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
报道 2023年，我省脱贫攻
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拓展，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
增长 15.3%，已连续三年高
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牢牢守住了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这一年来，全省乡村振
兴系统部门牢牢锚定主责
主业，压实责任，强化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针对
财政资金拨付使用、小额信

贷发放、脱贫劳动力务工就
业等工作，以周比对、月调
度、季通报等方式及时跟踪
推进，确保工作任务按要求
按步骤按节点圆满完成。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
业振兴。2023年，我省大力
推进产业帮扶，全省实施产
业帮扶项目 3898 个、投资
32 亿元，其中中央和省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66.4%用于支持产业发
展；积极引导发展“庭院经
济”，认定34个村为高质量

发展庭院经济示范村庄。
与此同时，积极开展科技帮
扶，成立36个产业顾问组，
发挥55家省内高校组成的
辽宁省乡村振兴高校联盟
力量，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
集智聚力。

在就业帮扶方面，全省
脱贫人口务工18.8万人，比
上年增长 17.8%；安置公益
性岗位4.9万个。动员社会
帮扶，10126 名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员驻村帮
扶，各级驻村和定点帮扶单
位共投入帮扶资金 7.3 亿

元，发展产业项目 446 个，
直 接 购 买 消 费 帮 扶 产 品
2500万元，帮助销售帮扶产
品4400万元。

防返贫、强帮扶，脱贫基
础更加稳固。我省以县级为
主体责任单位，建立和完善
监测对象动态识别机制，对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等群体进行动态监测，在
饮水安全、危房改造、控辍保
学等方面的问题保持动态清
零。2023年，全省组织开展
两次防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
查，坚持因户施策，做到早发

现、早纳入、
早帮扶、早脱困。

为进一步做好乡村建
设等工作，我省组织编制
2023 年度省级乡村建设任
务清单,完成乡村建设数据
采集工作，共采集 1.1 万个
行政村和444.7万户农户的
基础数据，全省采集覆盖率
达到10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兴 庭院火 村民富

袁家屯村村民李国福：去年老伴儿生病住院，一下子欠了外债。村里得知这种情况，很快就给我安排了公益
岗位，让我不再为家里的生计发愁。

袁家屯村村民袁殿学：第一年，黄瓜大棚就挣钱了。我们这儿离蔬菜批发市场很近，新鲜的黄瓜十分抢手，供
不应求。

袁家屯村党总支书记刘志永：村民们收入涨了好几倍，日子越过越好，一些年轻人也从外地陆续回到家乡，相
互携手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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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在建设
农业强省上攻坚突破。把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三农”
工作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打造现代化大农
业发展先行地。

——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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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玩意可怪呢，两天一宿就能拔
一节，噌噌往上蹿。小年前后，我们这
黄瓜就能上市了。”58 岁的袁殿学站
在棚里垄间，麻利地薅着瓜秧的侧枝
侧蔓，动作轻柔，就像侍弄自己的孩
子。看着他满脸笑容，妻子金桂珍接过话匣，“自打回家种大
棚后，老袁脸上的笑可是多了。”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
干着活儿，一垄垄经梳理过的瓜秧，在他们身后散发出绿意
葱茏的光芒。

4年前，袁殿学和妻子决定结束打工，回到老家葫芦岛
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袁家屯村，租种一个乡村振兴项目
的设施大棚，也一度忐忑不安。好在有村干部的鼓励、带
头人的技术帮扶，他俩勤劳能干，家里的收入开始芝麻开
花节节高。

袁家屯村位于县城西北部约30公里，夹在东大山和南
山之间，呈狭长的带状。时间倒退几年，这里还是省级贫困
村，人均一亩多耕地很难刨出幸福日子，外出务工是大多数
家庭的无奈选择。

“这里的耕地大多是沙土地，老百姓就靠沟里种花生、山
上栽果树，但架不住交通不便，大部分人日子过得紧巴巴。”
袁家屯村党总支书记刘志永说，“2017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不
到8000元，哪家有点儿病和灾的，很容易就出现一夜致贫或
返贫。”

