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吉阳区罗蓬村委会保
球小组巩固提升户蓝德冲通过电
商服务站销售出 200 只山鸡，一家
人初次尝到了“触电”的甜头。一
年多时间，蓝德冲一家人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改变，不再拘于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单一劳作，蓝德冲
小儿子蓝重救在家门口开了电商
服务站，利用政府搭建的电子商
务平台，通过新型的互联网销售
模式，为村民提供生活便利，足不
出户在家门口当上了老板。

6 月 28 日，勤劳的蓝德冲早
早出门替人吹唢呐去了，蓝重救
在 家 门 口 的 电 商 服 务 站 里“ 看
店”。跟蓝德冲不一样的是，蓝重
救有了一份新职业——电商。

“不用出村就能把村民养的
山鸡、辣椒卖出去，太好了。”蓝
重 救 告 诉 三 亚 日 报 记 者 ，以 前 ，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
原 因 ，村 里 的 农 副 产 品 出 不 了
村 ，销 路 难 一 直 是 村 里 发 展 的
瓶颈。后来，互联网+农产品销
售 数 据 应 用 平 台 在 罗 蓬 村 委 会
正 式 运 行 后 ，父 亲 蓝 德 冲 通 过
该 平 台 销 售 出 200 只 山 鸡 。 看
到 电 商 平 台 给 村 民 带 来 的 实 惠
后 ，村 里 的 许 多 村 民 都 大 胆 进
行 养 殖 、种 植 ，然 后 通 过 村 里 的
电商平台销售。

电商给村里带来的变化，也
激活了蓝重救的创业梦。

今年 19 岁的蓝重救刚从三
亚 技 师 学 院 毕 业 。 以 前 他 总 是
期 待 着 外 出 打 工 ，然 而 ，当 看 到
村里的发展与变化后，他决定返

乡 创 业 ，在 家 门 口 开 电 商 服 务
站。

“ 在 家 门 口 上 网 卖 货 当 老
板 ，过 去 想 都 不 敢 想 。”蓝 重 救
说 ，当 起 了 电 商 小 老 板 ，全 家 都
很 高 兴 。 以 前 ，哥 哥 在 外 打 工 ，
辛 苦 受 累 不 说 ，还 赚 不 了 多 少
钱。这一次，全家人为了支持他
开电商服务站，特地将家门口的
一 间 偏 房 改 造 成 了 电 商 服 务
站 。 吉 阳 区 还 联 系 了 市 科 工 信
局 帮 助 他 进 行 了 为 期 一 周 的 专
业培训。

三亚日报记者看到，蓝重救
的电商服务站装修比较简约，几
个 木 架 子 摆 放 着 副 食 品 和 一 些
农 产 品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还 是 移
动电子屏，从电子屏界面上可看
到 三 亚 扶 贫 农 产 品 销 售 专 区 以
及 三 亚 市 政 府 公 益 性 平 价 菜 市
场的信息介绍。

蓝重救说，把农产品信息输
入 进 电 子 屏 ，后 台 信 息 互 通 后 ，
可以实现货物的区域性流通。此
外，村民需要的物品，也可以通过
该平台购买，货物会送到电商服
务站，或者直接送到农户家中，真
正打通了农产品销售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通过平台销售的产
品，根据销售额度，收取不等的服
务费。电商服务站刚刚运营，不
少村民已经预约“网购”，有些村
民在网上买衣服、买火车票等等，
网购一次，收取 2 元的服务费，最
多一次一天赚了近 60 元。

罗 蓬 村 有 养 殖 、种 植 等 多
种 产 业 ，家 家 户 户 都 有 农 产 品，

对 于 电 商 前 景 ，蓝 重 救 充 满 了
期待。

此外，为了增强蓝重救创业
的活力，吉阳区副区长范晓晴、吉

阳区教科局局长侯雪华还协调路
每家超市与其合作，以农户为集
中点，向超市提供农产品，线上线
下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问题。

我脱贫我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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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人物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三亚出
台贫困户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鼓励贫困户
就业创业，给予自主创业的贫困家庭劳动
力创业担保贷款全额贴息扶持，最高限额
1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

本次补贴对象为本市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劳动力（以下简称贫困家庭劳动力），
以及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的机关事
业单位、企业、生产经营主体、社会组织、
村委会（行政村）和农村劳务经纪人等。

按照相关要求，三亚将开发就业扶贫
特设岗位，对于在“十二五”以来确认的贫
困村，开发就业扶贫特设公益性岗位，帮
扶安置零就业贫困家庭劳动力、扶贫线上
下浮动的边缘户等重点群体就近就地就
业。同时，三亚将对外出务工的贫困家庭
进行交通补助和奖励。对于贫困家庭劳
动力跨省外出务工给予每人每年 800 元的
一次性交通补助，省内市外务工给予每人
每年 200 元的一次性交通补助；对于连续
外出务工 6 个月以上的贫困家庭劳动力，
给予每人每月 300 元的务工奖励，对于灵
活就业累计满 3 个月（每个月至少 20 天）
以上的贫困家庭劳动力，给予每人每 月
200 元的务工奖励。

