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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批产业扶贫项目、打造一批
产业扶贫基地、培育一批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一批带贫龙头企业，引导贫困
群众参与项目建设、融入产业链条。去
年以来，偃师积极探索完善贫困群众与
带贫载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

“1+5+N”（“1”，即委托加工；“5”，即五
大产业基地；“N”，即凝聚多方合力）特
色产业扶贫模式，重点培育来料加工、
设施农业、畜牧养殖、生态旅游、特色种
植等五大特色产业基地，这一产业扶贫
模式让偃师的脱贫攻坚之路走得格外
稳健。

“扶贫就是要让群众有稳定的、可
持续的收入，因此发展产业是实现真脱
贫的核心，也是首要问题。”谈到产业扶
贫，偃师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深有感触地
说。2019 年，至少让 3700 名贫困人口
脱贫，这是偃师在脱贫攻坚中的决心和
承诺，也是对贫困群众的担当。

支柱产业带动帮扶
偃师民营经济发达，起步早、发展

快，产业基础较好。制鞋、电线电缆、摩
托车、针织等产业均形成了集聚发展的
优势，这些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和产品年
产量均居全国前列，相关企业有 2000
余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

偃师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着力通
过来单加工、来料加工，吸纳大量贫困
人口就近就地就业，既增加了群众收
入 ，又 加 快 了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步
伐。各镇（街道）对照各自实际及经济
发展基础，依托自身资源，按照“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一乡多业”原则，发
展优势产业。

偃师的支柱产业还有槐新、伊洛、
商城街道和山化镇的布鞋产业，缑氏镇
的制鼓产业，以及翟镇镇的针织产业
等，多年的生产、销售、经营积累了大量
的经验。在脱贫攻坚中，这些产业将持
续发挥力量，带动群众摆脱贫困、走向
富裕。

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建设一批扶贫加工点、建设创业就

业扶贫基地、发展特色种植业、创建扶

贫车间、开展旅游扶贫和金融扶贫……
各种产业的发展如春日百花盛开在偃
师大地，各镇（街道）因地制宜，走多样
化产业扶贫路子，达到精准扶贫、持续
致富效果。

府店镇柏峪村贫困户乔雪芳在村里
的鞋帮加工点务工，每月收入 1000 余
元，还能兼顾家务。谈及这份新工作，她
十分满意：“这个车间好，就设在村头，时
间也自由，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不给
子女增添负担，还能贴补家用。”

偃师利用财政资金，在山化镇、首
阳山街道建设一批扶贫加工点、创业就
业扶贫基地等产业扶贫项目，大力发展
鞋业加工、针织业等传统加工业，增加
建档立卡贫困户收益并带动贫困户直
接参与产业发展或就近实现转移就
业。偃师有300家制鞋企业进行区域内
来料加工业务，每年加工鞋帮、鞋垫、商
标等约3亿件，针织产品约600万件，产
值7亿元，带动群众就业1.5万余人，其
中贫困群众 1700 余名，每人年增收
5000元以上。

山化镇光明村贫困户戚定安在村
里的扶贫车间务工，每天收入60元，实
现了“一人务工，全家脱贫”。为此，他
还编了一首打油诗赞扬扶贫车间：门口
务工就是好，兼顾庄稼和老小，一人就

业赚钱，全家实现脱贫。
在缑氏镇、大口镇等种植、养殖业

发达镇，与洛阳龙头企业合作，通过“公
司+基地+贫困户”“公司+支部+专业合
作社+金融+贫困户”等带贫模式，引导
贫困群众成立种植、养殖合作社，鼓励
贫困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流
转土地及生产托管、代种代养等方式，
参与合作社经营，抱团发展，多种渠道
增加贫困户收入。

缑氏镇化寨村远达养鸡场产业基
地扶贫项目，引导缑氏镇621户贫困户
成立养殖合作社，以生产托管形式委托
远达养鸡场进行集中代养，每年每户贫
困户可实现稳定增收1300元以上。

府店镇、缑氏镇、大口镇等利用发
展中药材、香菇等特色农产品种植的独
特地理优势，与天津天士力集团、洛阳
三阳食用菌公司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采取“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发展模
式，通过委托种植、大户（能人）带动等
方式，鼓励500余户贫困户自主发展中
药材、香菇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实现双
方互利共赢。

