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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消失的“4600”

奋进七十年 丽水“四个一”之“消逝的四个一”

百师扶贫助千家
■本报记者 张李杨 严晶晶

� � � � 2015 年 8 月， 云和师傅严建平给云和县雾溪畲族乡
和元和街道的 3 户低收入农户送去了猪苗。 现在，这三户
人家有的购置了私家车，还有的盖起了小洋房。

严建平是云和县生猪养殖产业带头人， 开办了较大
规模的生猪养殖场，还曾开办“养猪学校”招收学徒。 接到
帮扶低收入农户的通知后， 他一直琢磨着如何帮助低收
入农户脱贫致富，“我懂养殖技术，又有市场销路，还是带
他们养殖生猪的办法可靠。 ”

这是云和县开展“百师扶贫助千家”活动，采取“一带
十”结对帮带形式，对低收入农户进行结对帮扶的缩影。

云和师傅是云和百姓走遍全国、 走向世界异地开发
创业的金名片，在他们的引领示范下，云和很多群众从事
异地农业综合开发，增收致富。 云和师傅有能力、懂技术，
在本地扶贫工作中更能发挥巨大作用。

于是，云和师傅协会专门成立了“百师扶贫助千家”
活动指导组，通过动员会、座谈会等形式，对活动进行广
泛宣传，充分调动了云和师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100 名
云和师傅向低收入农户赠送“扶贫金钥匙”，并为他们提
供“送技术、送种苗、送岗位、送资金、送服务”等“五送”帮
扶措施。

针对有创业条件的低收入农户， 云和师傅根据低收
入农户产业创业发展方向，免费提供优质种子、种苗。 浮
云街道云章村村民张小红获赠了肉鸡养殖户梅小平提供
的 100 余只鸡苗，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

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 云和师傅利用创办
的合作社、企业、基地，专门设立低收入农户公益岗位。 安
溪畲族乡下武村村民蓝爱云因此在同村村民蓝华平创办
的肉鸡养殖场工作。

此外，对有创业愿望但缺少启动资金的低收入农户，
通过资金入股、劳力抵资、承包基地等多种合作方式，云
和师傅与低收入农户携手形成创业联合体。 对已有产业
的低收入农户，云和师傅采取“面对面、手把手”方式传授
技术。

产前提供信息、种苗、资金等服务，产中提供技术指
导，产后保证市场销路，云和师傅提供的全程一站式服务
让低收入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云和师傅为我提供猪苗，
还教我科学养猪的方法，以后销路也为我解决了，我这心
里一下子有底了。 ”雾溪村村民蓝尚德收到严建平的猪苗
后，高兴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云和县农训办工作人员
介绍说。 云和以“百师扶贫助千家”活动为契机，围绕“产
业扶贫”这条主线，通过发挥云和师傅的传帮带作用，提
升低收入农户创业能力，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发展产业、
师傅带动、群众参与”的长效扶贫方式。

改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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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比蜜甜
■本报记者 张李杨 肖靓 通讯员 张春玲

� � � �秋日， 阳光洒在遂昌县垵口乡岩下村村民金观培家
院子里，一群蜜蜂飞进飞出。 84 岁的金观培老人和邻居悠
闲地坐着，喝着蜂蜜，唠着家常。 进出的蜜蜂给这个安静
的院子增添了不少热闹和活力， 更是改善了他低收入的
生活，增收致富，过上了“甜蜜”日子。

和金观培一样， 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 垵口乡
170 多户村民利用摆放在房前屋后的木桶、 蜂箱养野蜂，
采蜂蜜，这些养蜂的木桶、蜂箱成了甜蜜的“提款机”。

2015 年 5 月，垵口乡申报了“土蜂养殖”低收入农户
发展资金项目，将在乡里大山村、小岩村岩下自然村建设
两个土蜂养殖基地，带动低收入农户养殖土蜂。

当地蜂农说， 每年的春季只要在圆筒内放入一点蜂
蜜，一段时间后，四周的野蜂就会自动钻入圆筒蜂箱，安
家繁衍，“养蜂人贵在勤劳， 每天一大早就要去给蜂桶扫
蜘蛛网、抓蟑螂和蚊子。 ”

对于低收入农户来说，养蜂简单省力，最大的成本就
是蜂桶。 “当时‘4600 元以下农户’养蜂，我们将免费提供
蜂桶，还会进行一些技术上的指导。 ”垵口乡干部介绍。

过去，养蜂人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和大多数的“4600
元以下农户”一样，劳动能力不是很强，但通过自己的勤
劳，利用蜂桶这个天然的“提款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收。

� � � �年收入 4600 元，意味着，每天收入不到 13 元。13 元，能
买两三公斤米、一碗肉丝面或者打一次车。 可想而知，“4600
元以下农户”生活的拮据和艰难。

