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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授鱼，也授渔
9月 25日，秋风送寒，但挡不住龙湖镇梅

山村周边群众“求知”的热情。2015年雨露计
划实用技术培训班开班，写有“家有良田万
顷，不如一技在身”的标语挂在院内，一堂用
方言讲解的烹饪技术课程正在进行。

这里，可以容纳几十人的院子座无虚席。
龙湖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学员全部都是田间地
头的农民或外出回乡的打工者，他们聚集在一
处为了同一个目标：学习烹饪技术。教员通过
风趣、幽默的语言将每道菜的材料及制作工序
讲解得通俗易懂，农民学员们认真听讲、做好
笔记，并能与老师很好地互动起来。学员的问
题非常“接地气”，教员一一解答。随之，对讲
解的每道菜进行了操刀演示，再次把学员们的
学习热情带动了起来……

“学会了手艺我也能当老板。”村民刘全
荣告诉记者，他心里已经铆足了劲儿，在学习
后有了创业的打算。实际上，通过雨露计划
脱贫致富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2014年，具茨山景区管委会辖区内的王建宏、
张广林也是通过烹饪技术培训后开了自家的
农家乐园，如今生意红火，幸福美满。

精准扶贫，技能先行。2015年，新郑市计
划完成雨露计划及职业技能培训任务 1530
人，其中，雨露计划金蓝领中等职教育培训
400人，实用技术培训500人，动员和组织社会
力量开展就近就地培训100人，郑州市级贫困
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530人。“我们因地制宜，
缺什么训什么。”新郑市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开展的技能培训主要包括烹饪、家政、月
嫂、钳工、焊工、驾驶技术等这些市场需求量
大、上手快、收益好的“香饽饽”行业。

新郑市在教给贫困户“织网”之术、强化
贫困户“造血”功能、传授贫困户致富本领、组
织贫困户创业生财上下功夫，不断提升贫困
户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扶持引导，鼓励农村
贫困家庭新生劳动力接受中等教育、参加短
期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从中学到
一技之长，使他们自主创业和发展现代农业，
早日脱贫致富。依托农民合作创业工程，以
农民特色创业园为平台，引导15~30岁人群中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自主创业；依托“双免
工程”、雨露计划等城乡劳动力转移工程，以
新型农民协会为纽带，广泛开展免费职业培
训和推荐就业，引导 31~45岁人员就近就业；
依托公益性岗位和第三产业发展，引导46~60
岁人员充分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新郑市按照“金种子”贫
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安排和要求，争取
郑州市财政扶贫资金500万元，先期安排具茨
山管委会柿树行村、大槐树村、辛店镇裴商庙
村等 10个贫困村同步开展试点，目前试点村
互助资金工作已开始正常运行。截至9月底，
累计发放贷款近500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际上，技能扶
贫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育产业，补短板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最终要依靠自身发

展来解决。
新郑市要实现稳定脱贫、持续发展，归

根结底要依靠产业的“造血式”发展来支撑，
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新郑围
绕“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
念，念好“山”字经，做足“绿”文章，做强

“特”产业。
具茨山山区小杂果种植面积广，达 2500

多亩。但由于交通限制，当地村民年年是丰
收不丰产。柿树行村位于具茨山北坡太白岭
上，曾经村里沟壑纵横、极度缺水，严重制约

村中经济发展，村民们一直过着比较艰苦的生
活。

如今，每年 5月，在柿树行村处处可见挂满
杏子的“绿色银行”，或金黄或青涩，不少游客在
园子里忙着摘杏。这个村杏园面积大约有 400
亩，以金太阳杏、凯特杏、仰韶杏等为主，个大而
甜。这些果林能让村里每年增加 100多万元的
收入，柿树行村还被评为郑州市旅游扶贫精品
线路。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曾指出，要
用旅游产业引领的理念统筹谋划易地搬迁扶贫
工作，把易地搬迁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
确，随着具茨山近几年的旅游开发，不仅搞活了
新郑市的文化旅游产业，也带动了柴鸡蛋、小
米、粉条等山区特色农产品的发展。

史红立是省级贫困村辛店镇史庄村村民，
他种植的优质小米已经成为绿色环保的代名
词，不仅价格比市场上普通小米高出5倍，还成
立了新郑市富强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里 57
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带动周围 6个村子种植小
米，目前正朝着创品牌的道路前进。

“具茨山风景区将建设成为以弘扬黄帝文
化为主脉，以生态农业生产为基底，以服务城市
为诉求，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康健疗养、会议
拓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乡村旅游示范区。”新郑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已启动建设2014年具茨
山贫困山区区域经济“杏福时光”项目，与河南耕
富农业开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引进 12亿元发
展农业休闲生态旅游项目，把易地搬迁与文化旅
游开发有机结合，紧紧围绕“山水田、产城园、健
养闲”做文章，提升区域综合价值，带动当地群
众通过不同的就业、创业方式，实现增收。

不仅如此，该市还重点引导区域进行经济
效益综合开发。比如，鼓励住宿、餐饮、特色农
产品、手工艺品发展，从而带动交通运输业等关
联产业实现发展；改变传统林业观念，深化林业
改革，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对外交流，加
速信息传播，推动农家特色旅游发展。在进行
多方面经济开发的同时，还将重点为涵养水源、
水土保持、森林保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支
持，确保山区发展、群众增收的同时，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

