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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农村贫困户来说，危
房改造是一件紧迫的大事。因为他
们手头没有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
子年久失修，有的成为C级房，有的
成为 D 级房，需要维修或重新翻
建。在东新堡村，记者看到的是一
栋栋在原址上翻建的新房子，数一
数共有26栋。在贫困户的新家里，
尽管屋内设施还很简陋，但是家家
都有一股精气神儿，在他们的脸上
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走进贫困户庞国宏的新家，是
一栋漂亮的四间大瓦房。当初村里
几次让他家翻建新房，但庞国宏始
终没有这个打算。不是不想，而是
家里确实拿不出钱，他打算就在低
矮漏雨、快要坍塌的老房子里住一
辈子得了。老伴儿朱玉娥患脑血栓

20 多年，这些年 7 次摔伤导致脑出
血、1次被摩托车撞过、1次让毒蛇咬
过，家里积蓄全部用来给老伴儿治
病和买药了。

但上级部门和村里却始终没有
忘记贫困的庞国宏一家。每年防汛期
间，村党支部书记石鹏都来看看这一
家子人，让他们去亲戚家暂住一阵
子，怕雨季到来房子倒塌发生危险。
每年，石鹏都找庞国宏：“庞叔，房子
该翻建一下了。”前年，石鹏又催促庞
国宏：“庞叔，建房补助增加到5万元
了，剩下不够的钱，我来帮你张罗。怎
么也得把房子先盖起来。”终于，90平
方米的四间大瓦房建起来了。

住房敞亮了，心情也好起来。庞
国宏念念不忘党恩，同时坚定了脱贫
信心。“党的好政策让我住上了新房

子，但咱不能老指望上级帮扶啊。”
尽管已经 61 岁了，但庞国宏说还要
出去打工。曾经历过苦难，总是会让
人变得善良。庞国宏老两口就是这样
的人，尽管家人饱受疾病、生活贫困，
全家还拉着饥荒，但两个女儿出嫁时，
他们却没向对方要一分彩礼钱。“可不
能把饥荒压在孩子们身上，他们生活
也不容易，未来还得好好过日子。”庞
国宏说。

不止住上了新房子，还有一件事
也让庞国宏倍感幸福：小女儿今年生
个大胖小子！“快把孩子头盖好，别让
孩子凉着。”看着小女儿抱着孩子在地
上溜达，庞国宏不忘提醒。他坚信，自
己现在脱了贫又有了新房子，生活好
起来了，女儿和她们下一代人的生活
一定会更好！

庞国宏：党的好政策让我住上了新房子

“俺家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最
要感谢的就是马姐，没有她就没有我
们全家的幸福生活……”9月15日，
在穆家镇郑家村，一提起镇扶贫办
主任马盈，村民杨明伟就赞不绝口。

杨明伟所称赞的“马姐”叫马
盈，是一名普通基层扶贫干部。自
2016年任穆家镇扶贫办主任以来，
她奔波一线、走村入户，为贫困户服
务。杨明伟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因孩子患病而致贫。马盈积极
帮助杨明伟争取小额贴息贷款5万
元，发展养殖业。经过两年的努力，
杨明伟一家现在年纯收入达到 10
万元左右，彻底摆脱了贫困。

“用心用情真扶贫”，一直是马
盈开展工作的初心。东穆家村精准
扶贫户孙群昌和老伴儿年过七旬，
他们的住房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
塌的危险。马盈主动帮助他们申请
危房改造，解决住房问题。如今，孙
群昌和老伴儿已经喜迁新居，安享

晚年。
为帮助贫困户“户户有增收，人

人能脱贫”，马盈积极当好全县实施
的“五小”到户项目工程推进工作的
排头兵。她多次入户走访，确保全
镇 65 户实施“五小”到户项目。胜
利村村民吴国成在马盈的帮助下，
今年刚抓了 8 个小猪崽，发展庭院
生猪饲养，对未来的富裕日子，吴国
成充满了希望。

加强扶贫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也是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去
年 10 月至 11 月间，马盈深入全镇
17个村，一一指导各村扶贫档案管
理，确保全镇脱贫攻坚档案资料齐
全、整理规范。