据统计，2015 年初全省“4600 元以下农户”的数字约为
21 万户、43 万人，而丽水的这个群体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

2015 年 11 月底，丽水市委市政府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人
惊喜：全市共消除 4600 元以下低收入农户 55100 户，共计
109235 人。 从此，丽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 4600 元以
下的绝对贫困现象。

2018 年， 丽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922
元，比上年增长 10.2%，增幅在全省设区市中排名第一。 这
是丽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第十年排名全省第一 。 “消除
4600”成果得到全面巩固 ，扶贫开发正朝着 “高质量 、均衡
性”目标迈进。

“不让一个家庭掉队，把幸福的阳光洒向每一个角落。 ”
循着这一思路，从强化基础保障到力促农民增收，再到确保
精准脱贫，丽水扶贫开发步履铿锵。

授人以鱼 强化基础保障
为推进农业转型稳定农户收入，丽水市深入实施“低收

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出台产业扶贫专项扶持政策，支持
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和扶贫重点村村集体经济发展， 鼓励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更多的低收入农户增收。

龙泉市安仁镇广田村是第一个尝到盘活集体经济甜头
的村，这是一个紧水滩水库移民村，一直以来村集体经济是
“零收入”。

2010 年，在龙泉市移民办的扶持下，广田村利用闲置物
业，投入资金新建标准厂房，以每年 6 万元、年递增 6%的价
格租给温州企业。村里有了企业就等于是引进了源头活水，
在村集体经济获利的同时，50 多位村民也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不但家里农活不耽误，每月还能拿到 2000-4000 元的工
资收入，更重要的是村里妇女、老人都有事做、有收入，大大
促进了乡村的和谐发展。

一些偏远、交通不便的移民村，通过整合资金，扶持村
里做大项目，集中资金办大事、实事。如库区道太乡上坑村、
上横村等村在交通便利的中心镇安仁购地新建综合楼出
租，一、二层出租给来料加工厂，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 3 万
元，解决村集体经济零收入现状，三、四层用做村务办公，这
样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方便村民办事，同时还能解
决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让贫困移民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月月领工资，脱去贫困帽。

不仅如此， 丽水结合本地实际， 积极实施就业援助帮
扶，保障困难群体稳定就业和基本生活。创建了企业就业扶
贫车间及残疾人就业车间，为低收入农户提供爱心岗位。开
发农村保洁、治安巡逻、山林防护、安全管理等公益性扶贫
岗位 1047 个，开展就业援助帮扶 2664 人，就近就地解决当
地低收入农户就业增收。

“现在缙云黄茶产业发展得这么好，市场价格也很高，
我们石笕立地条件与三溪差不多，生态环境也非常好，能不
能也种植黄茶呢？ ”

“遂昌高坪的杜鹃花吸引了很多游客， 也成了旅游景
点，我们石笕的界牌山上也有很多杜鹃花，整片开起来也很
好看，是不是也可以搞开发旅游呢？ ”

缙云县石笕乡干部在进村入户开展“三爱三创”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蹲点调研时， 许多村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和意见。 大家的想法都是好的， 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易
事，搞农业开发和旅游，或者其他创业，都需要资金投入，而
农村最缺的就是资金。

“农村低收入农户要实现创业，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启
动资金。 没有资金一切致富的想法都是梦想。 ”村干部在谈
起“金融扶贫”思路时这样说。

缙云县农办积极与县信用联社协商， 利用农村金融扶
持政策， 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和村级扶贫资金互助组织试点
工作，从 2013 年底就开始摸底，全县筛选出 53800 多户低
收入农户，并为这些低收入农户发行“丰收爱心卡”。 还为
“丰收爱心卡”出台了免担保、贴息、低息等优惠政策。

2015 年，丽水市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8 亿多元，财政贴息
2000 多万元。

授人以渔 力促农民增收
2015 年端午节前后，一条以“长粽飘香、农户增收”为标

题，金竹镇的干部和大学生村官忙着卖粽子的消息，在微信
朋友圈中不断被点击和转发。

这是在“消除 4600”过程中，遂昌县结合电子商务和农
业产业进行的一次“授人以渔”的扶贫试水。 在平时的工作
走访中， 金竹镇的党员干部发现了低收入农户家中的增收
“法宝”———板栗、香榧、茶叶、山茶油、笋干等土特产，而这
些生态的农产品恰恰就是市场所需要的。

于是，结合遂昌日益红火的电商平台，这些农产品被放
上了网，销售、物流等环节也全部被打通，实现了授人以渔
的“造血式扶贫”，许多贫困家庭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告别了
贫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遂昌电商的扶贫试水，只是整个丽水市“互联网+低收

