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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倵瑃、于力、徐祥达

正是冬日里最冷的一天，室外气温已经零下
22℃。记者踏雪来到辽东山区的抚顺县马圈子乡马
圈子村四组，探访这里的村民接受妇女小额贴息贷
款帮助，发展种植业富起来的故事。

2010 年起，国家出台了妇女小额贷款财政贴息
政策。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马圈子乡的支柱产业木耳
种植，借助妇女小额贷款的扶持，开始风生水起。

“贷款助致富，利息不用掏”，在抚顺市妇联的帮
助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手捧小额贷款，走上创业路、

走上脱贫路、走上致富路。这些富起来的家庭，生活
美满了，女主人在家里说话腰板也直了，在抚顺市许
多家庭里，妇女真正撑起了半边天。

黑木耳盛开出致富的花

眼下，正是东北农村杀年猪的日子，马圈子村四
组村民闵怀艳的家里刚刚杀了一头 300 多斤的大肥
猪，正张罗左邻右舍帮着灌血肠。

“过去一年到头花钱是‘手够不到脚’，这一头毛
猪我花了 2400 多块钱买的，往年杀年猪想也不敢
想，这两年挣到钱了，也杀一头乐呵乐呵。”今年 40
岁的闵怀艳说，这是他们家头一次杀年猪。

从 2012 年起，闵怀艳每年都申请到一笔妇女小
额贷款，用于发展肉鸡养殖。2016 年起，她和丈夫合
计，也学习村里其他家庭，租地改种了 1 万段木耳。
2017 年，尝到甜头的闵怀艳扩大了木耳种植规模，

一次增加到 5 万段，家庭年纯收入一下子就突破 5
万元。

马圈子乡妇联主席张秀娟说自己永远都无法忘
记这组数字：2010 年，马圈子村共有 173 名妇女获
得 778 万元小额贴息贷款的扶持。

“马圈子这个地方属于辽东山区，平均海拔稍
高，小气候独特，非常适合种木耳。过去，我们乡里的
木耳产业总是发展不起来，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启
动资金。”张秀娟很感慨。

“2010 年开始，因为妇女小额贷款的帮助，我们
乡扩大了木耳种植规模，截至目前，全乡种植木耳
1000 亩，年纯收入 1000 多万元。”张秀娟说，现在，
妇女小额贷款在马圈子村实现了“应贷尽贷，基本覆
盖”，木耳种植乘此东风，迅速成长为马圈子乡的支
柱产业。

虽是寒冬，但村民们并没有“猫冬”，在马圈子村
的木耳菌包厂里，热火朝天的干劲丝毫没有受到严
寒的影响。马圈子村的很多村民从去年 11 月初就开

始到菌包厂打工，他们要一直忙活到今年 3 月份，为
春天里的木耳种植储备菌包。

“开春种木耳，入冬就进菌包厂打工，马圈子村
的村民已经实现了一年到头有钱赚，一年到头无农
闲。”张秀娟说。

在抚顺市，依靠妇女小额贴息贷款走上脱贫路的
故事可不少。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妇女冯芳，从
2014年起先后三次接受妇女小额贷款帮助，包下了村
里的 110 亩山地，和丈夫种起了大榛子，雇村里的乡
亲们帮着剪枝、采摘，现在家庭年收入已近 10万元。

2015 年，抚顺市开始启动城镇妇女小额贴息贷
款，让脱贫致富的花朵从农村开向了城市，惠及更多
的女性。从 2010 年妇女小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出台
到目前，抚顺市共投放妇女创业贷款 28 . 32 亿元，

争取国家贴息 2 . 63 亿元，受益城乡家庭达到 5 . 7
万多个。

为创业妇女解燃眉之急

“我们家过去什么致富的点子都想过，种过西
瓜、黄瓜，养过鸡，什么都干过，但因为没钱，扩大不
了规模。”马圈子村四组村民聂晓杰、郭惠杰夫妇说，
那些年，他们家因为缺乏启动资金，被挡在致富的大
门外很久很久。