5年来，马盈带着使命、带着责
任、带着情意将全镇扶贫工作做得
扎扎实实，从找出穷根，到开出良
方，再到定准路子，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线上一名乡村
基层扶贫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小镇扶贫干部的真情怀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在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扶贫产业
项目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辽
阳县今年又把精准扶贫的目光放在
积极发展小庭院、小家禽、小手工、
小买卖、小作坊“五小”产业上，通过
开发这些“五小”项目，进一步做细
做实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为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辽阳县实施“五小”到户项目工
程。县委、县政府派出23名副县级
领导干部包保15个乡（镇），全面督
导各乡（镇）“五小”到户项目开展。
为开发好“五小”到户项目，辽阳县
按照“项目到户、扶持到人，一村多
样、一户一项目”的要求，组织全县
帮扶干部逐家逐户摸清家底，帮助
他们量身制订“五小”到户项目发展
计划。同时，注重加强跟踪服务，强
化技术支撑。通过健全完善贫困户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的利益联结机制，搭建起合作社、种
养大户与贫困户的“鹊桥”，由专业
合作社对贫困户“五小”产业技术、
生产和销售进行指导，优先购买贫
困户“五小”产品。同时，全面强化
农业技术部门的跟踪与指导，下发
种植、养殖技术手册 2000 多套，采
取“定向式”集中指导、“定点式”精
准指导，增强贫困群众致富技能和
巩固脱贫的自信心。

截至目前，辽阳县“五小”到户
项目工程已覆盖全县 15 个乡（镇）
180 个涉贫村 1961 户贫困户，共养
殖肉牛465头、生猪3189头、羊2988
只，特种养殖 203 匹（头/只），庭院
禽类饲养5.35万只，种植特色经济
作物1818.5亩、食用菌13.2万棒，柞
蚕放养522把，养蜂138箱，设施农
业14栋，小作坊、小买卖9个。

“五小”到户工程
助1900余贫困户精准脱贫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辽
阳县把脱贫攻坚作为今年头等大事
和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精准施
策，招招见效，针对重点人群，建立
县、乡、村三级管理台账和挂牌督战
上墙，确保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
掉一人”。

年初以来，辽阳县成立 5 个巡
察组，开展“两不愁、三保障”三查三
看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相
关乡镇限时完成整改，并对重点地
区和重点工作进行挂牌督战。针对
纳入省重点监控未脱贫的 16 户 32
人，辽阳县建立县、乡、村三级管理

台账和挂牌督战上墙。同时，争取
为这16户每户至少安排1个到户产
业项目，做到脱贫一户销号一户。
辽阳县坚持项目扶贫，培育开发出
甜水满族乡仓储扶贫产业项目、富
民菜业冷鲜玉米仓储扶贫产业项
目、前杜农产品深加工扶贫产业项
目、玉龙饮品南果梨深加工扶贫产
业项目。此外，辽阳县还全力抓好
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
饮水安全保障以及兜底保障等各
项措施。目前已解决好 38 个贫困
村、13423 名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
问题。

建立三级管理台账
确保扶贫更精准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9月
16日上午，记者在辽阳县河栏镇鸡鸣
寺村村委会向东望去，汤河水库上游
岸边连接处茫茫一大片绿色原野，陪
同记者采访的鸡鸣寺村“第一书记”
栾世禄告诉记者，这是从去年初夏开
始村里实施的汤河水库水源地生态
修复工程。一年多来，该项工程的实
施使这片近万亩水源地生态得到很
好的改善和保护，也使村民又多了一
条致富路。

鸡鸣寺村地处辽阳县东部山区
汤河水库的上游，村东紧邻水源保护
地。在这片近万亩缓冲带内，既有村
民的台账耕地，又有水库工程管理范
围内的水淹地，保护难度很大，成为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心病”。

2018年秋收后，辽阳县对汤河水

库水源地内的台账耕地实行流转，交
由镇统一管理。河栏镇境内汤河水库
上游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所有耕地全部
交由镇里管理，不再允许种植玉米等农
作物。库区内非耕地的水淹地也纳入
管理范围。但是，如何保护好这片水源
地，并且有效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当
地经济，帮助周边村民增收致富呢？

学农出身的栾世禄，开始发挥自
己的专业特长。他多次实地考察土
壤、地形地貌等生态条件，又根据紫
花苜蓿的生物学特性和建植、应用特
点，反复比较论证，提出在水库周边
种植紫花苜蓿，既可有效保护水源地
环境，又能帮助农民致富。他的这一
建议得到了镇里、县里和汤河水库集
团领导的大力支持。

随后，栾世禄又发动亲朋，托关

系，找熟人，寻找专业性技术公司和
企业来实施这一项目。省内没有，那
就到全国各地找。栾世禄把同学和
过去在出版社当编辑时积累的人脉
全用上了。经过人托人，一个接一个
接力式地联络，终于从北京找到了一
家专业性技术公司，又从天津找到了
一家作业公司——天津绿源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3 日，天津绿源进驻
鸡鸣寺村，由此拉开了在汤河水库上
游河栏段水源地建植紫花苜蓿生态
防护工程的序幕。在不到一年半时
间里，天津绿源先后投入资金2000多
万元建植紫花苜蓿，基本完成了对近
万亩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修复。企
业驻村以来，村民在企业打工收入超
过了50万元。库区治理，水源地保护

