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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习近

平总书记格外关心残疾人这

个特殊群体的脱贫问题。

近年来，中阳县多措并

举助推贫困残疾人脱贫奔小

康 。 一 批 身 陷 贫 困 的 残 疾

人，在一系列扶残助残政策

帮扶下，重新燃起生活希望，

奋发创业、脱困自强，点亮拥

抱幸福生活的梦想，下枣林

乡刘家塔村村民张建忠就是

其中一个鲜活的例子。

政府扶持“动起来”

“不敢想以前过的苦日

子，一天天挨到今天，孩子也

跟着遭罪。”提起以前的生活，

张建忠苦不堪言。47岁的他

因一次事故不幸失去右手，妻

子患有精神疾病，生活难以自

理。日常生活中，他既要照顾

妻子，还要供孩子上学，家里

的经济来源都靠他。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张建忠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

根据张建忠家的特殊情

况，政府部门实施了残疾人

生活补贴、护理补贴、低保等

扶贫政策，保证每年可以领

到 3000元，加上种地收入，家

里的开销基本得到了保障。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

人、致贫一家人”，这是很多贫

困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

照。专项补贴等一系列的扶

残助残优惠政策支持和制度

实施，减轻了许多贫困残疾家

庭的生活重担，在他们心中重

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志智双扶“干起来”

“扶贫要同扶志、扶智结

合起来。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让贫困群众动起来，从

‘要我富’到‘我要富’。”村子

大喇叭每天喊得响亮，喊进

了张建忠的心里。

一直以来，张建忠打心底

不愿意出去打工，他觉得家中

的开支有政府补贴基本就够

了，日子紧巴紧巴也就过去

了，没必要费心费力瞎折腾。

驻村工作队详细了解情况后，

多次上门进行政策宣传，并耐

心细致的开导，将项目到户补

助政策讲解清楚，将项目预期

收益算明白，共同研究适宜其

发展的项目。最终，张建忠同

意了发展养殖业。

2017 年，乘着精准扶贫

的东风，张建忠在村“两委”及

帮扶人的帮助下，向银行申请

了五万元扶贫贷款。贷款到

位后，帮扶队帮他修建了棚

圈，购买了小羊，解决了饲草

问题，提供各种养殖技能培

训。最终，他被帮扶干部的真

情所感动，开始对养殖上了

心。一年下来，他家竟然成了

刘家塔村首批精准脱贫户。

尝到了甜头的张建忠干劲大

得很，今年疫情期间，他大部

分时间都在羊圈里，利用手机

不断学习防控知识，采取严格

的防控措施，对羊棚进行统一

消毒，统一处置养殖废弃物，

羊群无一损失。

产业扶贫“富起来”

“无手”羊倌张建忠在县

委政府的精准帮扶和自身不

懈努力下，向贫困“出手”，彻

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走

在了脱贫奔小康的金色大道

上。他养的 40多只羊通过龙

头企业带动产业扶持助残政

策，由村委、帮扶队搭建销售

平台，企业带动、驻村工作队

人员协调、第一书记跑销路

等多种方式，以 45元/斤的价

格，卖出了两万八千元的好

价钱，打造出了一条集养殖、

收购、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形成产业扶贫辐射效应，铸

牢了稳定脱贫、防止返贫这

道“防火墙”。

销路打开了，张建忠干

起来更是信心满满了。他继

续发展肉羊养殖，新建羊棚，

扩大养殖规模，在致富路上

奋勇前行。“他现在积极性可

高 哩 ，也 肯 吃 苦 ，想 要 多 挣

钱，让孩子好好读书。”作为

帮扶人，看着他的日子越过

越好，刘倩打心眼里高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 新 生 活 、新 奋 斗 的 起 点 。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期，更需

要在政策上加大扶持、产业

上 稳 步 增 收 、思 想 上“ 拔 穷

根”，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到

“造血式”开发，确保贫困残

疾人不掉队，自立自强、共步

小康！

“以前，我只养一头牛，

每天加工豆腐补贴家用，当

时资金技术短缺，卖的豆腐

钱 都 赶 不 上 一 头 牛 的 饲 料

钱，难以维持生计。如今大

不同了，我家有 23头牛，豆腐

坊加工剩下的豆腐渣用来喂

牛，还节省了饲料开支，前段

时间我还卖了 11 头牛，挣了

19万呢！”武家庄镇福禄峪村

王福平自豪地说。

脱贫之前，面朝黄土背

朝天是王福平生活的真实写

照，家中妻子有智力障碍，他

仅靠自己养一头牛和卖豆腐

来 维 持 生 计 ，生 活 很 是 拮

据。2014 年，王福平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党和政

府的倾心帮扶下，从此走向

了脱贫致富的光明大道，开

启了另一段幸福人生。

安居之下，才有好日子

芝麻开花节节高。2017年是

王 福 平 脱 贫 致 富 的 关 键 一

年，这一年，他的生活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下，他们一家搬进

了 75 平方米的三居室，水电

暖设施配套齐全，亮堂堂的

新家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动力，他摆脱了“等、靠、要”

