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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帮扶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
挂职干部团队充分发挥丰台区作为北京市菜篮子供应

大区的资源优势，组织新发地、岳各庄和西南郊等批发市场
到涞源考察对接。其中，新发地批发市场通过在涞源县建
设种植示范园，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当地农民进
行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通过土地入股分红、保底价
收购农产品等，提高贫困户收益。新发地市场荣获 2019 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获得

“组织创新奖”的先进单位。
搭建平台 打造全链条产销模式

挂职干部团队积极调研北京市场需求，组织新发地市
场开展精准帮扶，初步探索出新发地合作商向贫困种植

户提供种子、输送技术、保底价收购的一条龙脱贫致富的
新模式，让种植户大胆种植、放心尝试，解除农民的后顾
之忧。以“新发地市场企业（商户）+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与涞源开展合作，组织“玉米大王”“茄子大王”等市场大
户赴涞源县种植茄子和鲜食玉米，同时提供优质的种子、
有机肥和科学的种植技术。其中茄子 70 亩带动贫困户 56
户，每亩利润 8000 元以上。鲜食玉米 140 亩，带动贫困户
18 户，每亩保守利润 1700 元以上。创新形成了“政府、龙
头企业、批发市场、销售大户合力抓两头，农民干中间”的
新型产销对接模式。彻底解决当地农副产品销售难题。
通过带动示范作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基地种
植计划，2020 年又将鲜食玉米扶贫基地扩大至 600 亩，逐

步让涞源农产品形成规模、形成品牌，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的目标。

打通梗阻 形成多元化消费格局
挂职干部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县农产品

企业赴北京调研商超流通、单位集采等渠道，分门别类地调
整自身企业产品的包装、规格等，确保精准供货。

围绕“七进”，精准发力。积极贯彻北京市消费扶贫“七
进”活动，营造社会氛围的同时，扩大涞源县农副产品品牌
知名度。如：组织涞源县农副产品入驻岳各庄消费扶贫双
创中心；在物美、首航、方庄购物中心等商超设立涞源县农
副产品消费扶贫专柜 8 个；玖兴分割鸡、飞狐缘杂粮、食用
油等产品纳入丰台区机关食堂采购目录，定期采买；以丰台
区教委开展全区校长工作会为契机，开展“涞源县消费扶贫
进学校”活动，增强涞源县农产品知晓率；会同中关村丰台
园工会开展涞源县消费扶贫推介会，强化消费扶贫进企业；
在北京市率先启动消费扶贫进社区系列活动，涞源县优质
农副产品成功走入丰台区内 21个街乡镇。

围绕线上 精准发力
挂 职 团 队 充 分 利 用 线 上 资 源 ，开 展“ 互 联 网 +消 费

扶 贫 ”行 动 ，不 断 拓 展 涞 源 县 扶 贫 产 品 线 上 销 售 渠 道 。
如：以中国国际服务交易贸易会为契机，借助丰台馆平
台 举 办 涞 源 县 农 产 品 推 介 会 ，提 高 涞 源 县 农 产 品 品 牌
知 名 度 ；协 调 首 航 超 市 线 上 平 台 开 展 涞 源 县 扶 贫 农 产
品 专 场 团 购 活 动 ，单 日 成 交 额 4.8 万 元 ；桃 木 疙 瘩 柴 鸡
蛋 成 功 入 驻 盒 马 鲜 生 线 上 销 售 平 台 。 截 至 目 前 ，通 过
挂 职 干 部 团 队 的 积 极 拓 展 ，涞 源 县 农 产 品 线 上 线 下 一
体 化 的 消 费 扶 贫 电 商 馆 举 办 直 播 31 场 ，累 计 观 看 超 1
亿人次，全力打通消费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终端
展销惠及百姓。

挂职干部团队以北京市预算单位采购扶贫产品为契
机，第一时间组织涞源农产品企业积极进驻“832 消费扶贫
平台”展销，并起草《关于商请协助引导丰台区各级机关及
企事业单位采购涞源农副产品的函》发至丰台区商务局，借
助丰台区主管部门资源优势助力消费扶贫。编制《涞源县
优质农产品推介清单》，将涞源农产品企业化散为整，统一
推介。会同丰台区商务局组织 170 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医疗机构等单位召开涞源县农副产品推介会，现场销
售额约 140余万元。

打造“产供销全链条”消费扶贫模式
助推丰涞扶贫协作工作上台阶

为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新路，丰台区赴涞源县挂职干部团队按照“政府搭台引导、社会力量协同、

