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县主要扶贫产业

养殖产业
以温氏养猪农场为代表，贫

困户将到户扶贫资金入股，参与
养殖利润分成。

光伏产业
全县建设并网发电集中式光

伏电站7处，扶持贫困人口17550
人，年人均分红400元。

服装加工产业
与宝联勇久公司签署协议，

利用闲置地块建扶贫工厂带动
1330人就业，年工资2万元左右。

特色种植产业
建高标准果园41个，带动贫困

人口3690人，年人均增收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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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确保 4823户 8442人脱
贫，31个贫困村销号、贫困县“摘帽”，
这是朝阳县今年制定的脱贫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朝阳县针对现状，
坚持精准底数、精准措施、精准责任、
精准效果“四个精准”原则，发展以温
氏养猪农场为代表的养殖产业、以高
标准果园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产业及
光伏电站、服装加工四大扶贫产业，
安排落实各类扶贫项目 412个，逐步
形成了叠加覆盖的产业支撑格局，收
到了良好效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朝阳县温
氏养猪扶贫农场项目采用“1、3”模
式，“1”指政府部门，“3”指企业、家庭
扶贫农场、建档立卡贫困户。县里出
台优惠政策，扶贫部门具体组织协
调，乡镇政府整合资金、资源，扶持
具备条件的贫困村建设扶贫农场。
资金来源为金融扶贫贷款、整合涉
农部门资金，扶贫资金集中使用，
日常饲养由扶贫农场统一管理。温
氏公司按不低于同期市场价格保底
回收，确保扶贫农场规避风险。贫
困户将到户扶贫资金入股，参与养
殖利润分成。

与此同时，朝阳县充分利用当地
日照时间长、低山、丘陵多等自然优
势，并通过政府帮助协调光伏电站建
设场地、企业出资方式，合作建设集中
式光伏电站，实现了企业有利润、政府
有收益、贫困户脱贫有保障的多赢目
标。协议约定，企业按 10 兆瓦/年提
供60 万元发电利润给朝阳县，期限
5 年。全县建设并网发电集中式光
伏电站 7 处，装机容量 117 兆瓦。一
部分以“鸡生蛋、蛋生鸡”方式，扶持
建设村级光伏电站和户用型光伏电
站；一部分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分
红，年人均分红400元，可扶持贫困人
口17550人。

朝阳县政府还与宝联勇久公司签
署协议，以贫困户扶贫资金和银行扶
贫信贷资金入股服装厂，利用闲置
地块建扶贫工厂，为贫困人口就地
就业搭建平台，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奠定基础。截至2018年末，全县共建成

扶贫工厂20个，其中具备两条生产线的
车间14个，具备一条生产线的车间6
个，两条生产线的车间每个工厂每年
可提取10万元利润为贫困户分红，一
条生产线的车间每年可提取5万元利
润用于精准扶贫。同时，20个扶贫工
厂可解决1330人（贫困户210人）就地
就业，年工资2万元左右。

发展以高标准果园为代表的特
色种植产业是朝阳县助力脱贫攻坚
的又一举措。截至去年年末，朝阳县
共建设高标准果园41个，按每个扶贫
果园10公顷计算，坐果期每年林下经
济可获利润4.5万元，41个果园年获利
润184.5万元，可带动贫困人口3690人
脱贫增收，年人均增收500元。同时，
果园还可为贫困户提供劳务增收岗
位，成果期后的全部利润用于2020年
后巩固脱贫成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乡村振兴。
此外，朝阳县还积极引导贫困户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
份合作社，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领贫困群众共同致富。参股贫困户除
了分红之外，还可获得劳务报酬。到
2018年末，全县登记土地股份合作社
345家，流转土地 50067公顷，入社农
民 1.27 万户，带动贫困人口 7380 人，
年人均增收300元。

今年，朝阳县 28 个乡镇（场街）
计划新增1至2个主导产业项目，131
个贫困村每村都要有 1 个主导产业
项目，安排落实各类扶贫项目 412
个。目前，已建设完工 164 个，在建
248 个。待项目产生效益后，对全县
所有贫困人口产业项目的覆盖率可
再次叠加1倍。

冯建波 本报记者 张 辉

围绕特色种植、服装加工等四大产业

朝阳县实施412个项目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我们
乡种植水蜜桃已有十几年历史了，现
在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在家里就
可以把桃子卖了。”9 月 9 日，朝阳县
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党支部书记李
春军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村的水蜜桃
产量可达15万公斤，售桃所得收益既
保证了贫困户如期脱贫，又壮大了村
级集体经济。

