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磐石
市将基层党建融入扶贫、服务扶贫、推
动扶贫，探索实施“党群联建扶贫田”
项目，打开支部带头做、党员义务管、
合作社带头帮的良好局面，把党的组
织活力转化为脱贫攻坚动力，带动产
业发展、致富增收，让党旗“飘”在产业
上，开创多方共赢的新格局，实现了基
层党建与扶贫深度融合，做到了党建
扶贫“双推进”。

2018年，磐石市开始实施党群联
建扶贫田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96亿
元，面积达到 840 公顷，形成了食用
菌、中草药、畜牧养殖、光伏发电、桑蚕
养殖、果蔬等“六大脱贫产业”,探索出
一条贫困户产业脱贫全覆盖的新途
径。

炎炎夏日，在磐石市经济开发区
辣椒栽植扶贫田里，一排排辣椒苗钻
出地膜，在垄台上整整齐齐地挺立
着。靠路边地头处，立着一块块牌
子。走近细看，每5垄地1块牌子，上
面详细标明贫困户、包保市级领导、包
保单位领导、包保单位等信息。

目前，磐石2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出列，已脱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99.3%。尚未脱贫 46 户，大都是无劳
动能力和劳动能力弱的，他们怎么
办？

磐石市给出的答案是，划出专门
的增收保障基地，每户1.5亩，收益全
部用于未脱贫的贫困人口保底分红。

磐石市扶贫办主任邹永昌介绍，
为了确保未脱贫户46户83人脱贫、脱
贫监测户 32 户 59 人不返贫、边缘户
260户478人不致贫，全市建设百亩辣
椒栽植扶贫田，专门用于为这些家庭
增加收入。

“这片辣椒是党员志愿者们 5 月
19日刚刚栽植的，还没有长大。”磐石
市审计局干部高源说，到了成熟期，这
种辣椒大概能长到半米多高，一株大
概能结100个左右辣椒。

朝阳山镇朝阳山村贫困户鄢振堂
老爷子 80 多岁了，提起自己的“专属

扶贫田”就开心，见人就说：“赶上好政
策了，我也能脱贫了。”

烟筒山镇植桑养蚕扶贫田是2019
年联合田家、民主、苕条、石棚等17个
有零星贫困户的村子共同开辟的，共
22.73公顷。项目采取公司化管理，苗
木农资购买、技术管理和市场销售实
行“三统一”。

当初选择脱贫产业，烟筒山镇党
员可谓煞费苦心，土地和气候、经济效
益、销售渠道等都需要考虑。烟筒山
镇镇长朴日介绍，选择植桑养蚕项目，
因当年可回本，属于一次投资、多年见
效的项目，可为贫困户提供一个长期
分红的渠道，其收益是种植玉米的 5
倍以上。

镇上牵头选好项目，各村张罗整
合和流转土地，再联合成立公司统一
管理，对接技术和订单，田间管理日常
用工……党员志愿者们各司其职、各
尽其力。

“党员干部带头，我们老百姓跟着
干就行。”提到“扶贫田”项目，74岁的
贫困户马玉林竖起大拇指。

用工方面，扶贫田发动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参与以增加其收入，在用
工高峰期号召党员干部义务出工。用
工整体遵循“532”原则，即技术方面雇
工、镇包保党员志愿者和村集体党员
志愿者出工比例分别占 50%、30%和
20%。

“去年雨勤，草长得快，眼瞅着我们
村就干不过来了。村镇的党员干部一
下来了上百人，帮着薅了3天草还一分
钱不要。特别感谢党，要没有这样好的
政策，我们这么大岁数，还哪有希望脱
贫啊！”马玉林激动地说。

对于多年种苞米的村民来说，植
桑养蚕是个新挑战。桑苗怎么种，怎
么采，蚕怎么养……统统都是新课题。

镇里特意请来植桑养蚕专家，亲
力亲为指导，石敬臣介绍：“桑苗不能
太高，等长成树，蚕就不吃了……从采
喂桑叶到蚕结茧，大约13天关键期。”

