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细雨，雾罩青山。秦岭南麓，汽车沿

着柏油路进山，一路平稳。远远望见一处处白

墙黑瓦的村舍点缀在山腰间，王庄村到了。

这是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街道的一个小

山村。山中春寒料峭，土地还在沉睡，脱贫户

杨长存起得早，他麻利地拌好饲料走向牲口

圈，准备喂食。

院子一角是一个简易的香菇棚，撩开防水

用的油布，一排排菌棒码得整整齐齐，今天他

还要把这些“退役”的旧菌棒拾掇拾掇。“马上

就要买新菌棒了。别小瞧，这香菇只要‘巴掌

大’的地，去年就让我赚了 2000 多块钱呢。”老

杨咧嘴一笑，开心极了。

走在王庄村的乡间小道，几乎家家房前屋

后都有香菇棚，养殖、中药材种植等产业遍地

开花。去年以来，王庄村按照“一村一品、一户

一业”的要求，动员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庭院

地发展小种植、小养殖等投资小、见效快的项

目，小小庭院成了致富口袋。

顾虑重重——
“群众有三怕，缺资金、

缺技术、缺销售渠道”

今年 64 岁的老杨有一张黝黑的脸，日头和

汗水在他脸上刻下皱纹，这是个面朝黄土背朝

天，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他家三口人，老伴在城里看孙子，儿子在

城里当厨师。2020 年虽然脱了贫，日子还一直

紧巴巴。老杨说，“我常年就侍弄着两亩地，一

茬麦子，一茬苞谷，再套种点洋芋，养几头牲

口。人老了外出打工也没人要，只能就近打打

零工，一年到头，也就够柴米油盐的日常开销，

剩不下几个钱。”

山阳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在王庄村，人均

耕地只有半亩多。老杨家的两亩地不仅地薄，

还分散在两处。以前他也想过种些收益高的

经济作物，好些年前试种过天麻，因为缺技术

不会管理，种子钱都搭了进去。

去年 3 月 9 日，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宝

敲开了杨长存的门，“好消息呀老杨！咱们村

准备发动大伙种苍术哩，我们研究过了，收益

很可观。”

“我哪有那个钱呀。”

“种苗村里免费提供。”

“给我我也不会种，种了也卖不出去，到时

候白忙活一场。我家地都翻好了，地不等人

啊，过几天就去买土豆种子。”老杨兴致不高，

刘宝这趟碰了一鼻子灰。

村上扶贫干部走访回来，当天就分析情

况：土地少、产业弱是王庄村的实际，这导致了

群众致富手段少，发展产业的意愿不强。特别

是脱贫户，留在村里的都是没技术、劳动力弱

的 群 体 ，为 他 们 寻 找 致 富 门 路 ，就 更 要 切 合

实际。

“老杨的顾虑很有代表性。群众有三怕，

缺资金、缺技术、缺销售渠道。”刘宝说，“村上

有 181 户脱贫户，其中有 80 多户要么常年在

外 没 法 种 ，要 么 种 植 苍 术 的 意 愿 不 强 ，马 上

就 春 播 了 ，咱 们 必 须 抓 紧 ，把 群 众 这‘三怕’

消除。”

“苍术种植不影响粮食作物生长。管护也

不难，只要咱科学管护，保证有收益！”两天后，

王庄村邀请了当地农业综合服务站高级农技

师，为村民现场讲解苍术种植知识。村民刘英

杰也被请来跟大家唠唠：“我 3 年前种了 6 分地

的 苍 术 ，几 天 前 有 药 材 商 过 来 看 ，当 场 给 了

1000 元 定 金 ，到 了 冬 天 人 家 来 收 ，保 底 能 赚

9000 多元。虽然生长期长，但每年结下的苍术

种子也能卖钱。”

老杨听得心热，“苍术一亩的种苗要 2400
元，村上申请了直补资金，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我们怎么归置土地，收获了可以直接卖给村合

作社，一成给村集体，九成归自己。后顾之忧

都没了还怕啥？种！”他当场就签了协议。2 天

后，种苗就种到了地里。

“苍术种好了，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一亩就

能赚两三万元。我现在每天都往地里跑，见不

得一点杂草。”老杨笑着说。如今，村里的闲置

土地也都种上了中药材，犁沟、起垄、锄草都需

要人，老杨在村上还能就近打工，一天能拿 100
元工钱。

快速增收——
“每天都能有五六十元

进账”

种下苍术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好消息。

去 年 4 月 初 ，王 庄 村 鼓 励 农 户 利 用 房 前

屋后的闲置空间种香菇，不仅免费提供香菇

棚 ，4.5 元一个的菌 棒 ，群 众 只 用 出 1元。面对

上 门 宣 讲 政 策 的 刘 宝 ，这 回 老 杨 一 点 儿 没

犹 豫 ：“ 你 们 给 我 们 想 得 周 到 ，我 干 ！ 还 要

干好！”