迁新居，奔小康
2015年，对于长期生活在山高坡脊、水源缺

乏、饮水困难的具茨山管委会的贫困群众来说，
是他们值得拍手称快、终生难忘的一年。预计
今年底，首批贫困群众将如期住进具茨山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成为新市镇居民。

提起正在建设中的新家，新郑市具茨山管
委会大槐树村村民寇文周的话匣子就关不住
了：“从来没敢想世世代代居住在山沟沟里的
我，还能搬下山去，住进有电梯的房里。”

寇文周现居住的大槐树村，位于该市西南
部具茨山区。由于地处山区，群众吃水、孩子上
学、年轻人就业都极为不便。这些年，新郑也投
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对山区基础设施进行
改造升级，但对于村子的发展仍是杯水车薪。

为彻底改变这一面貌，新郑市于去年启动
了具茨山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总投资10亿元，建
成后可以安置具茨山12个行政村的全部村民。

在社区建设中，该市按照“六通十一有两集
中”的标准，在社区内通公路、自来水、电、有线
电视、宽带、天然气。同时配套建设有社区公共
服务中心、标准化卫生室、连锁超市、文化活动
室、科技文化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养老院等公
共服务设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享受便捷的
服务。此外，社区内还将实现垃圾集中处理、污
水集中处理，让村民告别过去农村脏乱差的生
活环境。目前，社区一期、二期18栋楼房已经封
顶，今年年底柿树行村、大槐树村的村民可实现
搬迁入住。

然而搬迁不是终点，寇文周等群众最为关
心的是迁下来的生产生活问题。为了解决群众
的后顾之忧，新郑市提出了将扶贫搬迁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相结合，通过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
善群众居住条件，完善搬迁群众公共服务设
施，实现脱贫致富，促进辛店镇新市镇建设；将
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加快搬迁村庄土
地流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优势产业，逐
步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山区山杏、核桃等特色
种植业发展，让村民有稳定收入；将扶贫搬迁
与安置就业相结合，免费对搬迁群众进行技术
技能培训，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积极为群
众提供公益性岗位和就业服务，同时落实搬迁
后续扶持政策，鼓励搬迁群众自主创业，为其
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
可发展、能致富”。

新郑市以新型社区建设为依托，将全市 19
个不宜原地发展的贫困村易地搬迁进社区，在
改善生活居住条件的同时，确保群众财产资产
升值，实现就近就业、集中就业。

以具茨山易地搬迁为例，村民人均住房面
积由搬迁前不足 30平方米到搬迁后的 40平方
米，固定资产翻了几番。同时，配建一定的商业
房和标准化厂房作为集体资产，使集体固定资
产从零增加到几百万元；搬迁前大部分群众在
家务农，搬迁后群众大多就近安排就业，辛店镇
纺织产业园、正赢石化、鸿丰新型建材等可安置
劳动力 3000多人，实现“一个社区一家企业，一
个家庭两人就业”……

新郑市牢牢扭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
攻方向，逐级严格落实承担的扶贫责任，对照群
众所思所盼制定务实的扶贫举措，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群众满意的扶贫成果。

善战者，求之于势。新郑乘势而上，向着扶
贫深水区进发：3年内完成全部4178户13575人
易地扶贫搬迁、19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和 5450人

“雨露计划”培训任务，实施贫困山区区域特色
经济项目5个、科技和产业化扶贫项目25个，推
行扶贫互助资金试点村21个，力争2017年底前
实现全市所有扶贫对象脱贫……

新郑扶贫开发在行动，新的希望，正在冉冉
升起。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省 级 贫 困 村 13 个 、市 级 贫 困

村 21 个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96
万人……要全力打通小康路上的“最
后一公里”，新郑面临考验重重。

在黄帝故里人民携手奔向小康
的进程中，一个老乡都不能落下，一
个村庄都不能掉队。这是新郑市委、
市政府庄严的承诺，更是打赢精准扶
贫攻坚战的嘹亮号角！

新郑市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合力推进，
通过“转、扶、搬、保、救”五措并举，锁
定贫困村、瞄准贫困户，大力实施精
准扶贫，动员更多的力量，调度更多
的资源，唤起更多的关注，共同向贫
困宣战。

今年以来，新郑市扶贫开发累计
投资 1.6 亿元，总计完成各类扶贫项
目 46 个，实现 6800 人贫困人口的稳
步脱贫。千箭齐发斩穷根，万花齐放
结硕果。新郑看真贫、扶真贫、真扶
贫，幸福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扶贫济困，互助共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去年起，国家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全
国“扶贫日”。10月17日也是国际消除贫困日。

我国设立“扶贫日”是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广泛动员
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在第二个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新郑市大力开展扶
贫日宣传活动，号召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进来，以各种方式参与扶贫济困活
动，真诚呼吁有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资源和优势，针对贫困地
区所缺所需所盼，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片爱心，贡献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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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科技产业化项目带领山区致富。

村民正在办理“金种子”互助资金贷款手续。

整修道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具茨山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一期即将竣工。

旅游扶贫带来山乡巨变。

郑州市教体局驻村帮扶工作队为辛店镇王庄村制
定帮扶措施。

新修登山步道扮靓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