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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和县举办“爱

与你我同行”扶贫公益文艺演

出。此次公益演出由和县县

委宣传部、统战部、工商联、扶

贫办共同主办，由县文旅委、

团县委等 7 家单位协办，掌上

和州公司、巨星艺术培训中心

发起并承办。

孙娟

扶贫公益演出忙

和县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和县善厚镇皂角、陶店、万元三个贫困村的

土鸡蛋、手工粽子、小龙虾、大白鹅等特色农产品，通

过微店上线销售，成效初现。

和县及时组建电商扶贫平台——和县满篮和鲜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顺利完成商标注册、产品调研、

精心策划的基础上，采取“满篮和鲜+电商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并进行线下推广，创造电商企业运营的

“和县速度”。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宣传得当，产品销

售十分火爆，既为贫困户的农产品找到了市场，又为

城里市民提供了物美价廉、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据初步统计，自5月20日上线以来，线上线下销

售额 20 万元，带动善厚镇三个贫困村 100 多个贫困

户，户均增收500余元，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

姜华 周建正

“徽姑娘”学技能

6月3日，和县历阳镇妇联组织李美努、汪德凤

等5名建档立卡的贫困妇女，参加马鞍山“徽姑娘”

手工编织首期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北京手工编织专家现场传授技

艺，向贫困妇女培训编织工艺。培训现场，学员分

成5组，每组20人，进行手工钩花、编织实操，教师

“一对一”的巡视指导。每组学员认真听老师讲授

编织技艺，并拿起桌上的彩线弹珠学编织。灵巧的

双手上下翻飞，一个个精致的盘扣花样呼之欲出。

培训现场，一对母女很是惹眼，她们是来自历阳镇

城西社区的贫困妇女王德凤、蒋腊梅母女俩。母女

俩都身患残疾，无法正常外出务工。当母女俩得知

培训的消息时，非常激动。“我们母女俩这下可利用

闲暇时间在家挣钱了！”

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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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精准扶贫

5 月 25 日，和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来到该县善厚镇陶店村，走访慰问18户定

点扶特困难群众，向他们送去日常生活用品，

将关爱和温暖送到困难群众的身边。

据了解，今年和县要完成 11 个村、5431

名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该县采取光伏、小

额新贷、种植、养殖、劳动就业帮户措施，帮扶

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昂骁龙

“特色扶贫”欢笑多
常兴胜 王智银

“扶贫也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和县扶贫办

公室主任许述武介绍和县近年来的扶贫工作，用“特色

扶贫”来概括。截至去年底，和县已有4138户9133人

实现脱贫。2017年将脱贫2188户4036人，11个贫

困村也将出列。

“产业扶贫”快脱贫
和县是全国蔬菜之乡，蔬菜是该县的支柱产业。

“我们通过散布在全县各地的蔬菜合作社，一方面让贫

困户到这里就业，另一方面借助‘贫困户+合作社+扶

贫小额贷款’等金融扶贫形式帮助他们脱贫。”和县扶

贫办工作人员成茂奇说。在和县绿缘蔬菜种植有限公

司内，工人们正在采摘甜瓜和辣椒。来往车辆川流不

息。据公司负责人王继红介绍，“这里的贫困户有十几

位，他们干一天能收入80元，中午包吃，常年干的一年

能赚3万多块，少的也有2万多块。”

60 多岁的沈兴玉是历阳镇胜利村村民，他孤身

一人在绿缘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干活，一年能赚一两万

元。这还不算，他还享受扶贫政策。胜利村干部李加

来介绍全村贫困户 59 户，有 55 户将“户贷企用”275

万元扶贫贷款投入绿缘公司，三年内每年每户从中获

得不低于 3000 元的保底收益。成茂奇告诉说，和县

推进小额扶贫信贷工作健康发展，鼓励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户贷户用”，用于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同时评

估龙头企业和经营大户带动能力，开展“户贷企用”，

规范贫困户带资参股程序，让有能力的贫困户深度参

与企业发展，真正做到让贫困户参股得红利，就业得

薪金，还能通过劳动学到实用技术，提高贫困户内生

发展动力。

在和县善厚镇皂角村龙虾基地，繆光亮老板说，他

凌晨二三点就起虾子，然后分拣龙虾大小规格，一次起

虾五六百斤，能赚8000元。他是2015年发现这块水

域好，养虾效益高，当年10月就干起来，承包荒地荒塘

388亩，起初投资200多万元挖池子、架线路从事基础

设施建设，去年收成一百六七十万元，利润110万元。

与此同时，他也发觉缺少人手，于是就向村干部反映，

很快来了4户7人。章修发就是其一，他今年65岁，是

后林村贫困户，他来这里主要从事喂虾子、起网等活，

包伙食，一天120元工钱，不吃能拿140元，干得多一

年能拿到两万元，干得少一年也能拿到五六千元。

教育健康两扶贫
在和县石杨镇花园村石壳自然村贫困户严学如

家的桌上，一个塑料盒包格外引人注目，打开盒盖，里

面整齐地放着血压计一根、板蓝根一袋、正红花油一

瓶、云南白药创口贴一盒、汞溴红溶液一瓶、龙虎人丹

一盒。“花样不少，很实用。”严学如笑称健康包是最近

收到的。这是和县开展健康扶贫一项内容。严学如家

里四口人，每年新农合免除其费用600元，健康检查每

人免除200元。据成茂奇介绍，全县每个贫困户都有

签约医生，签约医生会按月登门为贫困户提供健康咨

询服务。

一旁的村书记介绍，严学如家孙子今天刚好参加

中考，孙子要是考上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和县分校，还

可免除3年学费，同时学校每年补助2000元，地方政

府每年补助1000元，补两年，毕业后可推荐到县开发

区相关企业工作。和县实行教育扶贫导师制。像严学

如这样的贫困户，还有一个家庭导师，在思想、学业、心

理和生活上对他的孙子进行引导、辅导、疏导和指导。

全县贫困学生一对一结对帮扶导师816人。

据严学如介绍，他今年4月寄养了3头猪，每头猪

可以获得1000元补助，一共3000元，他还是村社会管

理员，一年可获二三千元收入，还担任保洁员，每年收

入800元，他还是马钢退休工人，每月优抚333元。严

学如乐呵呵道：正因为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好，他于去

年就脱了贫。

党员精准扶贫

“电商扶贫”满篮爱
家住善厚镇陶店村代马自然村的贫困户

陈正和老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家饲养的鸡鸭

鹅及土鸡蛋、土鸭蛋，如今足不出户也能卖个

好价钱。他笑道：“过去这些东西我总是赶集

到镇上叫卖，来往好辛苦。现在好了，有了电

商扶贫，我们农副产品就不愁卖了。”

陈正和老人提到的“电商扶贫”全称为

“农产品进城电商公益扶贫”，其操作流程就

是把从贫困户家收来的农副产品借助“掌上

和州”电商平台销售。电子商务是近年来掀

起的一种新兴的服务产业，和县将这一时尚

服务与当前扶贫工作相结合，于今年5月在网

络上搭建起这道平台，让贫困户的土特农副

产品从这里销售出去，以解决偏远贫困农村

信息不畅、物流不通，导致农产品滞销等问

题。据“掌上和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撒忠毅介绍，“满篮和鲜”公益农产品电商平

台上线以来，已销售20万元，其中销售800多

只鹅近 9 万元；6 万多枚蛋 6 万元；粽子近

8000个1.2万元，水产、水果、预售稻米、生猪

等农产品约3万元。

扶贫公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