位于府店镇西口孜村的府店镇扶
贫产业基地安排贫困劳动力30余人，每
人每年收入不低于15000元，务工人员
在获取劳动报酬的同时，还可学习现代

化的香菇种植专业知识。
偃师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重点培

育生态旅游基地，积极开展旅游扶贫，
以府店镇柏峪、来定、安乐等村为中心
重点发展农家乐、水果采摘、休闲观光、
体验农业等，打造一批基础设施完善、
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带动景区沿线贫
困户通过开办农家乐、出售特色山珍、
务工等形式，逐步实现脱贫。

去 年 以 来 ，偃 师 先 后 投 入 资 金
1591.5 万元，实施产业项目 25 个，如今
项目已全部建成投用，带动贫困户2878
户9203人脱贫致富，户均增收1000元
以上，实现了每户贫困户至少有两个以
上产业项目或增收措施，每个重点村都
有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1+5+N”模
式是偃师在脱贫攻坚探索中的智慧结
晶，目前偃师市副处级以上干部全部包
镇联村帮扶到户，各帮扶单位选派53名
驻村第一书记、53个驻村工作队共200
多名年轻优秀干部驻村开展结对帮
扶。帮扶责任人针对每户贫困户和家
庭成员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贫困户致
贫原因、脱贫意愿，因户因人施策，精准
发力，带领偃师4890户16214名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奔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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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探索形成助农脱贫“1+5+N”模式

支柱产业带动帮扶 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雨后的府店镇车李村分外静谧。李向峰和往常一样，

早早地收拾好床铺。在他担任车李村驻村第一书记的两年
多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达工作站的人。

李向峰是个“80后”，但他身上有着超越年龄的自信和
沉稳，扶贫工作重压在身，他以让青春无悔的良好心态，积
极承担起责任，为村民增产，为贫困户增收，为实现全村脱
贫尽心竭力。

在担任车李村驻村第一书记前，李向峰是偃师市教体
局的一名干部，驻村后，他不断入户调研，了解贫困户家庭
收入、贫困原因，确保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他首先协调
自家单位，发挥主体优势，搭建就业平台，解决了车李村15
名贫困户想就业而无门路的现实问题。

在车李村吨包袋加工点，负责人闫英鸽表示，这个点是
在李向峰的协调下开办起来的，一共招收15人，每个人现
在一天能挣50元左右，多的时候能挣70元。

府店镇车李村位于偃师市南部山区，地势高，交通不
便，以前村民耕种农作物全靠人力，李向峰便想方设法协调
资金，购置拖拉机来解决村民的耕种难题。经过努力，村里
出了2万多元，镇里协调资金2万多元，购置了一台“东方
红”拖拉机，农忙季节给老百姓犁地。

购置设备解决了耕作的难题，但是由于车李村地理位
置特殊，耕地多为旱地，小麦、玉米种植产量少、效益低，李
向峰和村“两委”人员经过多次外出考察，结合车李村的实
际情况，对比经济效益，决定让贫困户种植丹参，还定期开
展培训，让贫困户学习中药材知识，了解最新市场行情。

丹参种植户董现宗表示，他今年种植了8亩多丹参，一
年的收入有2000多元。

如今，药材种植成了村里的主导产业，村里还成立了药
材种植合作社，并与天津等地的药材企业开展合作，解决了
销路问题。

目前，车李村已经种植丹参110亩，第二批估计能再种
植100亩，第一批种植的丹参到明年七八月便可见效益。

为适应车李村相对干旱的土壤特性，李向峰还运用“主
导+创新”的模式，成立了村内致富带头人队伍，在山东等
地采购良种，尝试耐旱花椒的种植。

松柏崖顶、桃杏缠腰、核桃落底、花椒镶边，地处青
山白云间的车李村，景色宜人，民风淳朴。为打造好车
李村独有的旅游名片，李向峰协调上级资金 110 万元，
用两个月的时间修通了 2 公里的进山道路，让游客能更
方便地走进车李、了解车李。

静心养气，食宿山林，发展农家乐项目也成为车李
村为贫困户增收的一项支柱产业。李向峰说，每到周
末，来车李登山、休闲娱乐的人比较多，考虑到这种实际情
况，他协调上级扶贫资金40万元建成一个农家乐项目，目
前已对外出租，租金每年3万元，用于扶持27户贫困户，每
户每年可获得1100元收益。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两年来，李向峰真正做到
了安下心、扑下身、扎下根。为了乡亲们脱贫致富，他撸起
袖子加油干。

（王雷）

在车李村
感受“奋斗的幸福”

工人在扶贫车间内忙碌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