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含山：聚集“四个清零”，突出产业扶贫
“全县今年已务工就业贫困人口4617人，比去年

增加了301 人，实现全面清零。”含山县扶贫办负责人

说，该县针对贫困人口就业务工、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售、贫困学生上网课、扶贫项目开工复工等问题制定

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该县围绕“春季攻势”目标任务，重点推进产业扶

贫工作。全县 16 个贫困村特色产业项目已全部开工

复工，其中有 3 个到村产业项目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2020年，该县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505.3万元，用

于127个扶贫项目。

“全县共摸排出发展特色种养业贫困户1276户，

对接13家农业种苗企业进行定向采购，确保贫困户种

苗及时得到供应，种养技术及时得到指导。”含山县扶

贫办负责人说，该县还实行县镇村三级挂牌包保制

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

和县：“金菜地”脱贫忙，扶贫车间生产热
近日，在和县功桥镇贫困村长建村的“金菜地”

里，扶贫工作队副队长杜洋正给贫困户安排春耕备耕

等农活。

“每人一天收入 100 元，贫困户参与的积极性很

高。”据介绍，受疫情影响，2月下旬开始，和县11个贫

困村扶贫工程“金菜地”项目陆续开始复工复产，解决

了100多人就地就业。同时，该县提供“金钥匙”公益

岗位 1000 多个，帮助贫困户就近就业，发放工资达

130万元。

“现在家门口工厂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老人

小孩，真好！”在和县石杨镇绰庙社区恩迪纸制品有限

公司扶贫车间，工人张梅正忙着玩具包装。据她介

绍，前不久该企业收到一份10万美元的订单。为保证

在约定期内交货，大家加班加点生产南瓜纸巾和皮纳

塔玩具。目前该企业已带动 150 人就业，其中贫困户

16人，每年可为村民人均增收1.5万元。

郑蒲港新区：
“七个抓手”发力，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在瓜蒌扶贫产业基地打零工，一年挣两万块钱，

离家又近，我对脱贫非常有信心”。在郑蒲港新区姥

桥镇官塘村瓜蒌扶贫产业基地，贫困户彭龙文说道。

据官塘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肖尚文介绍，该村瓜蒌

扶贫产业基地共吸纳当地82位村民实现就业，其中有

5 户是像彭龙文一样的贫困户。村里还将再流转 20

余亩土地，做大做强瓜蒌子基地，进一步增强对贫困

户增收的带动能力。

“为了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新区明确了‘七个抓

手’，产业扶贫只是其中之一，也是重中之重。”郑蒲港

新区扶贫办负责人张彦飞说，除此之外，新区还依托

生态优势，大力发展菊花、艾草等产业，多点发力，可

持续增收，让扶贫对象脱贫致富有门路，脱贫不返

贫。今年，新区计划投入财政资金536万元，扶持1个

贫困村和9个非贫困村新增种植瓜蒌1163亩，带动贫

困户497户就业。

马鞍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开出“五大”菜单，决战脱贫攻坚

2 月 24 日，马鞍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

《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

作的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创新方式方法、统

筹谋划部署，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

手硬”。

该市提出，脱贫攻坚聚焦“六项重点”，抓紧抓实

春季攻势，全面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面推动扶

贫项目复工复产，确保脱贫攻坚收官战开好局、起好

步。这“六项重点”分别是：聚焦重点群体，确保小康

路上一个不少；聚焦就业扶贫，确保贫困人口全部就

业；聚焦消费扶贫，确保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动态清零；

聚焦教育扶贫，确保贫困学生线上教育零缺课；聚焦

健康扶贫，确保疫情期间贫困人口医疗有保证；聚焦

开工率提升，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该领导小组还开出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

扶贫、电商扶贫和金融扶贫等“五大”扶贫菜单，千方

百计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疫情

排查和脱贫攻坚“回头看”，进一步核查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情况，切实做到

动态清零，基本生活有保障；要积极开展联系帮扶、

驻村帮扶、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和社会帮扶，在

人员力量、资金投入、防疫物资等方面“点对点”帮扶

贫困户和贫困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

攻坚战。

4 月 1 日，在和县功桥镇十里长岗的茗闻天

下精致农场的茶园里，贫困户陈霞和村里姐妹

们，早早地赶来茶园采摘春茶。“明前茶，贵如

金。”她一双手左右开弓，采摘芽苞，并笑言，一季

春茶采下来能增收三千多块。

60 岁的陈霞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前几年，

由于丈夫生病，其医药费花去家里积蓄几十万

元，还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2017年她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仅有的 3 亩地被流转给大