近年来，北四家子乡以朝阳县
“五大产业”组合叠加扶贫模式为指
引，紧紧抓住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一主
线，积极扶持“合作社+”扶贫模式，带
动全乡群众发展以水蜜桃为主的林
果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统领、产业
带动、强村富民”的发展之路。

北四家子乡水蜜桃是朝阳县一

大特色水果产业，所产的水蜜桃果
肉丰满、浆汁丰足、肉核分离、甜酸
可口，富含钙磷铁锌锰钾硒等 40 多
种微量元素和多样氨基酸及不饱和
酸，市场上供不应求，曾先后荣获
1999 年昆明世博会铜奖、国家绿色
食品证书、国家绿色食品博览会金
奖等殊荣。

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是省级扶
贫村，为了做大做强水蜜桃这一特色
产业，该村坚持党建统领，产业带动，
大力推行“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叠加式扶贫模式，2017年正式注册成
立了由村集体管控的朝阳县春军土
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吸纳 134
户农户入股，其中贫困户38户。合作
社实行分红制度，以 0.067 公顷土地

计算，入股农户每年至少分得 500 元
保底分红，二次分红按照 4∶1∶5的比
例，剩余收益的40%给入股村民，10%
归理事监事，50%归村集体。

在李春军的带领下，唐杖子村充
分利用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和乡村
人才振兴的政策机遇，在大连海洋大
学的帮扶下，依托合作社发展水蜜桃
产业，共流转土地、荒山 105公顷，栽
植水蜜桃、油桃、苹果等果树 8.7 万
株，林下种植谷子、地瓜等矮棵作物，
既保证贫困户如期脱贫，又壮大了村
级集体经济。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扶贫模式，唐杖子村实现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贫困户
长期稳定脱贫。一是土地流转促脱
贫 。 38 户 贫 困 户 以 土 地 入 股 ，每

0.067 公 顷 土 地 每 年 平 均 分 红 500
元。二是务工就业助脱贫。2016 年
以来，果园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
供400余个临时工作岗位，带动30名
贫困人口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三
是入股分红保脱贫。贫困户以扶贫资
金入股，102户269名贫困人口每年可
获分红300元。四是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通过发展水蜜桃产业，唐杖子
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今年预计
可突破80万元。今年，该乡10个行政
村中已有7个村建设了村集体扶贫果
园，总计209.4公顷，带动贫困户91户
257人。

以“果”兴业，以“果”脱贫，北四
家子乡走出了一条果业特色扶贫发
展之路。

北四家子走出果业特色扶贫发展路

中秋节前，记者在朝阳县羊山镇
的盛京满绣技艺扶贫车间看到，40余
名“绣娘”有序地坐在各自的绣花绷
架前，巧手分穿各色的丝线，力度精
准地下针，手腕不停地翻飞，一幅海
水江崖纹样就在绣布上渐渐地浮现
出来了……置身其中，不禁令人惊叹
这项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更赞叹于
这个以非遗项目为引领，带领乡村妇
女脱贫致富的文化产业项目的扶贫
模式。

盛京满绣是沈阳地域文化的非
遗符号。满族宫廷刺绣又被称为“中
国清朝皇族刺绣”，龙纹图案是盛京
满绣的一大特点，使用的盘金线在
当时是皇家专用材料。时至今日，
盛京满族刺绣的艺术形式依旧带着
浓浓的民族特色，浓厚的乡土气息
感染着很多人。申遗成功后，目前
盛京满绣已启动艺术产业化模式，
经过全国各领域专家论证，实施公
司化管理。盛京满绣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非遗技艺传承、旗
袍设计、定制、销售、文旅小镇开发、
文创产品研发等于一体的以非遗产
业为核心的公司。该公司积极投身
精准扶贫事业，与省市各级扶贫部
门大力合作，已在省内开启 42 个扶
贫点，成立满绣专业村，建立盛京满
绣技艺传承扶贫(孵化)车间，解决了
数百人的就业问题。

为带领村民共同脱贫致富，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派驻朝阳县
羊山镇党委第一副书记杜春雷积极
沟通协调，引进盛京满绣项目，在羊
山镇挂牌成立以村为单位的盛京满
绣技艺扶贫车间，同时建立以羊山
镇为中心，面向全县、辐射整个朝阳
地区的盛京满绣培训基地。经过半
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今年 5 月促成
了朝阳县招商代表团赴沈阳与盛京