2013 年，这对夫妇首次申请小额贴息贷款，拿
到 5 万元贷款后，他们又借了 5 万元，以 10 万元作
为启动资金，与亲戚合作，一次性种下了 20 万段黑
木耳，当年就挣回了本钱。随后的 3 年内，他们家又
连续接受妇女小额贷款的帮助，木耳产业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聂晓杰、郭惠杰家里，传统的火炕和现代的暖气
片同时散发着热量，窗外白雪皑皑，卧室里却绿意盎
然。“这是八方来财，这是一帆风顺，这是虎皮兰、鹤
望兰……”女主人聂晓杰向记者一一介绍着主卧里
的 8 盆绿植。“有了钱，谁不想日子过得舒坦点儿？现
在是真有条件啦！”2017 年，聂晓杰夫妇独资承担了
木耳种植的全部费用，种下了 26 万段木耳，当年纯
收入达到 20 多万元。

“小额贷款数目不大，城市妇女最高可以贷到
10 万元，农村妇女可以贷到 5 万到 8 万元，但解决
了发展路上的燃眉之急。”抚顺市妇联主席杨晓琳
说，过去资金短缺一直是女同胞们致富的一大瓶颈。
想做大，没有钱；想向市场金融机构贷款，又苦于利
率高、审批难。而妇女小额贴息贷款正好雪中送炭，
帮了大忙。

据介绍，抚顺市在市、县(区)分别设立了妇女创

业担保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贷款损失由放贷
银行与地方财政部门五五承担，形成了责任共同
体，规避了信贷风险，调动了金融机构的放贷热
情。

“到目前为止，这个补偿专项资金一次也没动
用过。”抚顺市妇联发展部部长王彩虹说。

“我们村里的女人都很实诚，”冯芳说，“真正
贷到款，踏踏实实干事的家庭也不会不还，我是离
还贷期还有一个月就把钱准备好了，没等到期就
去还了，不然总觉得心里有个事儿。”

“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要由县、镇、村各级组
织经过缜密的前期调查审核，对贷款人的个人征
信、需要扶持项目的经营情况进行仔细的考察。”
王彩虹说。

让小贷款活起来，普惠更多家庭

2015 年以来，抚顺市对失业、高学历、电商创
业等妇女群体予以特别关注，就政策规定贴息的
25 项微利项目逐一研究，在原来基础上又扩充了
17 个大项、49 个小项，以扩大受益人群。

鞍山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刘佳慧，
2014 年回到家乡抚顺，办了一个幼儿园，但苦于
资金有限，规模怎么也起不来。2015、2016 年，她
先后申请了 20 万元的城镇妇女小额贴息贷款，增
加了园里的硬件设施，修起了活动室，购置了大型
玩具，园里的孩子一天天多了起来。

“真的要感谢妇女小额贴息贷款，”刘佳慧说，
“它圆了我的创业梦，现在我园里的孩子已经有
70 多个了，幼儿园的口碑也有了，很多家长都把
孩子往我这儿送。”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妇女小额贴息贷款进一
步搞活，普惠更多的家庭。”王彩虹说，“前期我们
在农村推行小额贷款时，探索创新了担保抵押模
式，极大盘活了闲置资产。”

“将来在不同的群体中推广、普惠妇女小额贴
息贷款，我们会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担保抵押模
式。”王彩虹认为，政府需加大力度，引导普惠式金
融政策进一步发展。市场金融机构很难有动力去
对城乡妇女的致富小项目做一一审核、考察，只有
政府才有这样的动力和义务去做这件事。

“小贷款能办大事情，”杨晓琳说，“由于贷款
的帮助，在抚顺城乡各地，妇女带动妇女、妇女带
动家庭脱贫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妇女的家庭地
位和社会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妇女真正撑起了半
边天。”

5 . 7 万妇女靠什么“腰板直起来”
辽宁省抚顺市发展小额贷款助力妇女脱贫见闻

1 月 13 日的河北新河县，温
度近于零摄氏度之下。

位于新河县城东 2 . 5 公里
的宋亮村似乎暖和得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懂农业 爱
农村 爱农民”“传党情 听民
生 谋发展 促和谐”“坚决打
好蓝天保卫战”等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横幅标语随处可见；从
村西往东走，即可看到墙上“新
河特产 宋亮黄韭 菜中珍品”

