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林县：企业结对帮扶巩固脱贫成果距堂出新路

□ 解德辉 王天江

本报讯 在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

司碗团生产车间里，52岁的赵玉连正在生产

线上进行碗团封装作业。

赵玉连是柳林县陈家湾乡高家垣村贫困

户。她一边作业一边说：“我以前在外面打工，

一个月挣 1000多块钱。现在在这里一个月能

挣 3000多元，挺满足的，靠挣的钱还在家里养

起了猪，我家里现在脱贫了，也致富了”。

自建厂投产以来，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

有限公司积极响应柳林县委、县政府“规模以

上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促进就业增收”的号

召，充分发挥“兴农助农、带贫益贫”的社会使

命，与当地农民和贫困户建立了企农利益联

结机制，帮助农民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致富路

子。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该县脱贫攻坚领

导组印发了《关于加强规模以上企业结对帮

扶贫困村促进就业增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全

县 46个规模以上企业与 52个贫困村结对，明

确各帮扶企业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突出帮

扶重点，找准帮扶途径，实现村、企在脱贫攻

坚中的互助合作、联动发展，共促双赢。目

前，全县 46 个规上企业中，25 个企业共对 24
个贫困村落实帮扶资金 373.5万元，用于发展

增收项目、增加公益岗位等。

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贾

旭东说：“我们第一种扶贫机制是安置贫困

户，现已安置 13 人，还有一个特殊的公司体

系，只要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我们公司工

作日工资要比普通的员工多加 15元钱。”

为此，沟门前风味食品公司推出了一个

“投资千把块，做个小老板”的投资项目，鼓励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孩子们就此实现自主

创业。除此以外，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还与贫困户建立了农作物购销合作关系，保

证了贫困户种植的辣椒有销路、有进账。

在柳林县像“沟门前”这样为乡村提供帮

扶资金，为贫困户开发公益岗位解决就业难

题的帮扶企业“遍地开花”。

柳林县高家沟乡郝家庄村过去受地形地

貌影响，该村村民在农作物种植的选择上受

到很大的限制。今年，山西金恒建材有限公

司为该村 500余亩沟坝地修了溢洪道。“这样

一来，汛期沟坝地就不怕遭遇洪水了”，郝家

庄村支部书记张玉昌介绍道：“沟坝地治理，

作为防治水土流失、促进生态建设和群众脱

贫致富都很重要。”

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的工作开展以来，

全县 46户规模以上企业切实履行帮扶责任，

把脱贫攻坚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该县

脱贫攻坚领导组明确要求在产业帮扶方面，

充分发挥帮扶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

优势，通过开发新品种、引进新技术等方式，

带动帮扶村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涉农

龙头企业结合村组实际，帮助谋划和发展农

业产业链项目，鼓励和引导贫困户积极参与

项目建设，以项目带动发展。在就业帮扶方

面，帮扶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积极拓宽就

业渠道，适当降低岗位门槛，优先吸纳贫困群

众就业，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水平。企

业负责开发，乡村具体管理，开辟以村内保

洁、森林看护等为主的特设公益岗位，促进无

法外出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确保稳定脱贫。

在基础设施帮扶方面，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标

准，严格落实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任务，各企业

积极参与到帮扶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提升帮扶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福龙煤化股份公司出资 15 万元为薛村

镇军渡村提供公益岗位 70 个，主要为清洁

工，月工资 800 元。森泽煤铝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 10万元，分别为陈家湾乡吴村增加公益

岗位 27个，月工资 400-600元；为陈家湾乡双

卜咀村增加公益岗位 23 个，月工资 400-600
元。鑫飞贺昌洗煤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 万

