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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扶贫站点”传递脱贫致富“大能量”
本刊记者｜李艳芝  特约通讯员｜李永洪  黄雷  田永清

山东沂源县南鲁山镇北流水村丁

昌兰老人的农家小院里，不时传出阵阵

欢声笑语，很是热闹。十几名老人手持

小勺、腿铺麻布，一个个桔梗在手里飞

转，加工成一个个可爱的“白胖子”。

“建设小微扶贫站点，给贫困户一

个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这是沂源县

实施产业扶贫、实现贫困户务工增收的

重要举措，也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引导贫困户自主脱贫的必由之路。

为特殊群体铺就致富路

沂源县是革命老区县，山地面积占全县的 2/3，贫

困人口 21127 户、34742 人，占全市的 1/3 ；扶贫工作重

点镇有 10 个，占全市的 1/2 ；省扶贫工作重点村有 140

个，占全市的 1/3，脱贫攻坚任务繁重。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60 周岁以上贫困老人占比超过 70%，大多无法

外出务工，如何实现这一群体的稳定增收，成为沂源

县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在南鲁山镇试点的基础上，

在全县全面推开“小微扶贫站点”建设，充分利用农村

的闲置农房、简易仓库、庭院闲场，大力发展桔梗加工、

腰果去壳、玻璃贴花等门槛低、易操作、见效快、绿色

环保的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在家门口务工增收，贫

困老人、贫困残疾人在家门口就业变成了现实。截至

目前，全县已发展带富主体 108 个、小微扶贫站点 980

个，带动 1.9 万农户就近务工，其中贫困户超过 9000

人，实现人均月增收 600 元以上，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度普遍提高。

“要不是这么好的政策，俺家这个小站点是咋着也

干不起来的，别说带着村里的贫困户一起脱贫了，就

是俺自己也脱不了贫啊！”丁昌兰说。老人今年已经

73 岁了，在大力发展小微扶贫站点的政策支持和华康

公司的帮助下，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建设了桔梗加工小

微扶贫站点，带动了 10 多名贫困老人刮桔梗增收致富。

同样，在南麻街道雕崖村的一处玻璃贴花小微扶

贫站点里，也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多亏有这么好的扶贫政策，不但给俺家解了燃眉

之急，还鼓励支持俺靠自己的劳动实现脱贫致富。这

不，俺引进了玻璃贴花项目，拉着村里几个贫困户一

起干活儿，一起脱贫致富！”逯厚一一边整理着刚进

来的货，一边说道。今年 49 岁的逯厚一是建档立卡贫

南鲁山镇桔梗加工小微扶贫站点。陈作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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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肢体二级残疾不能从事繁重劳动，大女儿上大

学，儿子上初中，家庭很困难。他们从小黄庄村引进玻

璃贴花项目，利用自己空闲的两间房子，从附近找了

四五个人干活，其中有三个贫困户，不仅自己每年增

加了 3000 多元收入，还让另外几个贫困户增加了 2000

多元收入。

“像桔梗脱皮、玻璃贴花这类初加工的活儿，在哪

里都能干，非常适合小微扶贫站点模式。通过小微扶

贫站点的建设，贫困老人和残疾人都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同时，针对在家照顾老人、行动不便的贫困户，

各站点还能安排专人上门收发原料、成品，确保了贫

困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增收。”沂源桔梗产业协会会长

陈作顺说。

“小微点”撬动乡村产业大振兴

在沂源，小微扶贫站点不仅为贫困户创造了就业

机会，也为村里的有志青年和“经济能人”带来了创业

机会。在外能人纷纷回乡创业，通过他们的辐射带动，

越来越多的乡村致富能人不断涌现，为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引来了“源头活水”。

南鲁山镇的陈义冲，2012 年大学毕业后，回乡创

办了第一个桔梗加工点。2015 年，他注册资金 100 万

元成立了鑫悦桔梗加工有限公司。他意识到只有企业

抱团发展，扩大规模才能创造品牌价值。于是，号召 30

家桔梗加工企业成立了沂源桔梗产业协会，并担任协

会副会长。为了带动分散的贫困户就业，陈义冲与协

会积极推进小微扶贫站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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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名以上贫困

户进站务工，贫困老人、残疾人和留守妇女，都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全镇发展小微扶贫站 60 个，覆

盖 39 个村，就近吸纳 1700 多贫困户进站务工，其中 60

周岁以上贫困老人达到 1360 人，实现月均增收 600 元

以上，成为当地贫困群众持续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

并被县委县政府列为 2019 年产业扶贫“十百千万”工

程十个主导产业之一，陈义冲也被团中央表彰为“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能手”。

“福堡农业公司在我们村设立了一个腰果加工小

微扶贫站点，吸纳了村里 20 多个劳动力就业，光贫困

户就有 10 几个。”说起村里建起的腰果加工小微扶贫

站点，石桥镇郭家上峪村党支部书记郭照善赞不绝口。

福堡农业公司也是在沂源县大力发展小微扶贫站点的

背景下成立的，积极对接国投青岛公司“一带一路”项

目，签订了 1.5 万吨腰果加工订单，已在石桥、鲁村、

南鲁山等镇办建立小微扶贫站点 60 个，增加就业岗位

1100 余个，其中贫困户近 300 人，支付工资超过 3000

万元，项目的投产达效实现了福堡农业公司跨越发展、

贫困户稳定增收、国投青岛公司节约关税上亿元的“三

赢”目标。

据了解，沂源县委、县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小微

扶贫站点建设，专门制定了“两业融合、双百工程”奖

励办法，列支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对小微扶贫站点按

带动贫困户人数进行奖励，带动人数越多、带动贫困

户收入越高，享受的奖励金额也越高。同时，对贫困户

通过发展生产、务工等方式实现自主脱贫的，根据增

收情况也给予 60—200 元的奖励，并通过扶贫“爱心超

市”发放积分兑换券，进一步调动了贫困户勤劳致富、

自主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贫困户通过在家门口持续务工，收入有了明显提

高，消费不断升级，五天一次的璞邱集成了老百姓口

中的“母猪集”，各类日用百货不用半天就一扫而空 ；

过去伸手向儿女要钱的贫困老人，现在手里有了闲钱

还可以贴补儿女，家庭和谐指数不断提升，小微扶贫

站点的社会功效正逐步显现。同时，各村利用小微扶

贫站点，定期开展移风易俗、扶贫政策宣讲，提高了贫

困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

小微扶贫站点，真正解决了贫困户尤其是 60 周岁

以上贫困老人收入低、易返贫的问题，成为巩固并提

升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的“能量源”。与此同时，小微扶

贫站点产业扩展到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休闲旅游

业等多个行业，通过小微扶贫站点到村到户，促进了

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集聚，激活

了农村闲置山场、林地、土地及人口红利，逐步形成了

一批留得住、干得好的“小老板”和致富带头人，推动

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了乡村振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小微扶贫站点”传递脱贫致富“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