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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谁家有困难
我来‘托底’！”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是在鄞州区
“创业脱贫扶一把”工程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2012年，市慈善总会出台
了《关于建立慈善扶贫基地的实施意
见》，联手各区县（市）慈善总会采取

“基地－项目－农户”的模式开展农
村扶贫帮困，在提供种苗种畜、技术
培训、产品保收、价格保底等方面切
实帮助贫困户搞好生产经营，实施

“造血型”救助。市慈善总会对每个
市级扶贫基地每年最高扶持10万
元，一般3年为一个周期，区县（市）
慈善总会也相应安排扶持资金。

鄞州横溪镇上任村村民老任曾
是低收入农户，平日打打零工。妻
子生病离世后，他心情抑郁，收入更
是锐减。

同村的金久家庭农场是鄞州区
慈善扶贫基地，农场负责人杨彩芬
注意到老任的情况后，便将他招入
农场工作。有了一年3万多元的稳
定收入，还有节假日发放的各种福
利补贴，老任逐渐走出了困境，脸上
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我有现在的生
活，真的多亏了老板娘！”

事实上，除了老任之外，金久家
庭农场内还接纳了十多位低保边缘
户、低收入农户在场内务工，在农忙
时节需要大量人手时，农场也是倾
向于为残疾人、低收入者、困难村民
提供岗位。

“慈善资金来源于自社会爱心，
我们不但要对签订协议的困难户进
行帮扶，还要尽全力去帮扶更多的
人。”农场负责人杨彩芬说，从2014
年农场成为鄞州区产业帮扶基地以
来，基地向困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累计帮助困难户49户，脱贫了31
户；给造血型的种植户提供技术及
物资上的资助，向无劳动能力的残
疾人、因病致贫的人员、困难学生提
供资金扶持，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提供免费采摘福利；关爱周边老弱
村民、给多个敬老院送樱桃……用
多种方式进行慈善帮扶。

“我平时就在各种排查、打听，
谁家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帮助。在
村里的大会上，我也承诺过，谁家有
困难，到我的农场来，我来‘托底’。”
杨彩芬说，今后，农场也会按照慈善
总会的考核意见，吸收更多的困难
家庭列入帮扶的行列。

有专长、懂管理、会经营、有爱心的他们还要接受考核？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的“考核办法”即将出炉

全市范围内累
计建立 110 家帮扶
基 地 ，投 入 资 金
5069 万 元 ，帮 扶
7161 户（次），综合
解困率达到了40%
以上。这是慈善产
业帮扶基地自2012
年创建以来到今年
3 月 底 的 统 计 数
据 。 成 绩 足 够 亮
眼，意义却更为重
大——它代表着宁
波慈善救助形成了
资金+物资+服务+
赋能的立体救助模
式，实现了从一般
扶贫济困向发展生
产 共 奔 小 康 的 转
变。

近日，《关于完
善慈善产业帮扶基
地建设与管理的实
施意见》即将出台，
它将成为慈善帮扶
产业基地的“考核
办法”，进一步促使
基地不断提高帮扶
成效，融入美丽乡
村建设。

出台“考核办法”
量化帮扶成果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项目充分调动
和发挥了困难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治
标和治本相结合，效果好、后劲足、推
广性强，走出了一条慈善参与扶贫事
业的新路子，曾获得了省首届“十大慈
善项目”、省首批慈善扶贫品牌项目和
首届“中华慈善品牌项目”荣誉称号。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项目这些年
来成效显著，但在基地考核评价方面，
由于之前没有形成标准完善的体系，
导致帮扶成果无法很好地量化。”市慈
善总会副会长任和君表示。

为进一步规范基地建设与管理，
提升帮扶成效，从今年年初开始，市慈
善总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新的工作形势和要求，对2012年出
台的《关于建立慈善扶贫基地的实施
意见》进行修订完善，讨论形成了《关
于完善慈善产业帮扶基地建设与管理
的实施意见》。

在新拟定的这份文件中，市慈善
总会对发展帮扶基地提出了一系列的
要求，例如，基地负责人要懂管理、会
经营，有一技之长，在当地能起到引领
作用和辐射效应；基地发展能够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符合当地美丽乡村建
设的发展要求；基地负责人须有回报
社会的爱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有帮
助困难家庭的愿望和能力……此外，
帮扶基地对扶持资金使用要求更加严
格，除了设置专项台账，制作专用财务
收支明细表外，还要求附有效凭证，每
年末整理归档成册。

在考核方面，慈善总会每年将按
基本条件、规范管理、可持续发展、帮
扶实效、社会评价等内容，对帮扶基地
进行综合考评。并对扶持资金使用效
益的评估工作，如对资金使用效益计
算，包括帮扶户增收、免费提供农田、
生产资料、劳动技能培训、农副产品赠
送计价和代销产品的价格差等，要求
一年一评估，三年总评估。

“这个文件的制定和出台有利于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实效的进一步提
升，为我们下一步继续拓展基地服务
功能，为基地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打好
基础。”任和君副会长说。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高鹏 王冠宇

从品种到技术
“保姆”式扶助

如果说，金久家庭农场慈善
产业基地的帮扶以让困难户脱贫
为主，那么，江北区海珍果园慈善
产业帮扶基地，则是靠着专业技
术，努力带着周边农户共同去实
现致富目标。

农户老莫夫妻在鄞州姜山种
了30亩的葡萄，原本都不挣钱，
直到有了海珍果园负责人陈海珍
的帮扶，葡萄园才有了转机。

“一开始怎么都种不好，夫妻
两个忙活一整年，最好的时候收
入也就10多万元。后来，我们听
说，江北海珍果园种植技术好，还
在姜山一带承包了一片果园，就
硬着头皮上门请教。”老莫告诉记
者，陈老师一点都不藏私，从品种
到技术，手把手教、全程辅导，还
帮他们介绍销路，真的做到了“保
姆”式的帮扶，“我们现在种葡萄
一年能有30多万元收入了，翻了
一倍不止！”

“当好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带
领乡亲共同致富，对我来说可真
是责任重大！”陈海珍说。1992
年，成绩优异的陈海珍放弃了保
送当教师的机会，来到浙江农业
大学学习果树栽培，毕业后，她办
起了果园，经过艰苦创业，她的果
园已远近闻名。2012年，海珍果
园被市慈善总会列为慈善产业帮
扶基地。在吸纳贫困、残疾等困
难人员到果园工作的同时，这家
果园还成为了“领头雁”，把帮扶
工作扩展到周边果农，带动大家
共同致富。

对帮扶对象，陈海珍积极提
供优质新品水果种苗，指导他们
进行水果嫁接、栽培、修剪，邀请
专家为他们传授最新种植技术
……到目前为止，海珍果园已成
功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和自主创业
家庭30余户，很多果农已经成功
实现致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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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和被帮扶人员收割农作物农场主和被帮扶人员收割农作物。。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农场主和被帮扶户检
查葡萄长势。

被帮扶户在养殖基地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