户种植水稻等作物，每年还可获得土地流转收入

近 2000 元。由于是贫困户，她被优先安置在离

家不远的这家农场从事采茶摘桃等劳作。

“陈霞是这里的老采茶工。”农场负责人陈

能兴话锋一转，聊起茶场的前身。农场的前身是

和县国营茶场，由于管理不善而荒废。7 年前，

他来到这里，看到茶场环境好，没有污染，特别

是这里被誉为“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让他怦然心

动，于是决定在这里投资兴业，开辟 400 多亩茶

园、400 多亩果园和 100 多亩垂钓园。很快，他

把这块千亩农场经营得风生水起，可谓老树发新

枝，枯木又逢春。

“明前茶一般能采 1000 斤，以后茶产量在

3000 斤左右。”他算了一笔账，头春茶价格 2000

元以上，雨前茶一两千元，主要销售上海、江苏南

京等地，销售额在二三百万元。

采茶是一项技术活，农场会安排附近的采茶

工来茶园采茶，帮助他们提高收入。一旦采茶生

活来了，就从外地“调兵遣将”。“需事前个把月与

淮北那边采茶工联系，并安排好食宿。”他形容这

支队伍人数可观，少则 200 人，多则 400 多号人。

2017 年至 2019 年，该企业连续三年为贫困村长

建村共分红7.8万元，2019年捐赠该村5万元，同

时贫困户每年户均增收3000元。

据介绍，近年来，和县以文旅为抓手，走高

效农业、科技农业、创意农业、循环农业与乡村

旅游于一体的发展之路，推进生态、生产、生

活、立体休闲一二三产相融合。截至去年底，和

县全年接待游客 33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25.7 亿元。 □ 常兴胜

含山县环峰镇：
产业扶贫壮大集体经济

“这两天比较干，茶园的自动喷灌系统要赶紧安装

使用。”4月18日上午，在含山县环峰镇褒山行政村大庙

自然村茶果园项目工地上，赵成龙正在指挥工人安装喷

灌系统。

褒山茶果园项目由环峰镇褒山村与东山、桥联、新

港其他三个贫困村共同投资180万元新建，四方共同委

托褒山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管理运营。2019年一

期项目建设 200 亩；2020 年二期项目由桥联村追加特

色产业扶贫资金60万元，扩建100亩茶园，目前茶苗栽

植已完成。而赵成龙曾担任大庙村党支部书记长达 6

年时间。他当过兵，有想法、有干劲，现在是村茶果园项

目的具体负责人。

赵成龙说，该项目得到了多方支持，政府重视、资金

到位、村民积极性也很高。三年建设期每年可带动 10

名以上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工资 5000 元以上。收益年

份起四方按投资比例分成，三个贫困村及时将收益分配

给贫困户，将带动贫困户157户 322人增加收入。在大

庙村，贫困户王宜所说：“这个项目能把荒地给利用起

来，带动全村人增收，是件好事情！”

据介绍，近年来，环峰镇通过产业扶贫，不断地壮大

了集体经济。2019 年 8 月建立起来的新型集体经济实

体，仅在去年就销售育肥羊395只，实现利润15万多元，

并为 83 户建档立卡脱贫户增加至少 3000 元的分红收

入，还安排 7 名贫困人口和 12 名非贫困人口就业，每名

就业人员增收1万至1.5万余元。 □ 李佑胜 郑丹

郑蒲港新区发展菊花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官塘村瓜蒌扶贫产业基地火热的农忙现场

马鞍山：一江春水暖 诗城脱贫忙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出“五大”扶贫菜单，各地掀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和县：文旅扶贫茶飘香

春风送暖江潮涌，一江两岸扶贫忙。连日来，在含山县清溪镇

白衣村茶园，村民正忙着采茶，不时发出欢声笑语；和县金菜地产

业园内，大家挖沟、起垄、栽种、施肥，忙得不亦乐乎。在郑蒲港新

区官塘村瓜蒌扶贫产业基地，贫困村民正在吊架下忙活，丝毫不敢

马虎。而在石杨镇扶贫车间内，机器轰鸣，贫困户“工人”们正在赶

着生产一批外贸订单。据介绍，今春马鞍山市吹响脱贫攻坚冲锋号

后，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出“五大”扶贫菜单，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各地正如火如荼掀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 张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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