入农户”增收模式的冰山一角。
丽水扶贫办与邮政管理局联合在“邮乐购”平台打造专为

低收入农户服务的手机 APP 购物平台，将低收入农户手中专
销产品及富余农副产品进行网上销售； 在面上建立全省首个
地市级淘宝网 “特色中国·丽水馆”， 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产品
“优质高价”销售的“一村一店”项目，涌现出缙云“北山模式”、
遂昌“赶街”、龙泉“电商园区”等一大批电商发展模式。

2018 年丽水电商销售额达 223.93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3.09%。大山深处，有 20 个“中国淘宝村”，仅缙云县北山村就
开出 300 多家网店，年销售额 1.5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了 5 倍多。

与此同时，丽水依托秀美山水、本土乡村、特质人文三大
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等美丽经济，全力推进农家乐转型升
级，带动低收入农户创业和就业。

以“丽水山居”为主品牌，丽水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发
展，依托 24 家高等级景区，建成了 30 条美丽乡村风景线，有
力推进了沿线农民增收。 到 2018 年底，全市有农家乐民宿经
营户（点）4394 家、从业人员 5.05 万，接待游客 3451.1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24%； 实现营业总收入 41.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3.0%；农民来自于第三产业的收入比上年增长 8.3%。 丽水成
为全国首批民宿产业发展创新示范区。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动低收入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丽
水市发挥来料加工门槛低、收入稳的优势，扩大该产业的覆盖
面，形成了一批来料加工块状“特色乡镇”及专业村，培养了一
批专业经纪人和骨干加工户。

作为国际小商品城的义乌， 九成以上的围巾加工业务由
庆元县承接，浪莎、梦娜、意尔康等诸多全国知名品牌的产品
部分加工环节在遂昌、青田、云和、景宁等县完成，丽水市已成
为不少知名企业的后方加工基地。

分类施策 确保精准脱贫
峰源乡位于莲都区西南方向，距市区约 58 公里。 由于地

处山区，该乡部分村庄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部分自然村
经济发展较缓，低收入农户较多。 2015 年以前，该乡有 156 户
低收入农户是莲都区农业局干部的结对帮扶对象。

“家里收入主要靠什么？”“现在有哪些困难？”在走访峰源
乡毛山行政村叶山头自然村的结对低收入农户时， 莲都区农
业局的干部们认真倾听这些农户心声， 详细了解他们在生活
及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并根据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下一步， 帮扶干部还会不定期上门联
系沟通感情、解决实际困难。 ”

2015 年，干部走进结对低收入农户家的现象在莲都区屡
见不鲜。 这源于莲都区为“消除 4600”开展的“个十百千万”活
动。

干部结对属于其中的“千名干部联千户”内容，与“一个微
心愿、十项扶贫措施、百家单位结百村、万名志愿者帮万人”同
时开展，形成抱团结对扶贫。

在莲都区，每个低收入农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提出“我
想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等微小心愿，并借助莲
都区志愿者网络平台，由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认领愿望，帮助低
收入农户完成自己的微心愿，助其梦想成真。

莲都区百家单位与扶贫重点村进行一对一结对， 既加大
资金支持力度，也加大“智力”支持力度，激活贫困村的发展潜
力。 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和科级以下干部分别与 2 户和 1 户
低收入农户结对，根据自身帮扶能力和结对户的实际需求，帮
助开展生产指导、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技能培训、就业介绍等
帮扶活动，并通过落实种植业、发展养殖业、帮助联系转移就
业、 就学救助等多种形式切实提高低收入农户的自我发展水
平和增收能力。

结对帮扶一直以来就是丽水市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之
一。

在原有结对帮扶工作的基础上， 丽水市更是全面落实了
干部住村联心和“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制度，实施“一联一”
或“多联一”的干部结对帮扶形式，实现万名干部结对万名低
收入农户，确保 4600 元以下农户结对帮扶全覆盖；建立 4600
元以下农户结对帮扶工作手册， 要求每位结对帮扶干部一年
内走访结对户不少于 4 次，做到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同时，有
72 个省级单位和发达地区、600 多个市县级单位、300 多位市
县级领导结对扶贫重点村，实现扶贫重点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结对帮扶“结”出了脱贫的果实，而异地搬迁也“搬”出了
农民的幸福生活。

家住龙泉市剑池街道南大洋公寓的王振山来自屏南镇南
垟村，自从搬了新家，他还承包下了小区的物业管理，收入比
以前大幅增长，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他告诉记者，住在乡
下，什么都不方便，如今搬到了城里不仅生活便利了，也挣了
一些钱，过上了舒坦的日子。

在帮助农民异地搬迁挖穷根的过程中， 丽水市还创新方
式，建立面向县域内所有农户按迁出区域、家庭状况、搬迁方
式、安置方式等不同情况的差异化搬迁补助机制，开展异地搬
迁购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缓解农民搬迁资金压力。

此外， 各地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原标准低于
4600 元的 5 个县（市）全部将低保标准提高至 4752 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