为 提 高 贫 困 家 庭 劳 动 力 的 职 业 技

能，三亚将对有劳动能力和培训意愿的
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
的免费技能培训。同时，每年开展面向
本市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创业脱贫致富
之星”典型评选活动，评选创业成效明显
的贫困家庭劳动力，每个创业典型奖励
5000 元。

值得注意的是，三亚企业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创业致富带头人、
家庭农场、农村电商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且稳定就业一
年以上的，可凭社保缴费清单或劳动合
同、工资发放凭证等证明材料，每吸纳一
名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按 2000 元／人标
准 给 予 企 业 及 生 产 经 营 主 体 一 次 性 奖
励。此外，对于在三亚市内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各类用人单位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
就业，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实际
在岗满 12 个月，按其为贫困家庭劳动力实
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不超过 3 年的全额补
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对具有合法
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农村劳务经纪
人等市场主体每成功介绍 1 名贫困家庭劳
动力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给予 500 元的
职业介绍补贴。

6 月 28 日，是驻抱古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驻村第一书记陈爱友和工作队队员进
村的第 35 天。当天上午，他和两名队员正
在抱古村贫困户兰玉光家里商量修缮房
子“五项直观”事宜。截至目前，全村需要修
缮房子“五项直观”已完成 95%，余下的将在
本月底完成。

带着感情和责任去扶贫

自今年 5 月份工作队进驻抱古村以
来，陈爱友与两名队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认真履职尽责，大力宣传，帮助贫困户
吃透精准扶贫政策，推动各项扶贫措施落
实到村组、落实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提高
脱贫实效。

陈爱友每天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
中，与群众拉家常、话生产，了解村情民
意，摸排调查贫困户的贫困状况。“我们带
着感情和责任去扶贫，与老百姓吃住在一
起，融入到百姓当中，老百姓就会把我们
当家人看。”陈爱友说，工作队将驻村帮扶
工作当做自己工作的第一要务，以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出发点，急群众
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思群众之所思，与
困难群众同吃同住，分析致贫原因和致富
思路，逐户制定了帮扶计划。

进村 35 天来，除了端午节放假回家
一天外，工作队所有成员一心扑在扶贫工
作上，坚持入户走访，跑遍了抱古村 11 个
自然村，走访 100 多户，切实感受到了贫困
群众的“难”，找出了制约该村发展的“症
结”。

正是通过走访了解，陈爱友发现抱
古村水资源丰富，但产业单一、基础设施
条件落后、贫困人口较多。“面临的困难很
多，但既然把我们派到了这里，就是让我
们来干事帮扶困难群众的，即使有太多的
困难，只要努力克服，情况就能好转，贫困
户就能脱贫致富。”陈爱友说。

找准脱贫路子 做好产业帮扶

“要想脱贫致富，就要夯实基础设施、
培育富民产业，只有把产业做大做强，才
能更好地带动本地区老百姓脱贫。”陈爱
友认为，通过就业脱贫要远离故土，但对
部分村民来说，或许不太习惯，所以只能
通过产业脱贫。

“我们在充分尊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
上，结合该村实际，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科学确立了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脱
贫致富路子，着力做实做细产业扶贫项
目。”陈爱友说，通过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发
展种植业、养殖业，就能让老百姓增加收
入，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于是，在培育致富产业方面，驻村工作
队与村干部积极沟通，商量成立了三亚市崖
州区香水莲花专业合作社，由村委会主任出
任理事长，并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据介绍，崖州区下拨 200 万元专项扶
贫 资 金 支 持 村 合 作 社 发 展 睡 莲 种 植 产
业。目前合作社启动资金已申请由政府
出资 20 万元、村委会出资 10 万元，13 个脱
贫 户 每 人 入 股 1 万 元 ，计 划 种 植 200 亩 。
此外，还将建 1000 平方米的加工厂，生产
香水、面膜、香皂等产品，也可发展农旅项
目，打造“莲花世界”项目，让游客体验乡
村游；或是在莲花池里养鱼、养鸭、养鹅，
让到这里旅游的客人能观赏莲花，品尝乡
村美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据陈爱友透露，随着抱古村立番小组的
共享农庄开工建设，这个一期投资13.5亿元
的项目，将为本地区老百姓提供近1000个就
业岗位，这意味着抱古村村民今后就业有了
基础，也将进一步增加收入实现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我在
洗衣社拿到了自己挣来的薪水，
拥有了充实的生活，不再感到孤
独与自卑，也不再成为家人的负
担……”6 月 28 日上午，海航自强
洗衣社三亚分社在三亚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正式开业，来自洗衣社