的醒目“广告”；走到宋亮村东
头，一排排半地下的温室大棚映
入眼帘，有的村民在拾掇大棚，
有的村民忙着收割，洋溢着一种
新年征战新征程的新气象。笔者
在调研中深切感到：黄韭特色种
植正由一个精准到户的扶贫项
目，逐渐成为宋亮村广大村民决
胜小康的致富路子。

扶贫项目有望成为

致富好门路

黄韭，也称韭黄，以娇嫩鲜
艳、清香可口著称，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 A、B、C 及糖类、蛋白质等
营养物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
写下“断党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
试春盘”的赞美诗句。据有关部门
考证，记载的宋亮村黄韭栽培技
术可追溯到明代永乐年间，距今
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长邢金岭介绍，一方水土
养一方产业，宋亮村的黄韭与其
他地方相比，长得快、味道香。自
记事起，宋亮村就种植黄韭，但都
在自家院子里种，没有大棚式的
规模种植。2015 年 10 月，新河镇
争取县扶贫资金帮宋亮村建了 10 个黄韭简易棚，并买了种
子，每 2 个贫困户负责一个棚，已带动 20 户贫困户、59
人脱贫。2016 年，又整合涉农资金 13 万元，为宋亮村增建
了 13 个棚。新河镇镇长董韬认为，这种简易棚性价比高，一
俩人就能忙过来，投资少、利润大、见效快，当年即能收回成
本。笔者走进村民邢书泽负责的 2 号棚，一片片鲜嫩的黄韭
长势喜人。邢书泽和老伴 2015 年开始经营这个棚，每年纯
收入近 6000 元，2016 年已脱贫摘帽。

为支持宋亮村黄韭种植项目，邢台市建行驻宋亮村工
作队精准帮扶，邢台建行申请“绿色通道”，最短时间内争取
建行总行捐赠资金 15 万元。目前，宋亮村的黄韭大棚初见
规模，经营大棚的，除了 17 户建档立卡人员外，还有 16 户
非贫困户。邢金岭介绍说，这两年黄韭盆景市场也供不应
求，一亩地出黄韭盆景 260 余盆，每盆按市场价平均 80 元
计算，一亩地毛收入 2 万多元，刨去成本 8000 元，每亩净挣
1 万多元。2017 年，宋亮黄韭种植总收入预计超过 15 万
元，每户 7000 元。黄韭种植这个精准入户到人的脱贫项目，
已为村民找到了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党员带好头让群众见甜头有劲头

宋亮村黄韭由庭院式作坊种植向大棚规模种植转变的
过程，也是新河县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真实
写照和缩影。新河县委强调，让每一个农村党组织都成为脱
贫攻坚的战斗堡垒，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的开路先锋。邢金岭坦言，村民们在调整农村种植结构上
有很多顾虑，当初贫困户参与大棚种植黄韭的积极性并不
高。有的担心市场销路，有的怕政策反复，风险不可预测。按
照新河镇党委的安排，他和村两委一班人研究决定，从 33
名党员中挑选几个敢闯敢干的能人，先带头干起来，群众看
到甜头后自然会跟着干。邢金岭家有超市等买卖，生活殷
实，但作为村里脱贫攻坚的“领头雁”，也不惧收割、包装等
黄韭种植的复杂工序，包下一个棚。支部委员宋英辉、村委
委员邢振栋等党员纷纷带头建大棚。贫困户李金才是村里
的青年党员，动员其内弟邢瑞贞一起负责一个棚。年底一算
账，一亩小麦只能挣 1000 元，种植黄韭平均收入则超过
5000 元，而且销售由村合作社统一负责，供不应求，大家种
植黄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谈及于此，笔者也交流了自己学习省市县委党建扶贫
工作部署的一些体会。扶贫的主体是干部，脱贫的主体是群
众。党建扶贫，必须做到把村党支部建设、驻村工作队的工
作与脱贫攻坚捆绑起来，着力唤醒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主
体意识、进取意识和市场意识，首先从思想上“拔穷根”，激
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场的干部群众深表赞同。