满绣集团负责人洽谈。6 月 11 日，
朝阳县与盛京满绣公司签约，落地

“飞地经济”项目，在朝阳设立辽宁
绣未来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全方位
推进盛京满绣技艺扶贫车间建设，
力争通过一年的努力建立 100 个以
上，可解决 1500 人至 2000 人就业的
盛京满绣技艺扶贫车间，实现销售
产值 1 亿元的阶段目标。羊山镇也
先后组织了盛京满绣技艺扶贫车间

动员会、座谈会和培训班。8 月 16
日，在县镇有关部门和百余位“绣
娘”的共同见证下，盛京满绣刺绣
扶贫车间授牌仪式和羊山镇盛京
满绣培训基地建立启动仪式举行，
标志着朝阳县产业扶贫迈出新步
伐。当日，盛京满绣品牌创始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盛京满绣第四代
传承人杨晓桐来到羊山镇徐杖子村
盛京满绣刺绣扶贫车间为广大妇女
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盛京满绣刺绣
技艺，并传授学员绣工技巧。

据了解，满绣简单易学，零基础
都可以学，只要经过短期培训都能
上手，绣品由盛京满绣公司提供，完
成后回收，不愁销路。目前，经过对
朝阳县羊山镇及周边乡镇的 21 个
村 100余名农村妇女的培训，已有 32
人获得首批薪酬 12540 元，其余按照
绣品数量和质量直接支付报酬。经
测算，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接受培
训的广大妇女初级水平月收入达到
1500 元至 3000 元，中级能达到 5000
元左右。羊山镇南营子村妇联主席
王晓梅深有感触地说，她以前绣过
十字绣，平时就喜欢绣一些小件，这
次参加盛京满绣的培训，对自己和
羊山村的妇女来说都是个好机会，
既能学到满绣技艺，又能照顾家且
不耽误农活，还能赚钱，大家都学得
很用心。

成立满绣专业村 建千人扶贫车间 请专家传授技艺

羊山镇脱贫致富做足“绣花功夫”
本报记者 张 辉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政
府免费给的溜达鸡，我们要好好喂
养，争取早点脱贫。”9 月 8 日，朝阳
县尚志乡冯杖子村贫困户李学民信
心十足地告诉记者。

朝阳县尚志乡冯杖子村养殖
（种植）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8 月
份，该乡为66户有饲养能力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户免费分发了 4 至 5
只即将下蛋的溜达鸡，以扶贫产业
项目帮助村民尽快脱贫。

今年 4 月下旬，中国铁塔辽宁
分公司、省农行注入资金，与尚志乡
政府一起在冯杖子村建设扶贫产
业项目基地。从购买笨鸡蛋、雇人
孵化小鸡到采用玉米加麦喂养、满

山散养等绿色养殖方式，1300只溜
达鸡经过几个月的饲养，目前公鸡
重量已有1.5公斤左右，母鸡也已长
成半大鸡。

这种尝试性扶贫方式可以让贫
困户有两次受益：一是贫困户卖溜
达鸡鸡蛋，一年有可观的收入；二是
企业员工订购溜达鸡的大量收入，
一部分归村集体用于滚动发展资
金，另一部分再次分配给贫困户，这
种循环式长期稳定脱贫项目，可为
脱贫攻坚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这
个基地还有谷子种植和小批量育肥
猪项目，通过实验，明年将确定重
点，把基地做强做大，让长期稳定扶
贫项目真正服务于百姓。

尚志乡建起扶贫产业项目基地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9 月
9 日，在朝阳县西营子乡的朝阳县
丰实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14 公顷
入股土地上，社员们正热火朝天地
忙着收获土豆。

据了解，这些土豆除了销往市
内的市场、超市，还远销云南、内蒙
古、银川等地，最远销往缅甸。自
2017年村流转土地入股合作社后，
仅土豆种植一项，就带动贫困户 20
余人就业，产生的效益分红惠及了
全体村民。

朝阳县丰实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位于西营子乡仇家店村，2014
年 9 月成立，前身是朝阳县西营子
乡丰实蔬菜专业合作社，2017 年

更名为土地股份合作社。2015 年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70户 180人，
实现每人分红900元。带动50余人
就业，其中贫困户16人。村民以土
地经营权入股 57.6 公顷，用以种植
辣椒、大葱、萝卜等裸地蔬菜，加快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订
单产业和保底加分红的方式，加之
土地集约化经营管理，让社员没有
后顾之忧。