主力市场支撑、多元渠道帮销、形成品牌发展”的工作思路，找准产业契合点，凝心聚力，多措并举，从

涞源县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入手，全力打造“产供销全链条”消费扶贫模式。截至目前，涞源县在

京销售农副产品累计1.2亿元，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涞源县挂职干部团队以“消费”这把金钥匙，

打开了贫困地区的致富门，实现了受援地区“脱贫不返贫”。

政府给我盖的“暖心房”比我结婚时住的还好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邵亦晴）“你看政府给我盖的‘暖心房’比我结婚
时住的还好！”刘花指着政府给自己建的“暖心房”高兴地合不拢嘴，“新房主
体都建好啦，墙面也抺上了砂灰，等安上玻璃我就能搬进去喽！”近日，丰台
区融媒体中心与保定日报社联合采访组走进丰台区结对帮扶的保定市涞源
县，走访当地村民，了解他们的脱贫故事和生活情况。

今年 73 岁的刘花是涞源县白石山镇白石山村人，家人相继去世，自身
患有冠心病和慢性病，属于因病致贫，2014 年识别为贫困户，2017 年识别为
低保贫困户，2019年脱贫。

目前，刘花老人暂住在孙子家中，家中的一面墙上贴着政府对刘花的帮
助，包括贫困户帮扶责任人联系卡、健康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住房安全
等级明白卡、致贫困家庭的一封信等材料。

其中，收益确认公示表上显示了刘花的收入来源，包括公益岗工资、种
植业收入、土地流转金、资产收益扶贫分红、养老金等四大类十项收入。其
中最高的收入是享受低保二级补贴政策，每月 320元。

除此之外，最高的一项收入来自于产业就业扶持，是光伏收益分配弱劳
动力清洁员每月 250 元，还通过入股河北沃茂牧业有限公司（京冀产业项目
受益）每年分红 900 元。产业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兜底和其他政策，让刘花
老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家庭总收入达 15437.28 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212.28元，实现了脱贫。

去年通过鉴定，刘花老人住的房子属于危险房屋 B 级，在河北省为农村
特困户实行“暖心房”工程的政策支持下，今年政府为刘花的危房进行改造，
在原址修建了这座 40 平方米的新房。“政府给建的新房一共有三间，宽敞明
亮，有自来水，比我 1968 年结婚住的房好多了，做梦都没想到，老了能享受
到这么好的生活！”刘花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同村 46岁的王艳平因养育两个孩子而因学致贫，71岁的婆婆还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2014年识别为贫困户，家里的房漏了一直没钱修，在国家政策
的帮助下，全家 4口人今年 6月搬入了新房。

走进王艳平家的院子，新房外建了一间阳光房，屋子内白色的家具十分
典雅，还养了不少盆栽植物，卧室、客厅、书房一字排开，卫生间干净整洁，还
以为进了哪个高级民宿。

“我之前在农家院工作，工资很不稳定，今年开始在家附近的食品厂做
蛋糕、月饼，每月能挣 2000 块钱，再加上国家产业就业扶持的收入、社会保
障兜底和其他好的政策，我不仅住进了新房还有钱装修、买家具。”王艳平
说，“县里还组织了免费的技能培训，我参加了按摩和育婴师培训，10 月底
还要考育婴师证，有了技能在身，能找的工作就更多了！”

据 了 解 ，2019 年 10 月 1 日 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王 艳 平 家 庭 总 收 入
30054.2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7198.55 元，于今年脱贫。“我大儿子今年大学毕
业留在了上海工作，二儿子在县里读初中，好日子在后头！”王艳平笑着说。

助力冬奥

本报讯（保定日报社记者 邸志永 刘寒凝）近日，丰台区融媒体中心与保定日
报社联合采访组走进丰台区结对帮扶的保定市涞源县，全媒体、多角度讲述涞源
脱贫攻坚故事。

造雪系统已安装在山坡上，两大跳台正在进行最后的着陆坡仿真草皮铺装，
蓄水池已经完工，裁判塔进行幕墙安装……记者在海拔 1100 米的涞源七山看到，
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一期工程即将完工，预计在 11月中旬投用。