几天后，香菇棚和菌棒就拉进了院门，入

户技术指导小组挨家挨户上门指导。注水、通

风、遮阴、保湿……技术人员详细讲解技术要

点，手把手地教。老杨支着耳朵仔细听，拿着

注水针反复比画。一周后，第一茬香菇就长了

出来，“一年能出 4 茬菇，一茬可以连着采 10
天，每天都能有五六十元进账。”老杨挺兴奋。

2022 年，针对群众经营性收入不足、弱劳

动能力输出难、脱贫群体致富手段少等问题，

山阳县探索发展以小种植、小养殖、小加工、

小商贸、小田园等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的

庭 院 经 济 项 目 ，让 村 民 户 户 有 事 干 ，家 家 有

产业。

“苍术收益要等到 4 年后，怎么让脱贫户快

速增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王庄村党支部书

记杨转丽说，“这次县上出台了到户产业发展

扶持办法，对发展一定规模特色产业的脱贫户

和监测户给予补贴，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王庄村的脱贫户王治飞多年在外打拼，

2016 年回村创业，成立了王庄村志诚种植专业

合作社，通过几年发展打通了菌棒生产、香菇

种植、香菇销售整条产业链。“之前我们就带动

了 60 多名贫困户入园打工增加收入。但要进

一步引导脱贫户自己进行香菇种植增收，却因

为脱贫户缺乏启动资金难以推动，这次的好政

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通 过“村 集 体 经 济 +合 作 社 +农 户 ”的 模

式 ，王 庄 村 200 户 农 户 在 房 前 屋 后 种 起 了 香

菇。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

统一回收产品，利用线下销售、线上直播带货

等方式拓展销路。“我们投入一点钱，只管把香

菇种好，其他都不用操心。只要人勤快，风险

小得很。”杨长存说。

王庄村的庭院经济让王治飞的合作社去

年增加了 20 万袋香菇供应。“年底我们把种香

菇的农户都走访了一遍，六成农户都想扩大规

模，其中有 10 户想把自己的 300 袋扩展到 5000
袋以上。今年我们打算增添净化车间、培养库

等现代化设备，释放更多产能，小庭院也能有

大作为。”王治飞说。

信心满满——
“我的小院，从来没这么

热闹过”

“他啊，是最勤奋的一个。”提起老杨，技术

员杨武松挑起大拇哥，“他问得多，学得快，从

他那儿收的香菇品质可好了。”

杨武松是王庄村志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技

术员，他每天上山收购村民们的香菇，也为村民

提供技术指导，老杨种香菇没几天，就跟他特别

熟络。老杨把香菇当宝，每天频繁进出香菇棚，

邻居老能听见棚上的油布“哗啦”作响。

“有一天日头大，他给菌棒注水多了，第二

天香菇黑了一片，给他心疼坏了。我给他指导

后，这种情况就没怎么出现过。”杨武松说。现

在老杨还自己总结出经验，他拿出一朵香菇跟

记者比画，“你瞧，香菇长到菌盖边沿离伞柄有

一个手指尖的距离，最合适，肉厚。”

不只种香菇，去年老杨的房前屋后还养起

了几十只大小牲口，“自从老伴儿到城里带孙

子，我都是一个人住在村上，一个人闲得发慌，

现在天天有事干。”老杨笑呵呵地说。

老杨家墙上贴着脱贫户帮扶联系责任卡，

有困难可以直接联系帮扶联系人。老杨朴实，

有困难不愿说。去年 10 月的一次入户，帮扶干

部刘文菊从邻居口中得知，他的儿子想在当地

学校的食堂承包个档口，却没有启动资金。刘

文菊立马把情况反映给村委会，3 天后，村上就

为他申请了“小额贴息贷款”。老杨感慨，“人家

把啥都给咱想到做到，自己咋能不加把劲儿呢？”

春节一家人团圆，老杨细细一算，毛收入

有 1 万多元。他把孙子叫到跟前，塞给他一个

大红包，一拆，200 元！“往年都给 5 元 10 元，今

年赚了钱，肯定先想着小孙子！”老杨说。

“短短一年，王庄村依靠庭院经济发展中

药材 1355 亩、香菇棚 200 个、养殖畜禽 1650 头

（只），带动致富效果显著。”杨转丽说。

山阳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杨小平介绍：“庭

院经济是联农带农的有效手段，让‘方寸地’变

成‘增收园’，把‘砂石堆、柴草堆、杂物堆’变成

‘小菜园、后花园、微农场’。目前山阳县形成

了有经营主体带动、有具体政策扶持、有技术

团队服务、有稳定销售渠道、有政策保险兜底

的‘五有’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山阳县已有脱

贫户 3568 户 12488 人发展庭院经济，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今年香菇还能再种一棚。”这几天，老杨精