元为陈家湾乡强家垣村提供公益岗位 33个，

月工资 400-600元。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出

资 15 万元为陈家湾乡龙门垣村增加公益岗

位 20 个，月工资 400-600 元。柳林煤矿有限

公司出资 10万元，帮助贾家垣乡枣林村发展

枣林石磨面粉厂。

“就业解决了,经济来源也稳定了,国家的

扶贫政策和企业的结对帮扶使我们老百姓过

上了安稳日子。”薛村镇军渡村清扫路面的老

郝说。

柳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高志强介绍

道：“全县 46 户规模以上企业结对帮扶 52 个

贫困村开发公益岗位、‘吕梁山’护理护工培

训就业等措施，实现了全县 1 万余户贫困户

就业增收。截至目前柳林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从 2014年的 12065户 36246人减少为目

前 10583户 32532人，未脱贫人口为 63户 179
人，今年将实现全部脱贫。”

为了创新扶贫协作长效机制，该县形成

了政府、企业、贫困户“三位一体”帮扶格局，

做到“企业扶持”与“内生动力”相结合、“治贫

治心”与“扶贫扶智”相结合、“整体推进”与

“难点突破”相结合。企业与贫困村结对，在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培植主导产业等增强脱

贫内生动力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

（李 勤）

石楼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西省贫

困发生率最高的县。县辖 5 镇 4 乡 104 个行

政村（行政村撤并前为 134 个），总人口 12.1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6万人。脱贫攻

坚以来，石楼县把光伏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

标志性工程，以“群众自愿、群众受益、群众满

意”为根本，采取“高标准建设、高精度确权、

高智能运维、高精准分配、高效益利用”，统筹

5.7 亿元，建成了总规模 86.3MW 的光伏扶贫

电站。其中：村级光伏电站 56.3MW，集中式

光伏电站 30MW。每年光伏纯收益达 6000余

万元，村集体收益平均达到 50 万元以上，关

联贫困户的户均收益达到 6000 元以上。今

年上半年，已完成资产收益分配 4427 万，分

配给全县 133 个村 9200 余人，占全县贫困人

口的 1/5。石楼光伏扶贫项目先后荣获中国

电力建设质量管理小组 QC成果奖、山西太阳

能协会优质工程奖、山西省建筑业协会“汾水

杯”，特别是“光伏电站支架安装”获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认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实现

了“六个最”，即：村级光伏电站规模平均数最

大、村集体光伏收益最大、贫困户受益最大，

光伏建设质量最好、光伏运行维护管理最好、

光伏收益分配模式最好，真正让贫困村贫困

户享受到了稳定“阳光收入”。

高标准建设，强化项目支撑。采取“统一

规划、统一筹资、统一施工”建设模式，实施农

光互补单村电站、农光互补联村电站、农光互

补集中电站和户用式电站四种类别，有效解

决选址难、筹资难、管理难“三难”问题，实现

建设成本低、运维费用低、安全风险低“三低”

目标。研究制定了扶贫电站“十化”标准，即

规划设计科学化、建设队伍一流化、产品质量

品牌化、施工工艺顶端化、运维机构专业化、

操作流程规范化、互联互通信息化、目标落实

责任化、政策执行到位化、效益发挥最大化。

坚持“五个最”实施原则：即选最佳的地块。

选址中坚决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段及隐患

区，充分利用荒山荒坡，选择光照条件足、交

通条件好、周边环境优的地块，保证电站发电

效率。选最强的企业。净资产达 5 亿元以

上、EPC 总承包资质二级以上且有 50MW 以

上业绩企业。选最好的产品。严格“组件、逆

变器、箱变、线缆”四大主材的质量，议定电站

全部选用全国销量排名前五且达到“领跑者”

