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沂源与全国一起，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县140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五通十有”和集体增收任务全部达标，全域20466户贫
困户全部稳定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作为革命老区县、山区农业县，近年来，沂源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工程、德善工程、摘帽工程”，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回
望过去的一年，沂源县获得两项殊荣：一是被山东省政府表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先进县”，是全省十个之一；二是被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表
彰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是全省五个之一。

沂源儿女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沂源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实干加苦干，成功走出了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精准扶贫之路，
57万沂源儿女书写了一份不负时代的“沂源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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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脱贫攻坚 鲜活可鉴的“沂源样本”
小微扶贫站点里，老人正熟练地给桔梗去皮。

五之

“周转房”模式下的
扶贫透析

65年前，满脸羞涩的唐翠
田带着自己唯一的嫁妆——— 一
个实木衣柜，嫁到沂源县鲁村
镇小北庄村，开始了与这个陌
生村庄一生的交融。

时过境迁，21年前丈夫去
世后，小北庄村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守护着她的晚年。

在小北庄村最平坦的一处
空地，9间崭新的平房与村中
的许多老宅子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这些平房有一个特别的名
字———“周转房”。这9间“周
转房”，共安置了8户9口人，均
为小北庄村搬离危房的五保老
人和空巢老人，而唐翠田便是
其中的一员。

“我一辈子都没住过宾馆，
现在就像天天住宾馆一样。”唐
翠田这样形容在这里的生活。

时间回到2020年7月17
日，唐翠田告别自家风雨飘摇
的老宅，带着自己唯一的嫁妆，
那个实木衣柜搬来了这里。这
个由母亲传于自己，历经百年
沧桑的衣柜，虽与“周转房”内
崭新的陈设甚是不搭，却被唐
翠田摆放在了屋内最显眼的
位置。

“我今年已经86岁了，人
到了这个年纪总爱去想以前的
事。虽然现在啥都不缺，但从
前的苦日子咱也不能忘啊。”

在“周转房”生活的这段时
间里，从米、面、油、盐到肥皂、
牙刷、牙膏、抽纸等，唐翠田的
绝大多数生活所需，都是由小
北庄村村委会提供。不仅如
此，村委会还借沂源县推行“特
殊群体管护”工作的相关政策，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
过招聘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对入
住“周转房”的老人进行照顾，
在落实脱贫工作中实现了“一
举两得”。

如小北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可友所言，在危
房改造工作中推行“周转房”建
设，主要供给搬离危房的五保
老人和空巢老人集中居住，既
保证了产权归集体所有，又能
随时根据房屋使用情况和脱贫
享受政策户申请情况，对住户
进行动态调整，保持“周转房”
循环使用，确保发挥出最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沂源县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截至
目前，沂源县全域的“周转房”
已建成430套，安置五保老人
和空巢老人580人，有效解决
了危房改造对象大都年老体
弱、劳动能力差、无力进行改造
的问题。

几个老姐妹
拉着呱挣着钱

位于沂源县南鲁山镇的流
水村，汩汩泉水如织般萦绕在
村中，晨光熹微，一大早，丁昌
兰老人家中就热闹了起来，村
里的几个“老姐妹”已陆续来到
她家。

一个马扎、一个刮皮器（小
勺）、一张毯子，原来她们都是
到丁昌兰老人家开始今天的桔
梗去皮工作。

“俺们也不用出村，桔梗
定时有人运送，每天近30元的
收入，几个老姐妹拉着呱还能
挣钱。手里有钱了，想买点啥
俺就买点啥。”一根桔梗眨眼
间手起皮落。75岁的丁昌兰
一边熟练地给桔梗刮皮，一边
介绍着她家这个小微扶贫
站点。

在丁昌兰所居住的这处农
家小院的背后，依托于桔梗产
业集聚优势，南鲁山镇采取“协
会+企业+扶贫车间+小微扶贫
站点”模式，主动做好脱贫攻坚
与企业发展的结合文章。

