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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榆树市弓棚镇弓棚村：

解锁“脱贫密码”
□ 梁闯

“一桶豆油30积分，一
袋洗衣粉5积分……你看，这些生活

用品都是靠努力换来的，够我用到过年
了！”9月20日，榆树市弓棚镇弓棚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郭永生用保持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学习扶贫
政策获得的积分，在村里的爱心超市免费兑换了满满
一小车生活用品。

爱心超市的建立，是弓棚村扶贫的一个生动掠影。
金秋时节走进弓棚村，随处可见整洁的村路、窗明几净
的院落、绿树成荫的文化广场……漫步田间地头，一
幅乡村振兴画卷渐渐展开，这座小村庄在一点一滴

感受着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改变。全村建档立
卡 79户180人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兴

产业、补短板、建平台、树新风，解锁
出一处处“脱贫密码”。

“笑脸墙”上的幸福留言

“住上新瓦房，喝上自来
水，看病有保障！”这是弓棚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志远写在村
委会“笑脸墙”上的留言，新的
一年他的愁事越来越少。2016
年至今，弓棚村的实地看、逐户
访，危房改造、安全饮水以及教
育扶贫有序推进，多项工程让
贫困户实现了心底的愿望。

走进张志远家，宽敞、明亮
的三间大瓦房格外引人注目，
屋内的大水缸早已退居二线，
水龙头连接着直饮机，保障着
贫困户的饮水安全。“这么好的
房子，原来想都不敢想，今年降
雨不少，多亏政府给咱盖了坚
固的住房。”望着直饮机流出的
饮用水，张志远笑得合不拢嘴，

“家里装上自来水，可解决了大
问题，年岁大了身体不好，拎水
真是不轻巧，现在方便多了。
水变清了，也好喝了，做饭都比
以前香！”

院子里曾经的土坯房，张
志远在此生活了近60年，房屋
老旧不堪，翻盖住房迫在眉
睫。但他的一场重病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盖新房变
得遥不可及。随着正式被纳入
改造户，从“忧居”到“优居”，张
志远一家的生活充满希望。在
张志远看来，幸福就是白天有
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没花
一分钱，新房就建了起来，速度
快、质量好，压在我心里的一块
石头落了地。”张志远笑着说。

解民渴、应民需，在推动
“两不愁三保障”的进程中，弓
棚村改造D级危房43户，安置
无房户13户，并在集中供水的
基础上，为79个贫困户家里安
装了直饮机。全村25名贫困在
校学生全部享有教育扶贫政
策，实现所有贫困村民新农合、
养老保险、医疗救助政策全覆
盖。

项目分红让贫困户当股东

产业项目是脱贫致富的根
本，针对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
结构单一的问题，弓棚村以产
业扶贫为突破口，将长效产业
与短期收益相结合，利用扶贫
资金发展农机购置、豆制品加
工两个扶贫项目，每年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 8.6 万元，3 年来共

计为贫困户分红 153600 元，趟
出了一条加快贫困户增收致
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

“两台农机，每年都能挣到
钱给贫困村民分红。”在本村的
农机合作社内，弓棚村驻村第
一书记单国春指着眼前的收割
机，眼神中写满了骄傲，“农机
设备用途广、见效快、收益长，
依托合作社对外开展农机作业
服务，进而形成收益联动。”单
国春说。

带动贫困村民稳定脱贫，
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2019
年，弓棚村将78万元的扶贫资
金投入到豆制品加工企业，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政
府+企业+贫困户”的模式，按
照投入金额的比例进行利润分
成。眼看着贫困村民从一穷二
白的生活，过上了“当股东、有
保障、拿分红”的好日子，单国
春喜在眉梢，乐在心坎儿，“产
业扶贫保证了贫困群众收入的
持续可观稳定，我们将扶贫项
目产生的收益，全部用于贫困
户分红，今年弓棚村的贫困户
成功清零。”

外出务工本地就业两不误

“不少村邻都借助招聘会
外出打工了，我也过来看看，找
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弓棚
村，来村委会参加专场招聘会
已算不上新鲜事，每场活动下
来都会有贫困户找到务工机
会。9 月 27 日的招聘会上，服
装、食品、机械加工制造等行业
的几十个岗位，让贫困村民胡
莲香挑花了眼，更让人高兴的
是，她找到了一份每月 3500 元
的可心工作，“我身体不太好，
坐着包包子很适合我。”胡莲香
脸上露出了灿烂笑容。

弓棚村因户制订了“一个
基地+五位一体产业+村级公
益性岗位+行业政策保障”的脱
贫政策，为贫困村民搭建外出
务工和本地就业服务平台，“输
血”与“造血”并举，拓宽贫困户
增收渠道，保障经济来源。

“3 户发展棚膜经济、18 户
搞起庭院养殖、79 户全部加入
合作社……”盘算起村里贫困
户的致富途径，单国春颇为满
意地说：“脱贫靠政策，致富靠
双手，我们村的贫困户都不闲
着，外出务工的就有89人，收入
每年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

元。”
强劳动力外出务工致富增

收，弱劳动力足不出户补贴家
用。在弓棚村巾帼草编基地，
几名贫困妇女围坐在一起，认
真地编起收纳筐、座垫、草鞋。

“坐在炕头做草编，既能照
顾家里，又能增加收入。”作为
全村的贫困户草编带头人，单
芬带领着 20 多名贫困家庭妇
女，在家门口实现了灵活就业，
每年人均增收近3000元，“草编
技能的门槛和生产成本较低，
产品能直接签订单，市场前景
广阔。我们每年都会在村里定
期开展草编培训活动，搭建贫
困妇女致富的新平台。”单国春
说。

“扶贫积分”换来脱贫信心

如何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自主脱贫？在弓棚村，每月
的20日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
天村里的爱心超市都会如期

“营业”，各种生活用品明码标
价，通过学习政策和劳动兑换
的“扶贫积分”成了惟一的“货
币”。

从前，贫困户郭永生对脱
贫缺乏信心，有破罐子破摔的
想法，房前屋后堆满垃圾。在
爱心超市的鼓励下，他转变了
消极思想，人变勤快了，不仅主
动把自家的卫生做好，还经常
参与到村里的活动中来。郭永
生告诉笔者，“积分对我来说不
仅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认可，
从中收获最多的就是脱贫的信
心。”

脱贫攻坚之初，看到贫困
户主体意识淡薄、脱贫动力不
足，弓棚村通过建立爱心超市，
实行激励积分机制，实现贫困
群众“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的思想转变。截至目前，该村
共发放29250积分，兑换日用品
近万件。

“在接受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捐赠的同时，爱心超市鼓
励贫困户在脱贫攻坚和村级
活动中换取积分。不仅改善
了贫困户的物质生活质量，还
提高了扶贫政策的知晓率。”
谈起爱心超市，单国春将其比
作成一个磁场，“主动改善居
住环境，自觉参与脱贫攻坚，
贫困户的观念转变了，激发了
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
信心。”

村民在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张志远住上了新房，宽敞的院
子里摆满了玉米

扶贫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村民

单芬在制作草编产品

爱心超市便民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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