思想的束缚，坚信党和政府

能够带领他们脱了贫、致了

富。王福平开始主动向帮扶

人员了解政策，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同年 4 月份，他自主

贷款 5万元买了 6头牛，在乡

镇、村委的帮助下，他多次外

出学习养殖技术，参加养牛

培训，这一技之长为他脱贫

致 富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 。 同

时 ，他 还 积 极 加 入 了 3X +
4145中阳县厚通科技养殖有

限公司，每人每年分红 1000
元。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哥

哥王有平也自主贷款了 5 万

元，兄弟俩合伙修建了养牛

场，扩大了养牛规模。直到

今年，王福平养的牛从原来

的 7 头增加到 23 头，王有平

也 从 4 头 牛 发 展 为 了 8 头

牛。兄弟俩齐心协力发展养

殖业，成为了福禄峪村的养

殖大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王福平的脱贫致富之路

为福禄峪贫困群众树立了榜

样，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

入了脱贫行列。在易地扶贫

搬迁、牛羊养殖、特色产业、

金融扶贫、大病兜底等脱贫

政策的大力实施下，福禄峪

贫困群众坚定不移、积极向

上，乡亲邻里互相帮衬，先富

带后富，不落贫困户，终于在

历经短暂苦涩后换来了甜如

蜜的幸福生活。如今，68 户

163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这样的脱贫成效是

踏实的、稳固的、喜人的。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扶，

我们可能不会有如今的幸福

生活，有了新房子，有了新技

术，更有了前进的动力，乡亲

们增收的门道也越来越多，

脱贫致富不用愁，日子越过

越红火。”王福平的脸上满是

笑意。

村还是那个村，新添了

产业富百姓；人还是那些人，

却是新时代新面貌。脱贫之

后，王福平和福禄峪村脱贫

群众依旧热情洋溢，产业越

做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在致

富 奔 小 康 的 道 路 上 阔 步 前

行、越走越远。

产业是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源，

一个地方要发展，就必须有产业支撑。近年

来，中阳县委、县政府立足当地自然禀赋，挖

掘地方特色资源，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项目，

激发贫困户自主脱贫内生动力，一系列强有

力的政策举措落地生根，一大批特色产业在

各个村落拔节成长，一整套产业发展“组合

拳”做到“一子落而满盘活”。

产业兴了，村民富了，山村活了，全县 37
个贫困村都有主导产业，5229户贫困群众参

与富民产业，中阳县因地制宜的 出了一条

特色发展新路，不仅实现了由“输血”救济到

“造血”自救，而且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不断

增强。

守好“扶贫产业”金字招牌
“输血”救济助脱贫

晨光熹微，之前做批发生意的张志刚已

经在木耳大棚里忙起来了。“党的好政策，不

耽 误 我 当 老 板 ，还 能 带 着 村 民 致 富 ，所 以

2019 年便决定回乡种植木耳，这不，政府补

贴 20万、自己投资 50万，盖了 10个大棚种植

20万棒，预计年内收入可达 50万元，这就回

本了，明年开始就是纯利润，发展前景相当

可观。”