心“选址”，在一棵大树下给香菇棚安了家。去

年自家的老核桃树结的核桃还卖了 800 多元，

他在房前屋后又种下 20 多棵核桃树，老杨信心

满满，“我的小院，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陕西省山阳县王庄村积极培育庭院经济

开发式帮扶 脱贫户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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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要抢抓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加强专

业化招商队伍建设，进一步

理顺招商体制机制，加快引

进一批立市立县的大项目、

好项目。”2 月 8 日，河北廊坊

市举行首期“廊坊发展大讲

堂”，授课专家以《招商引资

谈判技巧与项目落地实操》

为题，为全市 6100 余名乡科

级以上干部进行专题授课。

近日，廊坊深入开展“项

目 建 设 攻 坚 年 ”行 动 ，抓 招

商、强实体、优结构、创新突

破上项目，加速高质量发展。

2 月 12 日 ，廊 坊 临 空 经

济区—武汉光谷生物城生命

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湖北

武汉市成功举行，武汉光谷

生物城北京创新中心落户廊

坊临空经济区，12 家企业集

中签约入驻，预计年产值 25
亿元。这是廊坊临空经济区

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新典范、

百 亿 产 业 新 集 群 ”的 实 际

行动。

招商引资等不起、慢不

得。廊坊市鼓足干劲，跑出

招商引资加速度。

2 月 13 日，霸州市人民

政府东南招商中心在福建厦

门揭牌成立，该中心的设立

将为霸州精准整合闽南地区

招商资源，提高招商引资效

率发挥窗口作用。

2 月 14 日，香河县由县

四大班子领导带队，主动走

出廊坊，分头对接了北京保

罗投资集团大健康产业园、

广蓉欧智能通信设备生产基

地项目等 50 余个项目，与河

北省驻津办、北京市通州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等部门积

极联系，争取项目在香河早

日落地。

…………

努力迈好第一步、跑好

第一棒，今年廊坊产业大招商全面开启。全市坚持

“ 走 出 去 、请 进 来 ”，围 绕 国 家 战 略 、现 代 商 贸 物 流 、

扩 大 消 费 、重 点 产 业 、重 点 平 台 、重 大 活 动 、城 市 建

设管理运营等 16 个方面，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对接

各部委，对接央企、京企和知名民企，实施十大招商

行动，建立 6 项招商机制，推动招商引资数量、规模、

质量实现新突破。

“廊坊全年计划举办重大招商活动 10 次以上、大

中型招商活动 100 次以上，拜访企业不少于 1000 家，力

争洽谈 5000 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1500 个以上，签约 800
个以上。”廊坊市商务局局长吕伟说。

2 月中旬，走进廊坊市重大项目建设现场，随处可

见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项目建设争分夺秒。

廊坊临空经济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2 月 11 日，

该区举行 2023 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

中开工 9 个项目，总投资 60.7 亿元，涵盖航空科创服

务、现代商贸物流、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

香河经济开发区内，一大片新厂房正拔地而起。

由香河众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河北省

重点项目——博云融众智慧医疗产业香河基地建设火

热。项目总占地约 300 亩，总投资 13 亿元，意向落户园

区的 26 家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领域企业，全部来自

北京。

项目引进来，还得落下去，更要动起来。今年，廊

坊市聚焦工业、商贸物流、城市建设、交通、水利、卫生、

教育、文旅康养、农业、能源十大关键领域，增强投资和

项目建设实效。全市聚焦破解用地指标、规划调整、能

耗容量等制约项目落地的问题，找准堵点、难点、痛点，

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产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常态化，

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土地、资金、

能源、环保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更加高效便捷，

打造支持保障项目建设的良好营商环境。

廊坊市发改委主任董丽萍介绍，全市将进一步建

好管好用好“七个项目库”，健全领办代办、领导包联、

观摩拉练、考核评价 4 项机制，开展项目开工、观摩等

活动，确保全年谋划实施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1200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 270 个，实施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360
个以上，完成投资 650 亿元以上，投资增长 7%。

近日，位于廊坊固安高新区大清河园区内的申通

快递北方总部基地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申通快递

北方总部基地项目是申通最大的北方枢纽转运中心，

规 划 日 产 能 500 万 单 ，直 接 辐 射 京 津 冀 、东 北 、山 西

等地。

“项目建设过程中，园区相关部门主动介入，落实

‘无事不扰、随叫随到’的帮扶机制，提升项目手续办理

效率，及时解决了路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手续办理等

多项企业难点、痛点问题。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业

主很满意。”固安高新区大清河园区常务副主任张海

峰说。

廊坊聚焦该市“两枢纽、三基地”的建设目标，出台

《廊坊市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试行）》，从土地支持、奖金奖励、人才奖励、审批支持、

