 2000 个以上。组织动
员 蔬 菜 专 家 开 展 配 套 技 术 研 究 与 集
成，制定了一批良种良法配套的操作
规程。

在河北省设施葡萄试验示范中心，
饶阳县探索形成葡萄栽培种植模式，先
后引进阳光玫瑰、玉波二号、妮娜皇后
等葡萄新优品种 60余个，为农户提供科
学的栽培管理方案，带动果蔬质量提
升。同时，制定国内领先的设施蔬菜科
学栽培管理方案和全国唯一的设施葡萄
地方标准，全县蔬菜种植户实现亩均节
本增效 3200元，设施葡萄种植户亩均节
本增效达1万多元。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等 22家高校院所开展全方位合作，建成
河北省设施果蔬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
产业设施升级、品种选育、种植管理等
共性关键技术，开展集中攻关，为设施
农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为产业升
级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同时，还定期组
织开展各类农技知识培训、农业技能大
比武等系列活动，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
平，增强农户学好技能、种好果蔬的积
极性。

为全面叫响“饶阳果蔬重品质、品
质果蔬看饶阳”金字招牌，饶阳县综合
检验检测中心建立葡萄、蔬菜国家级和
省级地方标准库，已累计制定地方标准
12项，实现果蔬标准化种植，推动果蔬
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该中心还建立
了全县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了食
用农产品的全程溯源，多家企业产品打
入了京津超市，擦亮了饶阳“放心果
蔬”品牌。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年来，
故城县打造了康宏牧业、正大肉鸡、
新希望和天邦生猪、健加乐肉鸭等龙
头企业，目前已建成规模化奶牛养殖
场、肉鸡肉鸭养殖场、优质生猪养殖
场 100 多家。2021 年全县畜禽产业产

值达19.8亿元。
“依托总投资 28亿元的康宏牧业奶牛养殖项目，我们打造了

奶牛养殖、牧草种植、饲料加工、乳制品加工销售、一二三产业高度
融合的全产业链条。”故城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坤瑞介绍，今年，康
宏牧业投资 6.3亿元，新建年产 18万吨液态奶加工厂项目正在全
力推进；总投资 103亿元的衡水正大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全部建成
后年产值将达197亿元，纳税5.6亿元。这也为全县畜禽产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同时，故城县采取“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延长
产业链，畜禽产品加工流通不断延伸，形成产销一体化发展体系，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广大养殖户依靠养殖产业走上致富路。通过

“租赁土地+订单农业+招录就业+奶牛托养”等方式，带动更多的
脱贫群众深度融入农业发展链条，实现稳定增收。

故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秦立燕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突出主导
品种选育提升，注重荷斯坦奶牛、白羽鸡等品种开发利用，提高育种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全面强化育种体系，以国家畜禽核
心育种场为依托，支持发展创新要素有效集聚、市场机制充分发挥
的联合育种实体，提高核心种源培育能力。全面强化企业主体，支
持畜禽种业企业做强做大、做专做精，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
产业带动力的领军企业，提高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饶阳打造农业“科技联合体”助力乡村振兴

故 城 畜 禽 产 业
产值达 19.8 亿元

目前，已建成规
模化奶牛、肉鸡
肉鸭、优质生猪
养殖场100多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记者从衡水
市民政局举行的2022年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推进年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今年该市将在
每个县（市、区）打造一个县（市、区）级社工站
示范点，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
务“最后一米”。

活动当日，各县 （市、区） 民政部门主
管负责人以视频的方式观看了衡水市社会工
作促进会举办的“因地制宜推进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什么是
社工、为什么要建社工站、社工站怎么建、
因地制宜建社工站的要点”等内容展开深入
讲解。

今年，衡水市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将按
照“一点、一域、一体系”的工作思路，确保每个
区县要打造一个符合本地实际的区县级社工站
示范点，突出一个品牌服务项目。条件较好的
桃城区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形成市级提供指
导、县（市、区）配合、乡镇站点受益的市—县

（市、区）—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今年每个县（市、区）
打造一个社工站示范点

近年来，武强
县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加大对
乐器企业在科技
项目、平台建设等
方面的支持力度，
提高乐器产品的
科技含量。图为武
强县河北金音乐
器集团有限公司
的工人在查看吉
他质量。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全市培育了
一批特色鲜明、优
势集聚、产业融
合、竞争力强、对
脱贫户带动能力
强的特色主导产
业。目前，1001
个脱贫村实现了
特色产业“一村一
品”全覆盖，脱贫
村集体收入全部
超过2万元，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村
达692个

上图：近日，武强县建忠种植专业
合作社采用自走式喷灌设备，对麦田进
行灌溉。

中图：近日，在桃城区郑家河沿镇
西康村森农园合作社温室大棚内，技术
人员正在为村民讲解甜瓜整枝技术。

下图：近年来，深州市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5月6
日，该市卢家庄燃梦家庭农场果蔬大棚
内，悬吊生长的西瓜即将迎来丰收，果
农在悉心管理。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焦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