据估算，今年合作社生产蔬菜
1000多吨，带动就业50余人，帮扶贫
困户28户。此外，今年实施扶贫果
园一处，占地 27.3 公顷，栽植李子，
带动贫困户15户35人，带动劳动力
就业24人。

西营子乡裸地蔬菜丰收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朝阳
县波罗赤镇经多方努力，引进河北
盐百集团的手工藤编产业项目，并
在该镇波罗赤村成立了朝阳县惠民
手工工艺品制造厂，建立了党建扶
贫培训基地，制定了“村党支部+村
集体+贫困户+个人”的合作发展模
式，既确保了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又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河北盐百集团的手工藤编产业
项目占地少，经济效益可观，建档立
卡贫困户、五保户等有劳动能力者
均可来厂务工。来厂务工的村民既
可以在厂内进行产品加工，也可以
把原材料带回家中加工成半成品，
随后再带回厂内进行成品组装，每
人每天能编织七八个产品，日收入
五六十元，多的可达70余元，月收入

可达到2000元。没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可以享受村集体补助金，补助
金每年100元至300元，实现稳定脱
贫。此外，该产业还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每年达3万元左右。

今年，在镇政府大力扶持下，该
镇又在南洼村、康家屯村分别设
点，聘请河北盐百集团技师进行指
导培训，通过简单易学的手工业藤
编扶贫项目，让更多村民不出家门
即可获得收益，真正达到产业扶贫
目的。

据介绍，目前该镇引进的手工
藤编项目已在朝阳县25个乡镇（场、
街）进行项目推广布点28处，尚有3
个乡镇3处布点正在选址中，其已成
为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的助推器。

手工藤编业带富波罗赤村村民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朝阳
县大庙镇针对贫困现状，以产业扶
贫带领乡村振兴，通过扶贫服装厂
项目、温氏家庭养猪农场项目、凤友
肉驴养殖场项目、鞠杖子村级光伏
发电项目等扶贫产业支撑，实现了
全镇持续稳定的脱贫效果。

去年，大庙镇投资53.28万元与
宝联明盛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大
庙村建设服装加工厂，一条生产
线，带动 20 余人就业，2018 年带动
128 户 216 人脱贫增收，每人分红
300元，2019年将持续带动贫困人口
脱贫。

2016 年，镇政府与温氏集团合
作，建设年出栏生猪4000头规模的
养殖场，镇政府以承包方式将养
猪场包给鞠杖子村村民李尚峰，
每 年 向镇里上缴利润 6 万元，为
2016年、2017年全镇脱贫户每人分
红300元。

朝阳县凤友肉驴养殖场坐落在

大庙镇邓杖子村东沟组，占地 0.67
公顷，厂房1000平方米，2018年镇政
府与养殖场负责人丁凤友签订合作
协议，入股扶贫资金30万元，新增能
繁母驴50头，养驴总数达到100头，
当年繁殖驴驹40头，预计年获利10
万元，用于贫困户216人分红，每人
200元。根据协议，该养殖场从2018
年起可持续 5 年带动贫困户增收。
2019 年镇里又投入扶贫资金 20 万
元，用于肉驴养殖场扩建。

大 庙 镇 鞠 杖 子 村 级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坐 落 在 大 庙 镇 鞠 杖 子 村
西北沟组外东山坡上，于2018年建
设一处200千瓦光伏电站1处，目前
总发电量 10.4 千瓦时，结算电费
3.26万元，2019年带动贫困户168户
306人。

据了解，仅2018年大庙镇共实
施扶贫产业项目9个，带动贫困人口
374户659人，1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
收入总计达到172.2万元。

产业扶贫鼓了大庙镇农民腰包

如今，三花鹅养殖已成为朝阳
县胜利镇的重点扶贫产业。

胜利镇黄杖子村三花鹅育雏基
地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基地共育鹅
雏10万只，出栏后每只鹅售价按100
元计算，项目纯利润可达200万元。

据了解，胜利镇计划采用给全

镇有养殖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放三花鹅进行家庭养殖，7 个村集
体集中养殖，用水果、玉米、秸秆加
工成饲料进行集中养殖三种模式推
广扶贫养殖。

本报记者 张 辉 文
冯建波 摄

胜利镇三种模式推广扶贫养殖

乡镇亮点 LIANG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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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娘”正在扶贫车间绣花绷架前专心制作绣品。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大庙镇大庙村村民在扶贫服装厂加工订单产品。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