的 老 员 工 颜 丽 英 讲 述 了 自 己 的
故事。原本贫困的她，3 年多前因
为加入洗衣社，从事洗衣工作，有
了稳定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颜 丽 英 是 海 口 人 ，今 年 27
岁，脚有残疾，走路不稳，偶尔会
因此被人嘲笑。2015 年 1 月，海航

自强洗衣社首家旗舰店开业，她
加入其中，成为洗衣社第一批员
工。“洗衣社给我们残疾朋友提供
了工作的平台，也让我们的心灵
有了归宿。”3 年多时间，颜丽英从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成长为公司
的中坚力量，内心也慢慢变得强
大，不再抱怨生活，“更有勇气、更
有尊严地去面对这个社会”。

正 在 洗 衣 社 车 间 操 作 折 叠
机的王佑梅来自儋州市光村镇，
他今年 50 岁，三级残疾。妻子在
家 务 农 ，患 有 甲 亢 ，没 有 什 么 劳
动 力 。 家 里 的 孩 子 有 一 个 还 在
上大学，生活极为贫困。而在洗
衣社，王佑梅和颜丽英一样得到
了 洗 衣 技 术 培 训 ，虽 身 有 残 疾 ，
但他自强不息，培训合格后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为家庭
分担负担。

“在这里上岗的员工原先都
是贫困户，通过培训学习后进入
洗衣社，有了稳定的收入，从而实
现了脱贫。”海航自强职业培训学
校 副 校 长 何 坚 告 诉 三 亚 日 报 记
者，洗衣社三亚分社培训了 20 名

来自五指山、儋州、海口等地的残
疾朋友，正式上岗的有 15 名。他
们吃住都在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
院，月薪 2500 元至 3500 元不等，公
司给他们都交了社保。

海航自强洗衣社是海南省慈
航公益基金会发起设立的公益助
残项目，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平
台 ，帮 助 他 们 走 出 家 门 ，融 入 社
会，实现自立自强。目前已帮助
43 名残疾朋友解决就业，带动贫
困 残 疾 朋 友 脱 贫 。 三 亚 航 空 旅
游职业学院校长杨涵涛表示，将
与 三 亚 国 际 品 牌 酒 店 建 立 更 多
的 联 系 ，拓 宽 洗 衣 社 业 务 范 围 ，
为 残 疾 朋 友 提 供 更 大 的 就 业 平
台。

“ 下 学 期 新 生 第 一 课 ，将 以
洗 衣 社 员 工 的 故 事 为 案 例 进 行
励 志 教 学 。”三 亚 航 空 旅 游 职业
学院老师孙奇说，自强洗衣社设
立在学校里可以触动学生，激励
他们自强不息。残疾朋友都在努
力，没有人能够不劳而获，尤其是
大学生，更要踏踏实实学好本领，
今后更好地走向社会。

残障人士“洗衣脱贫”，自强不息开创“新天地”

“我不再是家人的负担”

6 月 28 日，王佑梅（前）在海航自强洗衣社三亚分社工作。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三亚出台贫困户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对自主创业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创业担

保贷款全额贴息扶持，最高限额10万元

职责扛在肩 任务抓在手
——记驻抱古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爱友

本报记者 林志猛

借力电商卖农产品
返乡创业当上老板

——吉阳区罗蓬村委会保球小组村民蓝重救创业记
本报记者 杨洋

蓝重救正在演示电商平台。本报记者 杨洋 摄

我一家 4 口人，有两个孩子，
以前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槟榔
树，但是由于不懂科学的种植技
术，常导致没有槟榔果可收，家庭
收入十分少，因此在 2014 年被列
入贫困户。

被列入贫困户后，政府积极
帮扶，鼓励我的孩子外出打工，实
现学技术和获补贴“双丰收”。政
府也给我家提供技术培训，在发

放猪苗和鸡苗的同时，教授我们
科学喂养、科学打预防针，通过政
府帮扶和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家
在 2015 年成功脱贫。

如今，我家种植的槟榔大苗
有 10 棵 ，中 苗 有 200 棵 ，小 苗 有
100 棵，长势都很好。今年 2 月，
种植的 2 亩豆角收入 8000 元。我
还养着 2 头母猪、5 头小猪。目前
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但

仍然需要巩固提升。现在我一有
时间，就会钻研修理摩托车技术，
想在之后开间修理店，这在脱贫
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本报记者 洪光越）

育才生态区抱安村一组吉文理：

努力学技术，争取开间摩托车修理店

陈爱友（左一）进村入户摸排调查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本报记者 林志猛 摄

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