技术指标的品牌产品，打造质量过硬的精品

工程。选最前沿科技。在光伏项目建设中，

引进日光跟踪支架和机器人清洗等高科技，

增加光照利用小时，提高电站整体发电量。

用最严的监管。严格落实分项工程的质量控

制措施，出台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质量保

证方案，委托最有实力的监理企业，做到事

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跟踪监理。

高精度确权，确保资产增值。村级电站

的分配，综合统筹贫困村大小、贫困户多少、贫

困村两不愁三保障因素，分别占比 40%、50%、

10%（100KW 为单位）。贫困村占比 40%，即

113个贫困村，每村分配电站 200KW；贫困户

占比 50%，30户—100户每村分配 100KW，100

户—150户每村分配 200KW，150户—200户每

村 分 配 300KW，200 户 —250 户 每 村 分 配

400KW，250户以上村分配 500KW；贫困村两

不愁三保障因素占比 10%，吃水困难贫困村 44
个，每村分配电站 100KW。目前，全县电站规

模 200KW 电站 1 个村、300KW 电站 18 个村、

400KW 电站 24 个村、500KW 电站 34 个村、

600KW 电站 18 个村、700KW 电站 11 个村、

800KW电站 7个村，实现了 113个贫困村全覆

盖。同步创新光伏扶贫资产管理模式，成立县

级资产管理委员会，明确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

产范围、类型、职责、收益分配等，通过规范资

产登记、资产确权、资产管护、资产盘活和资产

处置等举措，有效解决资产的闲置、浪费、流

失、损毁及权属不清等问题，确保光伏扶贫资

产发挥长期保值增值效益。

高智能运维，保障发电收益。三分建七

分管。为确保电站高效运行，县政府成立光

伏运维监测中心，研究制定村级电站“四有四

无四通四保”运维标准，即：有标识，有专人，

有制度，有记录；无水毁，无灰尘，无杂草，无

损坏；进站道路通，设备运行通，信息对接通，

部门联动通；保投入，保安全，保电量，保效

益。抓实运营管护，确保电站收益最大化。

建立运营平台。依托县政府成立的县级平台

公司，开展电站电费结算、收益分配等工作，

确保电费能每月按时结算、及时结转到村。

建立智能运维平台。建立光伏监控运维平

台，开展电站重点监控、全局运维、智能抢修、

精确结算等全业务全流程线上线下一站式服

务，实现电站实时监测、及时诊断的智能化运

维全覆盖。建立远程监控平台。建立远程监

控平台，对全部电站安装“天眼”系统，进行全

方位监控。采用领先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 IT技术，把全县大小 45座电站全部纳入

