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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切才刚刚开始。要让这
一创新的模式落地，杨曙光要做的
工作还有很多：将贫困户组成合作
社，让贫困户敢于贷，让金融机构
愿意贷。久困于穷，贫困户最怕的
就是“借钱”；给没有抵押、信用记
录的贫困户贷款，金融机构也存在
疑虑。

一子活，全盘活。杨曙光通过
探索赋能合作社下活了脱贫攻坚
这盘棋——组织全县贫困户建立
“内乡县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金
融机构将扶贫贷款发放给合作社，
用于整合流转土地和建立标准猪
舍，再将猪舍租赁给龙头企业，租
金用于分红和投资再经营，贫困户
还可在猪舍打工……金融活水终
于流动起来了。

“内乡 5＋”养猪扶贫模式于
2016年 9月率先在内乡县落地，覆
盖全县所有贫困户，目前已累计为
贫困户增收1.22亿元。

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后，
这一扶贫模式被迅速复制，如今已

在河南、安徽、内蒙古、黑龙江等13
省（区）49个贫困县落地，直接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户13万户、36万贫困
人口。

2018年内乡县脱贫摘帽。杨
曙光本人也因“内乡5＋”资产收益
扶贫模式获得 2019年脱贫攻坚奖
创新奖。

“每个地方都不乏好的资源，
只要敢于担当，认真调研、整合、利
用，就能找到自己的创新路。”杨曙
光说，下一步要让农业合作社成为
农民配置资源的平台，为农村发展
引来更多“源头活水”，从摆脱贫困
迈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新阶段。

内乡县创新扶贫模式的小故
事，折射中国脱贫攻坚磅礴伟力。

今年 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在内乡县启动实施了为期3年的全
国首个县域联合国减贫和可持续
发展示范区项目建设，中国乡村的
创新扶贫模式走出国门，惠及全球
更多贫困人口。
据新华社

没有找到路子时贫困仿佛一座大山不可逾越；找对路子后脱贫致富梦不
再遥不可及。

“靠着合作社分红和打工工资，现在俺们全家一年收入有8万元，脱贫有保
障，小康有希望。”面对记者，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崔桥镇蒲庄村朱永勤、刘蒲
丽夫妇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踏实和自信。

朱永勤、刘蒲丽一家6口人，上有老人，下有上中学的两个娃，不能外出打
工，属于典型的因病因学致贫。从去年开始，他们融入当地一个叫“5＋”的资
产收益扶贫模式，今年初终于脱贫摘帽。

这一模式最初源于河南
省内乡县一个秦巴片区贫困
县，97个贫困村，贫困人口
16117户 44890人。面对深
度贫困，内乡县县长杨曙光
没有退缩，他通过深入调研
找到了穷根：全县有 70％以
上的贫困户是因缺劳力、缺
资金、缺项目、缺技术、缺管
理、缺市场而致贫。

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只有融入产业链，这些贫困
户才有可能如期脱贫且稳定
增收不返贫。”杨曙光从一开

始就着眼于从根上解决问
题，可一没钱，二没技术，怎
么融入产业链？

杨曙光一边研究国家扶
贫政策，一边把目光投向了
县内的一家农业龙头企业牧
原集团。企业信用好、效益
好、产业链完整、三农领域、
有社会责任……由牧原来做
扶贫产业链的企业方再合适
不过。

思路决定出路，创新破
题致富。既然要打造产业
链，那么如何让贫困户、龙

头企业、地方政府连接起
来？通过梳理扶贫政策，杨
曙光发现了连接起这几方
的那根链条——国家扶贫
贷款。有了金融“源头活
水”的注入，贫困户就不再
“一穷二白”，摆脱贫困就
不是梦。

2016年夏末，在与牧原
集团论证后，他正式提出了
“内乡 5＋”扶贫模式，即“地
方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
构＋合作社＋贫困户”的扶
贫模式。

思路决定出路，创新破题致富

创新扶贫模式小故事
折射中国脱贫攻坚磅礴伟力

说起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
杨庙乡党委书记聂运亨直竖大拇
指。“这些老先生们精通乡情，很
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向他们请教。
村里人都把他们当成解决问题的
贴心人，有了他们，我们也能腾出
手来开展更多工作”。