难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也让村民
不出村就能挣到钱。

如今放眼望去，茫茫水源地周围
已成漫漫绿洲。碧草青青，鸟歌蝶舞，
旧貌彻底换了新颜。村民在朋友圈里
发图片，感叹“我们村也有草原了”，路
人、游人驻足赏景，新人前来拍照留
影，画家作画……栾世禄说：“每次看
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就有一种安慰
和满足感，做‘第一书记’一回，咱没有
白干！”

栾世禄说，保护好汤河水库水源
是一项长期的责任。下一步，他们计
划在这片绿地的边角区和入库河两
边空地，设计打造花带，配置花卉，形
成壮阔美丽的大地景观，使这万亩水
源地成为促进当地乡村观光游的美
丽风光，继续带领农民致富。

鸡鸣寺村靠生态修复工程闯出致富路

9月15日上午，在辽阳县柳壕镇
罗套村，记者见到了正在小卖店内忙
活的王炎。一脸阳光的她，正在热情
地招呼着进屋买货的客人，拿货算
账，动作麻利，丝毫看不出她是一个
曾经卧床 8 年、动过 5 次大型关节置
换手术的病人。

王炎今年 33 岁。18 岁那年，她
不幸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此后病
情越来越重。父母花光了积蓄，举债
求医也没有治愈，后来严重到四肢僵
硬，无法动弹，只能长期卧床。曾经
是学校中长跑队队员的王炎，长期卧
床，心里很是不甘，甚至绝望。“我在

床上一躺就是8年，所有的关节全部
变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已经绝
望了，学也上不了了，觉得今后生活
没希望了。我知道能手术，但是费用
承担不起。”王炎回忆说。

2016年，辽阳市开展精准医疗扶
贫，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地
毯式的医疗诊察和核查。王炎被纳入
救助名单，实行免费医疗。看病做手
术不花一分钱，走绿色通道，享受VIP
待遇，还有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王炎
说：“我当时真觉得‘天上掉馅饼’砸到
自己头上了。”作为辽阳市第一批被免
费救助的患者，王炎自2016年夏天入

院治疗后，3年时间里，她先后经历了
膝关节、髋关节和肘关节的5次置换
手术，直到出院，她没有花一分钱。经
过两个多月的恢复，王炎终于重新站
起来，可以自己走路了。

随着身体能站起来，王炎开始了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时我就
想，等我再进行肘关节置换手术后，
一定让自己拥有劳动能力，找份工作
或创业来养活自己、养活父母，靠自
己的劳动创造幸福新生活！”

2019年，康复了的王炎在辽阳市
主城区开了一家12平方米的甜品店，
制作当天客户预订的甜点，月收入达

到4000元左右。她还把自己的微信
网名起为“王火火”，希望自己今后的
生活能过得红红火火、拥有稳稳的幸
福。“我的店开起来了，感觉新的生活
从这一刻开始了！”王炎说。

今年，王炎返回家乡继续创业，
她在村里开起了小卖店，每月平均收
入2500元左右。采访中，王炎告诉记
者，听说甜水乡的甜玉米种植收入很
高，成熟早，能上茬种甜玉米下茬种
蔬菜。她最近打算去了解情况，准备
在自家地里和亲戚家地里试种，成功
了将推广并带动周边农民一起种甜
玉米，与村民共同致富。

因病卧床8年的王炎“站”起来了
本报记者 郑有胜

图说 TUSHUO

幸福写在脸上 生活甜在心里
——辽阳县下达河乡东新堡村采访见闻

本报记者 郑有胜

很想再到辽阳县东部山区的下达
河乡东新堡村去看看，因为那是个曾
经的省级贫困村，还有55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们的生活现在过得好吗？

当下达河乡党委书记张丽芬邀请
记者，说“现在的东新堡村变化可大
了，与以前你所看到的东新堡村绝对
不一样”时，记者决定再访东新堡村。

9 月14 日一大早，记者一行驱车
来到东新堡村，不由眼前一亮：黝黑整
洁的柏油路通往每户家门口，户户临
街白墙黛瓦院墙构成景观墙，路两侧
是整齐的绿化带和150多盏路灯，3个
总占地 25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坐
落村中，400 多平方米的二层村委会
办公楼显得格外气派，这哪还有过去
东新堡村的影子？走进新建的村委会
办公楼，大厅、楼梯干净整洁，窗明几
净。一楼是便民服务大厅，二楼是党
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法律服务工作
室、村民代表会议室等。