系统远程管理，做到“小的放大管、远的拉近

管、散的集中管”，实现电站设备的统一监控

和数据的集中管理。全县所有光伏电站数据

实时共享，实现远程故障诊断与现场运维人

员操作相结合的精细化智能运维管理方式，

运维成本下降 25%。用好全国光伏扶贫信息

管理平台。积极开展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

系统接入工作，目前已将全部电站接入全国

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全县电站在线率达

100%，故障率 0%。依托强有力的运维，2019
年全县 56.3MW 村级光伏扶贫项目全容量并

网以来，全县累计发电 7800 万千瓦时，超出

理论发电 600万千瓦时，超出理论收益 500余

万元。同时，为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县

光伏公司还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保费按电站总资产的 1‰计算，为全县光

伏电站购买了保险。

高精准分配，保障稳定增收。结合县情

村情，创新探索出“12345”分配支付原则：围

绕通过劳务获得这一个宗旨，关注贫困户和

边缘户两类群体，注意泛福利化、一发了之、

优亲厚友三种行为；处理好贫困户与非贫困

户、干部与群众、常住人口与在外人员、勤劳

者与懒汉这四种关系，通过公益性岗位、小型

公益事业劳务支付、公德乡风奖励救助、入股

助力产业发展、扶持易地搬迁后续发展这五种

分配途径，将村集体光伏收益按月支付到村到

户到人。在全县推行了“5118”分配模式：“5”
即配套出台了分配的 5个指导性文件，“1”即

制定了 1个“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监督运行

保障机制，“18”即出台了 14项公益性岗位职

责与 4项考核制度等 18项管理制度。以公益

性岗位分配为例，石楼县结合贫困村提升 11
项指标，将公益性岗位分为固定岗、轮换岗、临

时岗三大类。固定岗为电工、厨师、村级光伏

专员等专长类岗，允许由一人常年担任，工资

每人每月 500—1000 元，年度收入 6000 元以

上。如，全县有 47个日间照料中心，设置厨师

公益岗位 94 名，全县设置固定公益岗位 665
个；轮换岗为保洁员道路管护员等门槛相对较

低的岗位，原则上实行季度轮岗，工资每人每

月 200—500元，全县设置轮岗贫困户 7980名；

临时岗为可灵活采用天聘用或周聘用制度的

岗位,工资每人每天 100—150元，如负责疫情

期间防疫、清明期间防火等工作，疫情期间共

雇佣 1130名防疫、防火检查员。

高效益利用，实现收益最大化。巧借“林

粮间作”原理，充分利用光伏电站采用高支架

下的土地，积极探索光伏+特色种植、光伏+养

殖等模式，将种植土地使用权委托农业合作

社进行有偿经营，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的方

式，由合作社进行管理种植，产生的租赁收益

形成村集体经济。从而延伸了立体种植、养

殖产业链条，形成资源叠加效应，最大限度提

高光伏扶贫电站综合收益，确保贫困户获得

更多的资产收益、劳务收益、产业收益。全县

光伏电站占地 2300亩，可利用种植面积 1300
亩。目前，全县采取“光伏+油牡丹+农作物+
中药材+草畜”等模式，引进栽培北美洲作为

生物燃料和生产替代能源原材料的柳枝稷

草，试种成功。仅此项预计年收入达 600 余

万元，实现光伏扶贫产业收益链的有效延

伸。特别是灵泉镇孟家塔 2.2MW 联村式电

站，采用“光伏+油牡丹”模式，2020年吸纳 10
余户贫困户栽植油牡丹 80亩，户均劳务收益

达 1万余元。

实施“五高”光伏产业 打造村民“阳光银行”
——石楼县 出光伏扶贫产业照亮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新路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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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雨水增多，晴天