“幸福调解室”不仅为基层治
理抹上了一道“润滑剂”，也为周边
乡土社会带去了文明乡风。在很
多村民眼中，3位老人自己就是文
明的标杆。“仨老头来回跑事儿，不
喝我们一口水、不抽我们一根烟，

到哪儿都‘一碗水端平’，周围人都
佩服得很。”现在，杨庙乡闹心的事
儿少了，遇事愿意让步的人多了。

“吃不了苦，吃不了亏，很难
做好这项工作。”谈起做调解工作
的心得，郭健康总结了“四个心”：
对工作常怀“热心”，为民解困愿
“尽心”，调处纠纷有“耐心”，办起
事来更“细心”。“做到这四点，就
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

如今，在本乡热心人的资助
下，“幸福调解室”有了固定场所。
3位老人专门制定了值班表，每天

坚持轮流“上班”。忙起来的时候，
调解室一天要接待五六名群众。

在太康县，几乎每个行政村
都有三五个上了年纪却“不甘寂
寞”的民间调解员。凭借着地
熟、人熟、事熟，他们对村里各种
矛盾纠纷能掐得准“脉”、找得着
“根”、摸得着“门”。他们从传统
“老理儿”出发，从家庭亲情入
手，凭借长辈身份和道德威望，
用百姓的“法儿”平百姓的“事
儿”，疏通了乡亲们心中一个个
“堵点”。 据新华社

70岁的年纪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儿孙绕膝
安享天伦之乐，还是修身养性乐品老年生活？河南省太
康县杨庙乡有一群“坐不住”的古稀老人，他们奔走于千
家万户、“和事”在田间地头，专门做邻里乡亲们的调解工
作，用自己的“嘴皮子”解开别人的“心结子”。

杨庙乡北街一间门面房
内，72岁的王锦良每天上午8点
都要在这里开始自己新一天的
生活。小小的门面房并不起
眼，“幸福调解室”5个大字，却
让路过的每个人都不禁好奇地
停下了脚步。

王锦良、马胜利、郭健康，3
位平均年龄接近 70岁的老人，
正是“幸福调解室”的发起人。
“幸福调解室”在 2018年 1月成
立之前，3位老人就是各自村里
有名的乡贤。10多年前，他们就
做起了民间调解工作，多年下
来，乡亲们都笑称他们是纠纷的
“和事佬”、矛盾的“解铃人”。

“每次看到双方当事人握
手言和的场面，我们就觉得特
别有成就感，慢慢就都爱上了
这一行。”感到快乐，心怀成就，
是三位老人自愿做调解工作的
共同原因。“老了干不成啥大
事，能帮村里解决点小事我们
也很开心。”

“幸福调解室”的墙上挂着
一本笔记本，翻开一看，上面记
录的全是 3位老人参与调解的
案子：村民李某叔侄因为宅基
边界纠纷产生矛盾，经调解达
成共识；村民秦某因为岳母去
世其妻弟未通知而产生矛盾，
最终得到化解。

10多年为5000余名乡亲解决“烦心事”

民间调解员掐得准“脉”、找得着“根”、摸得着“门”

他们是纠纷的“和事佬”、矛盾的“解铃人”

3年多累计为贫困户增收1.22亿元

河南“内乡5＋”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获脱贫攻坚创新奖

河南太康县杨庙乡有一群“坐不住”的古稀老人

“幸福调解室”用“嘴皮子”解开“心结子”

杨庙乡王庄村村民王余亮
和王永亮是一对老邻居，今年 7
月份，老哥俩曾因一方建房影响
了另一方采光权问题闹得不可
开交。村里找到司法所、派出所
的人多次劝解无果，无奈之下只
好请来了“幸福调解室”的 3位
“老调解”。“一开始说啥俺也不
愿意多让步，没想到几位叔为俺

这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恁
热的天，年轻人也顶不住！”看着
几位老人浑身淌满了汗，老哥俩
头一低、手一握，各让一步，最终
重归于好。

“农村纠纷往往因为赡养老
人、土地争议、邻里关系这些很
多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小
事不解决，就可能酿成大问题。”

马胜利自豪地说，“幸福调解室”
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在
无形中化解了不少潜在隐患。

小小调解室确实为乡村治
理出了大力。目前，3位老人已
处理各类矛盾纠纷2000余件，为
周围5000余名乡亲解决了“烦心
事”，还协助当地政府化解了数
起信访疑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