黄韭如何真正成为致富“引擎”？

宋亮村 2012 年被确定为新河县重点贫困村，总人口
440 人，土地总面积 1175 亩，耕地 884 亩，2017 年 14 户 29
人脱贫摘帽出列后，建档立卡人员目前还有 10 户 20 人。今
年是新河县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宋亮村干部群众对全村
今年脱贫出列充满信心，没有看出他们的压力。邢金岭说，
“大家伙都尽快富起来，是共同的期盼，村委会已经初步制
订了扩大黄韭种植规模的规划，希望上级领导给予宋亮村
更多的支持，让宋亮黄韭有朝一日亮相上海世博会。”
实践证明，没有产业带动，很难脱贫，更别说致富；缺乏

产业支撑，脱贫也难以持续。根据新河镇产业扶贫的布局，
除黄韭种植外，还有光伏发电、华兴汽配件制造、顺驰眼镜
盒业等项目合力带动宋亮村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增收。宋亮
村具备了以黄韭种植为“龙头”，以村合作社为主体，高标准
规划、大规模种植、市场化运营，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
件。交谈间隙，笔者建议镇村两级干部做好三件打基础利长
远的事：一是领会新河县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对标深州、
南宫等地区种植黄韭的有效做法，进一步优化宋亮村黄韭
产业规划；二是构建非贫困户与黄韭种植产业的利益联结
机制，积极引导和推进土地流转；三是通过有关部门或驻村
工作队等牵线搭桥，依托高校院所和相关企业，制订宋亮村
黄韭种植的规程。对此，新河镇党委书记李刚表示，按照县
委“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策”的部署，新河镇会同
县直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对宋亮村黄韭种植产业的指导和
培育，推动实现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的“产业兴旺”。

据《新河史话》，相传宋亮村原名宋粮庄，由于邻村后保
居庄一庙顶上塑有一只铁公鸡，正冲宋粮庄街口，居民以为
鸡“吃”粮，对粮庄不利，于是将村名改为宋亮村，意为鸡鸣
东方亮。今天，宋亮村民不再迷信，也无须迷信，有黄韭种植
这个“引擎”的带动，宋亮村将名副其实地“亮起来”。(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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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车驶入建设一新的银川市润丰村(2017
年 8 月 17 日摄)。

马帮林（左）与家乡的邻居告别，说起银川的
新家情况，老马喜笑颜开（2017 年 8 月 16 日摄）。

马帮林(右一)与儿孙在新家里一同看在西
吉老家拍摄的全家福照片(2017 年 12 月 22 日摄)。

马帮林(前中)与儿孙在西吉老家拍摄的全
家福照片(2017 年 8 月 16 日摄)。

56 岁的马帮林祖祖辈辈居住在宁夏西海固地
区的西吉县白崖乡半子沟村的山沟沟里，这里自
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缺水少电，老马靠着几十
亩山地种些马铃薯、小杂粮等维持一家生活。一辈
子没走出山沟沟的老马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今年
8 月他们全村都搬出了大山，到 400 多公里外的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安家，迎来了新生活。

西海固山大沟深，干旱贫瘠，生态环境脆弱，贫
困人口集中，是宁夏脱贫攻坚主战场。半子沟村地处
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
人，唯有采取易地扶贫搬迁的形式，在临近水源、适
合发展的区域建设新家园，才能逐步摆脱贫困。

新修建的润丰村是银川市为落实“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而实施的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平层住
宅 3 . 2 万平方米，配套建设幼儿园、卫生室等公共
设施 3300 平方米，还规划了产业用地。润丰村现有
村民 314 户 1300 余人，全部是今年 8 月从西吉县
白崖乡半子沟村搬迁而来。

在润丰村记者看到，青砖、黛瓦、马头墙，一栋栋
徽派民居恬静矗立，整个村子景色宜人、干净整洁，

村民在广场亭台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
搬迁以来的新生活。

老马和老伴在村口摆起了一个小摊，卖些
炸串、饼子等食品，一天下来老两口能有 100 多
元的收入，摊子上还能使用微信支付。目前，老
马最大的愿望就是村里的产业配套项目尽快竣
工，他希望可以承包一座大棚种植些蔬菜水果，
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

从半子沟村搬到润丰村的第二天，老马的
二儿媳妇就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如今刚 4 个多
月大。新生命孕育着新希望，老马期盼着一家人
能在新家园踏上脱贫致富的小康路，过上更好
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王鹏、李然摄 制图：阎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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