后湿热加重，养羊须多加

注意。小反刍兽疫是由小

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一种

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俗称

“羊瘟”，该病的主要特征

是发热、口腔炎、结膜炎、

肠胃炎和肺炎。小反刍兽

疫会对山羊、绵羊等小反

刍动物的健康产生严重危

害，从而让养殖企业及养

殖 户 蒙 受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失。因此应当采取合理的

综合防控措施，争取将疫

情控制在未发之际。

做好日常饲养管
理工作

建立健全防疫制度，

提高动物防疫水平。外来

人员和车辆应该在进入羊

舍 之 前 ，进 行 彻 底 消 毒 。

坚持自家羊群繁殖自家羊

群的养殖原则。羊羔引种

要选择非疫区的、经正规

养殖场 (户)引入；向当地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办理检疫

和登记，获得原产地检疫

证明；引进外来羊羔时要

进行羊舍消毒，并保持隔

离，以确保羊羔健康。

迅速控制疾病传染源

发现疑似小反刍兽疫

疫 情 时 ，要 及 时 采 取 措

施。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无论是养殖户还是

疫情控制技术人员，在发

现疫情后要第一时间报告

给当地有关部门，而相关

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

启动疫情防控方案，迅速、

有序地开展疫情检测、隔

离 控 制 及 消 除 等 防 控 工

作。

2、在疫情防控及传染

源处理过程中，应严格遵

循“严、早、小、快”的原则，

迅 速 隔 离 并 捕 杀 染 疫 羊

群，同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并实施常规消毒。

全面实行免疫接种

疫苗接种是预防小反

刍兽疫的有效手段。具体

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 引 进 外 来 动 物

时，应做好调查及检疫工

作，禁止从疫病发生区域

内引进动物。

2、做好免疫接种，从

根本上加强疫病防控。多

雨季节及寒冷干燥季节是

该病的高发期，雨季之前

应对幼龄小反刍动物进行

免 疫 接 种 ，最 好 是 在 2-6
月龄进行；接种方法为使

用 小 反 刍 兽 疫 疫 苗 对 山

羊、绵羊等小反刍动物颈

部两侧进行皮下注射，剂

量为 1头份/只。

3、通常注射疫苗 7 天

后羊只便会产生抗体，但要

注意的是，即便进行了免疫

接种，也应当加强日常消毒

和疫情检查工作，千万不能

掉以轻心。 李晨珏

近年来，我国畜牧养

殖业发展速度迅猛，在满

足 人 们 对 肉 类 的 需 求 之

外，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生

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其中

畜牧养殖中的粪污问题尤

其突出，引起了人们的高

度重视，本文提出对畜牧

养 殖 粪 污 治 理 的 技 术 措

施，供大家参考。

1、粪便堆肥技术

粪便堆肥技术是将农

作物的秸秆和养殖场畜禽

的粪便堆在一起，在自然

环境的作用下进行发酵，

从而产生肥料，应用在农

业种植中。堆肥技术经过

多年的发展，现在正朝着

机械化、商品化的方向发

展，设备效率也在不断地提

高，这种方法用来治理畜牧

养殖业中的粪污问题是最

简便的方法，符合我国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粪污厌氧发酵
技术

养殖业污物属于高有

机物浓度、高氮、磷含量和

高 有 害 微 生 物 数 量 的 废

水。因此厌氧技术成为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不可缺

少的关键技术。粪便的厌

氧发酵技术是一个复杂的

生物学过程，其本质是将粪

便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

蛋白质等，在微生物的作用

和缺少氧气的条件下，把粪

便中的有机物转化为甲烷，

也 就 是 我 们 都 了 解 的 沼

气。整个粪便厌氧发酵过

程的本质就是产甲烷菌和

非产甲烷菌的相互作用、相

互制约，最终产生甲烷气体

的过程。这种技术运用在

畜牧业粪污治理中，不仅有

效地解决了粪便无处存放

的问题，同时产生的沼气也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

方便，是一种很有使用价值

的粪便治理技术。

3、粪污的好氧处
理技术

粪便利用好氧菌进行

发酵的过程，就是粪污的

好氧处理技术。当粪污较

少好氧技术处理的规模较

少时，只做最终的稀释、曝

气以及沉淀即可，处理规

模为中等时，需经过二次

稀释后，再按准活性污泥

法进行处理。好氧发酵技

术的速度要比厌氧发酵技

术的速度快很多，但是需

要容量很大的沉淀池和大

量的氧气，因此相对厌氧

发酵技术而言，需要更多

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4、粪便焚烧处理
技术

这种技术的最大优点

就在于实现了粪便的有效

综合利用，其基本原理为

使用发热量较高的氧化处

理粪便，该系统的应用需

要拥有较为先进的粪便焚

烧装置，在长时间的连续

运转中，不需要辅助燃料

也能高效运转下去。其主

要的工作流程为：将粪便

高压脱水，送入干燥机，然

后经造粒机造成颗粒状，

导入焚烧炉进行焚烧，焚

烧后的物质即可作为肥料

用于农业生产活动。

对于畜牧养殖粪污治
理的一些建议：

政府加强监管力度

环保部门应落实相关

规章制度，开展不定期的

检测监管活动，并督促养

殖场按照国家颁布的 《畜

禽养殖类污染排放标准》

进行排放。

科学规划养殖区域

养殖区域的选择应符

合《畜牧法》和《环境保护

法》的要求，统筹好区域之

间的关系，将养殖业的发

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科

学合理规划养殖区域。

学习先进养殖技术，

减少粪污排放量

不断学习新的粪污处

理技术，积极推广用微生

物添加剂的方法来提高饲

料的转化率，促进畜禽对

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有效吸

收，尽量减少含氮量多的

物质排放；应用“干湿粪分

离”等技术减少粪污的排

放量，并通过厌氧发酵技

术和好氧发酵技术等实现

污染的达标排放。

程志东

多雨季节

注意防“羊瘟”

养殖粪污治理的

技术措施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近年来，兴县把沿黄旅游

公路建设和沿线红枣林提质

增效工程抓在手上，努力把沿

黄路建设成旅游路、扶贫路，

把沿黄红枣林变成增收林、致

富林，全力打造一条造福百姓

的旅游观光带、红枣产业带。

图为兴县高家村镇寨滩

上村风景如画的优质红枣林。

记者 郭炳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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