2017年对管理松散、粗放
的桔梗加工点进行整合提升，
在全镇铺开小微扶贫站点建
设，每个扶贫站利用村内闲置
农房、简易仓库、庭院闲场，就
近吸纳贫困户进站务工，贫困
老人和贫困残疾人几乎都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丁昌兰
口中的小微扶贫站点便是
如此。

老伴去世20多年，孩子不
在身边，2013年大规模扶贫工
作进行时丁昌兰被列为贫困
户，她的房子于2018年经过改
造转变为桔梗去皮的小微扶贫
站点。

“当时，我们积极争取扶
贫资金，让产业扶贫项目扎根
乡村，在村子建设桔梗加工标
准化扶贫车间，让企业和农户
紧密衔接，以吸纳更多贫困户
进车间务工。”南鲁山镇流水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丙福表示。

如陈丙福所说，在流水
村的桔梗加工车间里，来自
本村及周边村的群众正热火
朝天地进行桔梗加工，此项
目实现了人均月增收入500
元以上，让他们分享到了优
势产业集聚的收益。

不仅如此，为帮助群众树
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改善老
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品质，
从2020年9月起，流水村每月
逢农历二十，村中80岁以上的
老人可免费来到夕阳红驿站吃
水饺。

“这水饺真香！”热气腾腾
的水饺端上了流水村夕阳红驿
站的餐桌，老人们对皮薄馅大
的水饺赞不绝口，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

“此前，流水村共有56户
贫困户，基本上都是65岁以上
的老人，可以说有劳动能力的
老人都在小微扶贫站点工作，
村民们都在奔向好日子。”陈丙
福自豪地说。

“山东屋脊”
打造脱贫攻坚样本

在一排排井然有序的大
棚中，一茬茬香菇正在贪婪地
吸收着水分和阳光，蓬勃生
长，以不辜负辛苦照顾它们的
园丁。

“别小看了这小小的香菇，
自从有了它，我也不用出远门
打工了，在这里上班一个月能
拿3200元左右。”燕崖镇西白
峪村的赵敬云家里，孩子患病，
丈夫身有残疾，家庭的经济重
担都压在了她身上。2018年，
她来到香菇种植产业园务工，
眼前长势喜人的香菇让她觉得
辛苦劳作都是值得的。

赵敬云工作的香菇园，是
沂源县燕崖镇中辉村2020年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香菇种植产
业园项目，该产业项目的开发，
为的正是从根本上改善群众增
收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

据淄博众志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乐亮介绍，
香菇产业园带动了周边80至
100名村民就业，并且每年按
照政府投入专项扶贫资金8%
的收益率缴纳承包费，用于分
红、村集体经济增收和发展公
共事业。此外，该项目还有效
发挥现代化农业管理和观光
旅游文化传承功能，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和自然资源，有力促
进沂源县以现代农业、绿色产
业为主的农业产业发展。

依托山区特色孕育脱贫攻
坚特色道路，身处“山东屋脊”
的沂源县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
的路。

沂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崇澍在接
受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采访时表示，沂源县认真
落实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
工程、德善工程、摘帽工程”，

坚持精准帮、精准扶、精准脱，
坚决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
骨头。

如李崇澍所说，近年来，
沂源县立足山区实际，以政策
撬动市场，在全省首创小微扶
贫站点模式，发展小微扶贫站
点1087个，带动9500名贫困
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创新推
行危房改造“六统一”模式和

“周转房”集中安置模式，获国
务院督查激励；扎实开展“解
决相对贫困”“扶贫资产管理”
等省级试点工作，受到国家扶
贫改革试验区验收组的充分
肯定。

不仅如此，经过合力攻坚，
沂源县原有20466户贫困户

“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也已
全部稳定达标，140个省定贫
困村“五通十有三万元”全部稳
定达标，沂源县被表彰为“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县”，沂源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被省人社
厅、省扶贫办记大功。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
央、省、市最新工作要求，进一
步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全力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全力争取省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市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镇、村，确保脱贫
攻坚成果持续巩固，重点帮扶
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李崇
澍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科 姜涛 孙锐 李
振兴 孙良栋 通讯员 董玉
芳 王俊

南鲁山镇流水村建设了桔梗加工标准化车间，吸引群众进车间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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