当天下午，记者在涞源县七山看到，两条长长的陡坡赛道上，白色减震垫已经铺
设完毕，一群群工人在半山腰铺设着陆坡仿真草皮。此外，30米高的裁判塔已经基
本完成土建，即将进行玻璃幕墙的安装。更上方，供运动员调整准备的暖房也基本
建成，就差外装。在山脚下，供造雪用的蓄水池已经完工并蓄水，设计容量在 8万立
方米。供运动员上下山的缆车系统也已经就位，为11月份的投用做着调试。

据现场施工的项目副经理李响介绍，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项目总
投资约 9亿元，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总投资 4亿元，二期工程总投资约 5亿元。一
期工程建设内容包含：跳台滑雪场地(由大跳台(HS140)与标准跳台(HS106)两条赛
道、裁判塔、山体工程、山体支护组成)、造雪系统、蓄水池工程、缆车系统(配合大跳
台与标准跳台两条赛道建设缆车系统)、水平风洞实验室、市政工程(包括场地道路
工程、给水、雨水、电力等配套市政工程)。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投资的 90%以上，1500 平方米的风洞实验室正在进行内
装，设备已经安装 90%以上。”李响称，项目即将建成的水平风洞实验室为国内首
个供跳台滑雪运动员使用的训练专用实验室，能够以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跳台滑
雪训练方法——风洞测试，帮助运动员更快、更精准地改进技术动作，提高运动成
绩。该实验室计划于 2020-2021 年雪季首次投入使用，将为国家跳台滑雪队备战
北京冬奥会提供高科技训练支撑。

据介绍，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是国家备战 2022年冬奥会的重点设施建
设项目。为此，在今年疫情期间，项目在 2 月 17 日就开始复工，最多时有 600 多人
在现场奋战。在 10 月底之前，相关工程将完工，预计 11 月中旬，这里将迎来建成
后的第一跳。

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即将完工

涞源县实现贫困人口转移就业15000人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邵亦晴）涞源县全面加强与北京丰台区的劳务协
作，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几年来，共合作开展贫困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就
业培训 69次、培训 1904人，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持续提升，贫困人口实现
转移就业 15000多人。

“涞源县与丰台区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对有外出就业愿望的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实名制登记，统计就业意愿，形成需求清单，及时发送丰台区人力
社保局。”涞源县就业服务局局长贾保星说，“丰台区每月上旬、下旬两次将
丰台区企业岗位需求发送涞源县，搭建了供给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极大
地方便了贫困劳动力就业。”

2019年涞源县就业服务局与北京管家帮家政服务公司在涞源县创业就
业孵化基地召开劳务输出对接会 2 次，输送 28 名家政服务人员到北京就
业。2020年，已实现贫困人口到北京就业 1210人，到县外省内就业 1108人，
到其他地区就业 115人。

2019年，北京市援助 18万元，在县城、白石山两个易地搬迁片区安置 50
名公益性岗位，帮助社区开展辅助工作，每人每月发放补贴 300 元，促进搬
迁群众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实现就业。2020 年，北京市援助 18
万元，继续实施该项目，50人于今年 7月全部上岗。为缓解疫情对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北京市援助 21 万元为外出就业的贫困劳动力交通补

贴，到北京和省外就业的每人 600 元，其他地区的每人 400 元，共计 360 人享
受交通补贴。

丰台区为大力促进涞源县贫困劳动力实现更加充分就业，在涞源县择
优选取了森海服装厂、永达职业培训学校和睿阳家政职业培训学校 3 家单
位作为丰台区就业实训基地，并进行了授牌。2020 年永达职业培训学校和
睿阳职业培训学校集中组织 25 期 575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参加技能培
训。认定森海服装厂为就业扶贫车间，吸纳 39 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发
放补贴 3.9万元。

涞源县对 17 个乡镇贫困劳动力调研摸底，收集有培训意愿的农村劳动
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在 17 个乡镇设置教学点，把教学点设在老
百姓家门口，送技术上门，送培训到家，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让学员不出乡
镇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免费的培训政策。

“涞源县上庄乡中庄村的白红爱，2018 年参加育婴员培训，一直在北京
从事育婴和月嫂工作，月收入 5、6千元。涞源县王安镇的邵艳英，2018年参
加育婴员培训，在北京无忧草公司工作，月收入 1.2 万元。”贾保星说，“贫困
劳动力一年能参加 3 次免费的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可以拿到证书，很受百姓
欢迎，我们也通过‘扶智扶志’两手抓，用身边成功的就业创业典型案例启迪
感化贫困劳动力。”

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持续提升

村民刘花 赵智和/摄

村民王艳平 赵智和/摄

跳台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