上市奖励、引荐人奖励 6 方面出台 14 条支持奖励措施，

大力引进现代商贸物流总部企业。同时，廊坊出台支

持现有物流企业转型升级、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发展、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等 25 条措施，提升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质量，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

环境。

“今年廊坊市将进一步实施商贸物流提质增效行

动，启动物流枢纽建设、智慧快递示范等六大工程，引

进知名跨境电商企业 30 家以上，临空经济区国际商贸

物流 CBD 落地区域总部项目 10 家以上，推动中通、圆

通、韵达等北方总部基地项目加快建设，带动现代商贸

物流业实现新突破，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 450 亿元。”

廊坊市商贸物流办专职副主任吴胜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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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较场坝社区，武警

重庆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石柱中队指导员向稳带着几名官兵来到“玉

珍妈妈”家中，为她送来一些生活物资，陪她一起包饺子、唠家常。

官兵口中的“玉珍妈妈”名叫刘玉珍，曾是石柱县的一名小学音

乐教师，1994 年因教唱军歌与中队官兵结缘。1995 年，她遭遇车祸，

一度瘫痪在床，至今仍患有偏瘫。28 年来，一茬茬中队官兵一直坚

持接力照顾刘玉珍。

“多亏中队官兵接力照顾我这么多年，我的日子才越过越好。”谈

起往事，74 岁的刘玉珍有些哽咽。那年，刘玉珍腰尾椎骨骨折，看病

就医花光了所有积蓄，中队官兵知道情况后，自发捐款，当天就把

680 元送到了“玉珍妈妈”手中，中队还定期安排官兵到医院看望她。

刘玉珍的手机壳里夹着一张纸片，上面分别写着中队长、指导员

和中队值班室的电话。有一次，刘玉珍病情突然恶化，生命垂危。她

第一时间给中队打电话，时任中队长的汪仕荣带着几名官兵赶到刘

玉珍家中，冒着大雨连夜把她背到医院抢救。“你们是我最亲的人，有

困难我就给你们打电话。”刘玉珍握住向稳的手说。

“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向稳说，中队把学雷锋活动

融入日常，培养鼓励官兵争做雷锋接班人。中队官兵 28年来接力帮扶

照顾“玉珍妈妈”，就是传承雷锋精神的生动实践。

上图：2 月 27 日，中队卫生员给刘玉珍测量血压。

左图：2005年 4月，中队卫生员到刘玉珍家中为她测量血压。

以上图片均为唐志勇摄

本报福州 2 月 27 日电 （记者钟自炜）

为进一步强化就业帮扶，助力脱贫人口稳岗

增收，福建省人社厅日前出台《关于强化脱

贫人口稳岗就业帮扶六条措施的通知》，提

出强化监测预警、就业援助、稳岗帮扶、技能

培训、跟踪调度、典型培树等 6 条措施，实施

“常态化调度、月定期通报”机制，确保脱贫

人口稳岗就业帮扶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通知要求，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就业状况

跟踪监测，按月在“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实名制

数据库”中更新相关数据。同时，推广脱贫人

口“就业一键帮”平台，实现脱贫劳动力通过

手机端即可“一键”提交就业、培训帮扶需求，

享受就业援助。建立“2473”就业帮扶响应机

制，对新增有就业意愿、培训意愿脱贫劳动

力，在 24 小时内对接了解具体就业、培训需

求，7 个工作日内提供首轮“131”就业服务（1
次职业指导、3 个岗位信息、1 个培训项目），3
个月内帮助达成就业、培训目标。建立结对

挂钩帮扶机制，确保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有培

训意愿未培训脱贫劳动力动态清零。对通过

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开发公益性

岗位予以兜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

人就业，严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福建助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本报银川 2 月 27 日电 （记者刘峰）宁

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关于建立完

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工作机制的通知》，要

求各地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主动发现

报告、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主动发现救助回

访 4 个机制，重点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度残疾人、高龄

老年人等 6 类群体，解决有求助意愿但申请

能力不足，对申请流程不知晓的特殊困难群

众的救助帮扶。

通知要求，在构建主动发现工作网络、强

化信息化手段应用、加大走访排查工作力度

和做好救助热线办理服务 4 个方面，拓展主

动发现渠道。明确县（区）民政部门、乡镇（街

道）、村（社区）的工作职责。

宁夏建立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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