中阳县于 2018年脱贫摘帽后，把做大做

强产业、提升产业带贫能力作为巩固脱贫成

效的关键手段来抓，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

生态、林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发展食用菌

产业基础好、群众积极性高的优势，大力发

展黑木耳产业。两年来，中阳县黑木耳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目前，已成

为全县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产业支撑。

2020 年，黑木耳产值达到 4800 万元，带动

1123 户 2919 人参与产业发展，人均可增收

3000 元。2020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第五届全

国（山西·中阳）木耳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

“小木耳、大产业”学习研讨会在中阳隆重召

开，更是以此为契机，真正让“中阳山宝”走

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木耳产业只是中阳县誓要做强的农业

六大产业之一，壮大生猪养殖、推进核桃提

质增效、实施肉羊养殖项目、建设肉鸡养殖

基地、培育食用菌产业和推广千亩设施蔬菜

产业均是促进农民持续健康增收的支柱产

业。并实施“光伏+”项目，采取“万农模式”，

使 光 伏 与 农 业 结 合 ，相 得 益 彰 促 农 增 收 ，

2020年 1-9月底累计发电 3248.6万度，收益

2202.05万元，惠及贫困人数 9873人，产业扶

贫的“组合拳”真正实现了“输血”救济，为民

铺就了致富路，鼓足了群众的“钱袋子”。

激发“内生脱贫”强戏劲动力
“造血”自救后劲足

走农业产业扶贫道路，实现“输血”救济

不可或缺，但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完成“造血”自救更是治本之策。只有让群

众主动参与脱贫致富工作，才能更快地创造

财富、分享财富，让更多的贫困群众端牢“金

饭碗”。

近年来，中阳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利用党员“双带”作用，进一

步转变贫困群众的理念和思维，引导形成艰

苦奋斗、自强自立、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让

贫困群众动起来依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不

断释放出努力奋斗的潜在能量。并发挥乡

土社会传统，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

等系列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程，脱贫带头

人、道德模范、文明户等表彰奖励工作，和劳

动素养、职业技能培训等，提高贫困群众的

生产技能和竞争能力，使内在活力有了“源

头活水”。目前，全县共评选“卫生文明家

庭”870户，“十星级文明户”22016户，技能培

训发证 2589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点赞‘小木耳’这个大

产业，说明政府选对了路子，我们信心更足

了。”说起现在的生活，车鸣峪乡村民任保平

略带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之前

靠政府的补贴如期脱贫，已经心满意足了，

后来，帮扶干部常常来家里开导我，说要自

己奋斗才能奔小康，于是我就想把我的三亩

荒地利用起来，买了木耳棒，这一种，发现了

‘新大陆’。去年收了 4000 斤木耳，卖了 10
多万元，投资才 3 万元左右，剩下的全是利

润。”这样的例子，在当地比比皆是。如今，

中阳县的贫困户转变旧思路，彻底摒弃了

“等靠要”，自食其力“摘贫帽”，口袋鼓了，信

心足了，群众致富的积极性更高了、产业发

展的后劲更足了。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中阳县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为群众长远发展、持续发展打好产业

基础，栽下“摇钱树”的同时，帮群众拔去精

神上的“穷根子”，使“富口袋”与“富脑袋”齐

驱并进，真正筑牢返贫致贫的“防火墙”，让

全面小康成果更实、成色更足、质量更高，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本报讯 11 月 2 日，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看望慰问了中阳县抗美援朝老战士、今年已

经 91 岁高龄的许富生，为他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心与祝福。

慰问中，赵沂 为许富生佩戴了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与老人亲

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生活、身体情况，共同回

忆了抗美援朝那段峥嵘岁月，感谢他为国家和

民族作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并送

上慰问金和纪念品。赵沂 要求相关部门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对抗美援朝老

战士的尊崇与关心关爱，多关心志愿军老战士

的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能

够幸福安享晚年。 （文/武勇 图/张旭峰）

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中阳县文明办、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乡村少年宫温暖包志愿服务活动。向部

分乡村少年宫捐赠了“文明实践、五彩中阳”

温暖包，给孩子们送去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切实

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不断丰富未

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意义。

本次活动学习宣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阳居民

文明礼仪读本》，教育乡村少年宫学生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了解家长，学习文明礼仪知

识，做文明人，践行节约粮食，开展“光盘行

动”。加快将乡村学校少年宫融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丰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内容。

志愿者们先后来到培英学校、枝柯小学、

武家庄小学、暖泉小学，给孩子们送上了“文

明实践、五彩中阳”爱心温暖包，共计发放 750
份，给乡村孩子送去了一份关爱和温暖。“文

明实践、五彩中阳”温暖包中包括学习文具、

《中阳居民文明礼仪读本》、“公筷·光盘行动

倡导舌尖文明”倡议书。孩子们手捧礼物，如

获至宝，有的将礼物高高举起，一个劲儿地向

志愿者们喊“谢谢”，灿烂稚嫩的笑脸洋溢着

简单的快乐与浓浓的喜悦；有的手捧《中阳居

民文明礼仪读本》，迫不及待地进行翻看，表

示一定会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以读本为

师，掌握礼仪知识，践行礼仪规范，提升文明

素质，从小做起，争做时代新人，长大以后也

要做爱心志愿者，回报社会。

活动中，志愿者们认真的为孩子们讲解

《中阳居民文明礼仪读本》和“公筷·光盘行

动 倡导舌尖文明”倡议书中的知识。并与

孩子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快乐生活、快乐学习，让

孩子们在学习中找到了自信，在活动中收获

了快乐，在成长中感受到爱与温暖，进一步

丰富了农村学校孩子们的文化生活。

爱心温暖包发放后，志愿者们还与孩子

们合影留念，志愿者们表示，送书籍成就梦

想，用爱心传递真情。以《中阳居民文明礼

仪读本》为桥梁传递文明、传递爱心、传递信

任，必将进一步激发少年宫孩子们读书的兴

趣，亲近书本、融入书本，开拓他们的视野，

为精神打底、为人生奠基，让他们在党和社

会的关心和呵护下健康快乐成长。

此次活动是中阳县文明办、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组织志愿者们开展的诸多文明实

践活动之一。通过“志愿者+少年宫”的方

式，组织文化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开

展活动，有效解决了农村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匮乏、课外精神文化生活单薄、“留守儿童”

失管失教等问题。通过文明实践活动，打通

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营造了互帮互

助、文明和谐的氛围，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贫困学子。今后，中阳

县将继续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和各中小学

校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延伸服务

内容，设计更多有利于广大未成年人，尤其

是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 （朱宏凯）

“无手”羊倌 “出手”不凡
□ 霍思静

摆脱“等靠”思想 勤劳能够致富
——武家庄镇福禄峪村王福平的脱贫致富之路

□ 胡晓晨

赵沂扬看望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

扶贫扶贫““鼓钱袋鼓钱袋”” 扶志扶志““富脑袋富脑袋””
————中阳县产业扶贫变中阳县产业扶贫变““输血输血””为为““造血造血””纪实纪实

□ 文/王艳林 图/张旭峰

中阳县助力乡村少年宫打通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

村民在木耳基地采摘木耳村民在木耳基地采摘木耳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