过去，和大多数偏远山村一样，没有带动性产业，是困扰
袁家屯村发展的主要瓶颈。怎么脱贫？怎样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袁家屯村把落脚点放在设施农业上。

转变出现在 2019 年，在县乡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当
地投入财政资金1010万元，在袁家屯村建起46栋标准化设
施大棚，并以承包的形式提供给当地有发展意愿的村民，
既可以缓解村民建设大棚的投资压力，又可以形成稳定的
资产收益。

“当时，大部分村民对设施农业是不太认可的，认为设施
农业技术要求高、风险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带领村民
代表走出去考察，通过学习交流，了解设施农业的种植、管理
和销售等模式，慢慢就统一了认识。”刘志永说。

第一年，袁殿学就尝到了甜头，150米长的黄瓜大棚给
他带来10多万元的毛收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
善。他说：“我们这离蔬菜批发市场只有几公里，每天采摘
来的新鲜黄瓜，就从批发市场输往北京等地，非常抢手。”

在袁殿学等人的示范下，袁家屯村村民的种植热情空
前高涨。不少村民自筹资金建设设施大棚，加入种植黄瓜
的队伍中来。截至目前，全村已建成设施大棚191栋，其中
145 栋为村民自主投资建设，全村黄瓜年产值超过 2000 万
元。

抓住了产业这个牛鼻子，袁家屯村又开始琢磨起新的
产业项目。依托当地水果产量较大的特点，统筹相关部门
资金，村里又建起了一个占地300平方米、容量1500立方米

的恒温库，租赁给水果经销商户
又增加了部分集体收入。短短
的四年时间，袁家屯村从集体零
收入发展到如今年收入36万元，
一跃成为全乡集体收入最高的明

星村。
村集体“钱袋子”鼓起来，村里环境美化、产业谋划、

帮老助困等工作，就有了更好的依靠。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

成效，还是推动乡村振兴，都离不开激发乡村造血功能及
活力，用发展的思维来化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遇到的难
题。

在实现全村75 户169 人贫困人口脱贫，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之后，袁家屯村抢抓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对脱贫
人口、返贫边缘户的监测。通过网格员、驻村干部、村干
部、包村乡干部等，织起一道严密的监测网，发现有村民出
现返贫致贫风险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风险。

2022年3月，村民李国福的老伴儿因病住院，手术自费
花了5万多元，欠下部分外债。刚脱贫不久的李国福，又面
临返贫的风险。村里及时监测到这一情况，迅速启动帮扶
机制，为他安排了村里的环境维护公益岗位。

“家里有六七亩地的玉米花生，每年只有五六千元收
入，老伴儿体弱多病常年吃药。不敢相信，没有党的好政
策和村里的帮扶，这日子该有多难？”67岁的李国福说。如
今，靠着公益岗位的稳定收入，平常到蔬菜大棚做些零工，
李国福也不再为家里生计发愁。

近三年来，通过月排查和日常监测，实施产业帮扶、医
疗帮扶、政策兜底等举措，村里帮5户像李国福这样的边缘
户化解了风险，实现了全村无一返贫的成果。

村里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带来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
年轻人的“回流”。32岁的袁红利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毕业
在外地工作多年后，他目睹村里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机遇，便选择了回来建设家乡。年轻
人的回归，同时也给农村发展带来新理念。

“年轻人接受新生事物强，更注重生产的科学性和效
率。比如前辈在生产中主要是考虑成本，用价格低廉的农
资，而我们更注重效果最佳但价格可能贵的。我们希望通
过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方式，能起到示范作用。”袁红利说。

数据显示，六年间，袁家屯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1
万余元，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富裕村，但袁家屯并没有满
足于现状。2023 年，村里探索新的产业项目，开展了 20 亩
山枣的试种实验，实验成功后准备把村里的闲置坡地利用
起来，增加一个增收渠道。

“过完春节，我们还要去山东考察金银花栽种，想把它
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美化环境和庭院经济两不误。
产业振兴是我们发展的底气，是我们村民过上更幸福生活
的依靠，必须倾心倾情倾力办好。”刘志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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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殿学两口子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