8月中旬到月末，是民主村“蚕宝

宝”胃口大开、快速生长的关键期，也
是民主村最忙碌的时候。合作方技术
人员驻场，村里的党员、志愿者、村民
们基本都“长”在蚕房，守护它们的蜕
变。

精心管理下，民主村产出的桑叶
品质好，喂养的桑蚕产丝品质和产量
都很高，一个蚕茧平均可抽出1000多
米长的蚕丝。

项目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土地流转
租金和下一年的生产费用后，全部用

于贫困户分红。民主村村支书徐万和
算了一笔账：村里对植桑养蚕扶贫田
总投资 70.6 万元，2019 年收益 3.5 万
元，户均分红850元左右。今年，预计
收益翻一番，户均分红可达1500元左
右。

今年，民主村打算继续扩大规模、
增加项目，再增设 42 栋葡萄大棚，引
进新品种；建 5 栋温室大棚种反季节
蔬菜。党群合力，让规模扩大，收成提
高，日子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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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只要自
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
净，就能获得积分，还能
用积分在爱心超市换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永吉
县双河镇黑石村村民夏
喜丰笑呵呵地说。

夏喜丰在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发挥了模范带
头作用。走进夏喜丰家，
院里打扫得干净利落，屋
里收拾的整整齐齐，谁来
了都想坐一会、聊一会、
取取经。

和夏喜丰一样，黑石
村有 26 户村民在爱心超
市用积分换得了自己心
仪的东西，这些村民在社
会公德、家庭美德、遵纪
守法、内生动力和配合工
作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
了爱心积分，获得了爱心
超市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的奖励和荣誉证书。

2019 年，为有效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进一步
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
的传统美德，解决“等靠
要”思想难题，变被动“输
血”为主动“造血”，做到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充分整合社会帮扶资源，

创新帮扶脱贫载体，以实
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经过镇、村两级党组
织共同谋划，在历时 3 个
月的精心准备下，于2019
年 5 月 27 日正式在黑石
村探索实施扶贫“爱心超
市”差异化分红模式，建
立“以奖代补、多劳多得”
的脱贫正向奖励机制。
以双河镇“丽辉”超市为
依托，以村级扶贫产业收
入为分红来源，由驻村
工作队成员、村“三委”
成员组成的村级评分小
组按照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人居环境等十三
项积分评定标准按月进
行考核评分。分红金额
由全年积分+基础分值
两部分组成，每季度按
照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
能力分别给予贫困户 3
分和 5 分基础分值(五保
户基础分单独+1 分)，年
末根据产业项目收益情
况确定积分兑换金额标
准，保证 1 积分≥1 元现
金，在年末按照积分总额
兑换相应的超市充值卡
面额，用于在双河镇“丽
辉”购物消费。

2019 年黑石村实现
差异化分红8790元，2020
年入户评分工作有序按
月开展，达到差异化分红
目标。促使贫困户参与
村级事务工作频次显著
增加，脱贫动力全面激
发，形成了“老有所养、幼
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
所助、依法守规、保护环
境”的良好生活氛围，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了坚实基础。

“用自己的爱心和付
出兑换物品奖励，逐步引
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和
不文明之风，改变群众等
要靠的懒惰思想，从而提
高百姓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黑石村第一书记
纪连君说。

创新工作方式，建立
爱心超市，以“小积分”推
动乡村“大文明”，不仅巩
固了脱贫攻坚成果，还对
促进乡村振兴起到了“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成为
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工作的有力举措。为其
它县、其它乡镇、其它村
提供了一个方向，值得借
鉴。

永吉：爱心超市“小积分”推动乡村“大文明”
□ 常淼 本报记者 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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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村第一书记纪连

君到贫困户家宣传政策，并

了解贫困户近况 。

▶贫困户年末分红，到“爱

心超市”买年货 。

民主村贫困户徐惠英在扶贫田内出工

磐石市机关干部在党群联建扶贫田内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