几年前，记者曾来过东新堡村，
那时的村路是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
天两脚泥”，就说村委会，不到100平方
米的房子，窗户都是用塑料钉上的，缺
凳少椅不说，因没钱买煤柴，冬天都生
不起炉火，嘎嘎冷，村里开会都得到村
民家中去开。就是这样一个“穷掉底
儿”的村子,在辽阳市委组织部、市财
政局、县政协“五包五促”工作队的帮
助下，奇迹般地翻身了：筹资 125 万
元，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盖起了10栋
大棚对外承包，多少年来村集体经济
第一次实现零的突破，有了9.2万元的
收入，第一次向全村55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分红；种了一辈子大田的农民第
一次种上吃上反季蔬菜，省级贫困村
帽子摘掉了、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总之，对于397户东新堡村农民来说，
真正感受到精准扶贫带来的实惠。

集体经济：
从无到有的突破

当山外温室大棚风生水起、扣大
棚的农民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远在大山深处的东新堡村却是静悄悄
的。“这些年不是不想扣，而是没有钱
扣。土地流转、用水、拉电，钢筋骨架、
塑料膜，都需要钱。”石鹏说。去年底，
一批帮扶资金向村里涌来：壮大村集
体经济60万元帮扶资金、50万元扶贫
基金一一到位，土地流转搞起来了，县
政协“五包五促”工作队帮助协调水电也
动起来了，10栋温室大棚顺利建起，今
年初开始承包给农民种植农作物。村

里从此有了温室大棚这一“新生事物”。
村民温荣飞花7200 元租种了一

栋大棚，种植香瓜、香菜、茼蒿和辣椒
等。因为是新手，她每天都待在大棚
里精心侍弄一株株秧苗，这可是全家
一年收成的希望，不能有闪失。头茬
香瓜就喜获丰收，卖了1万多元，把租
金赚回来了不说还有剩余，这一下心
落了地。香菜、茼蒿、辣椒也卖了
4000多元。“比种玉米强多了，这是个
致富好项目。”温荣飞一边清除茼蒿
间的杂草，一边笑着说。

让温荣飞和其他9名租种大棚的
村民最为担心的是大棚蔬菜种植技
术问题。“村里现在正积极联系县农
技推广站的专家，希望多来村里给农
民上课，培训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传
授农民致富本领。”石鹏说。

在东新堡村采访，有个细节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在村委会办公楼西墙
根下，整齐地摆放着13个装满农药甁
的编织袋，一问原来都是村民从地边
沟旁、边边角角自发收集上来的。村
党支部委员石丽荣说：“我们这里是

水源地一级和二级保护区，村民们的
环保意识都很强。”她告诉记者，村里
的3个文化广场，已经成为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我爸妈每天晚上都
去广场扭大秧歌，那劲头儿比吃饭还
积极。”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从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到一举摘
帽，5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村里有了
致富项目、村集体有了稳定的经济收
入，东新堡村397户1125口老老少少
扭起了欢快的大秧歌，幸福写在脸
上，生活甜在心里。

温荣飞：头一茬大棚香瓜就挣了1万多

辽阳县政协“五包五促”工作队走进东新堡村温室大棚开展帮扶工作。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摄

辽阳县妇联近日举行贫困大学
生助学关爱资金发放仪式，全县26
名考入本科以上院校的贫困单亲家
庭 子 女 每 人 获 得 关 爱 资 金 2000

元。3年来，县妇联共为89名贫困
单亲家庭的学生争取各级救助金
17.9万元，为贫困学子送去了关爱。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摄

发放贫困大学生助学关爱资金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辽
阳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抓实工作
项目，突出品牌效应，将基层党建与
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决战脱贫攻坚。

通过实施书记项目工程，在全县
形成县级领导包乡镇、县直部门包
村、乡镇机关干部包组的上下贯通、
整体联动的党建合力，聚力脱贫攻坚
工作。截至目前，全县15名县级党
员领导干部带头到 45 个党建联系
点、贫困村和“两新”组织指导工作，
6000多名党员将脱贫攻坚作为公开

承诺的重要内容。
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

会主任“一肩挑”工作，加强村党组织
对村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截至目
前，全县“一肩挑”比例已达到95%，
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党组织站到脱贫攻坚“前台”。同时，
健全县、乡、村三级培训体系。截至
目前，全县培训基层党组织书记220
人次，选派干部289人次，进一步提
高脱贫攻坚工作的业务水平，为决战
脱贫攻坚打造了一支强军。

培训基层党组织书记2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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