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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新割制、槟榔黄化病防治、椰心叶甲生物防治、甘蔗
脱毒育苗⋯⋯这些耳熟能详的热带农业科技，都是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对海南农业的贡献。热科院的科研成果，为满足
国家战略需要、确保热带农产品有效供给、服务海南热带农
业产业升级换代、带动海南农民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热科院的科研成果总是优先在海南运用和推广。比如
海南橡胶产业的发展，最能看出热科院的科技贡献率。我
国天然橡胶产业 95%以上技术是热科院的科研成果，1950
年，海南全岛胶园面积仅有 3.63 万亩，干胶年产量约 200
吨。热科院迁建海南后，在海南推广橡胶高产栽培、育苗等
一系列技术，培育的系列新品种成为海南植胶区的当家新
品种。目前，海南橡胶种植面积达 820 万亩，年产干胶 37
万多吨，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此外，热科院选育的香蕉良种，占海南种植面积 80%
以上，生产的组培苗占海南供应量的 30%以上；培育的木
薯品种占海南种植面积的 95%以上；选育的芒果新品种，占
海南种植面积的 70%；选育的矮化高产早结鲜食椰子品
种，约占海南种植面积的 1/6；针对甘蔗病毒及甘蔗品种退
化严重、产量低等问题，热科院研发了甘蔗脱毒健康种苗配
套种植技术，使得甘蔗产量提高 20%以上。

在热科院热带农业科技支撑下，海南成为全国的冬季
菜篮子基地、热带水果基地、繁育制种基地、南海资源开发
和服务基地。

热科院通过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了热带农
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开发体系，成果物化产品 200多项，促进
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了热带现代农业的发展，促
进了当地农民致富。

海南作为热科院科研成果第一研发基地和推广应用基
地，将成为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发展新的增长极。海南自身
的热带农业不仅将实现撑杆跳式的跨越发展，还将为中国
乃至世界热区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助力海南农业“撑杆跳”
本报记者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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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辽宁朝阳市北票市蒙古营乡的
张凤兰参加当地组织的月嫂培训后，由
妇联帮助推荐了工作，月收入达 5000
元，一年就摆脱了家庭贫困的局面。在
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妇女主动与妇联
联系，要求参加培训。

近年来，像张凤兰这样的脱贫案例
越来越多。朝阳市通过改变扶贫方式，
增强贫困户的自我“造血”能力，使全市
扶贫事业迈出新步伐。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朝阳市一

直是全省贫困地区，所属 5个县均为辽宁
省重点贫困县，龙城、双塔两区的多个乡
村也具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口。自然
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
弱，使全市的贫困现象呈现出顽固和易
反复的特点，扶贫开发成果很难稳固。
为此，朝阳市积极转变思路，将扶贫重点
放在提高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上。

2006 年至今，全市扶贫系统开展农
村贫困劳动力培训56286人，其中就业技
能 培 训 26224 人 ，农 业 实 用 技 术 培 训

30062人。在扶贫培训工作中，以省、市级
扶贫培训基地为依托，采用订单培训的方
式，将接受培训的学员输送到省内外大中
型企业，月收入都在3000元左右，高的达
到4000元至5000元。实现了“培训一人，
脱贫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在扶贫培训工作中，各扶贫培训基地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和创业能
力为目标，采用订单培训的方式，积极开展
农村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既为贫困家庭
解决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也为省内外大中
型企业输送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

朝阳市劳动技工学校是辽宁省贫困
劳 动 力 培 训 基 地 ，近 年 来 ，累 计 培 训
2000 多人，就业单位均是省内外大企
业。朝阳向东技工是朝阳市扶贫培训基
地，自办学以来，已培养 2000 多名合格
的技能型人才。

前不久，贵州榕江县摆拉村党
支部书记潘永祥带着 390 户、2000
多位新移民，住进县城移民安置点
丰乐小区。“原来住在深山老林，手
机信号收不到。如今，政府在县城
给我们建好了新房，让我们没花多
少钱就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潘永
祥说。

贵州省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最
多、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扶
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全省
有 745 万贫困人口，其中 85%以上
集中分布在武陵山区、边远山区、高
寒山区、革命老区、地方病多发区和
少数民族聚居区。改善这些地区群
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成为贵州省在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重要任务。2012 年 5 月，贵
州省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将居
住在生态脆弱、生产生活条件艰苦
地区的农户搬迁至集镇、产业园等
地区，并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省情
的建设模式。

基础设施建设多元投入。有移
民搬迁任务的地区通过招商引资、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土地作价出让等方
式，解决了工程投资不足等问题。

整合移民安置房、城镇保障房、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榕江县叠加使
用扶贫生态移民和廉租房两个项目的资源，利用县城保障
房丰乐小区对摆王村、摆拉村两个一类贫困村实施整村搬
迁，移民群众每 3至 4人免费分配一套廉租房。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所获收益一部分补偿移民。
“主要是将移民搬迁后的旧村庄、旧宅基地纳入城乡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复垦后增加的指标交易后所得收益用于安置
点基础设施配套和补助移民建、购房。”贵州省水库和生态
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

据悉，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以来，已搬迁移民
约 25 万人，建设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 302 个。今年，贵州
将投资 36.62 亿元，建设扶贫生态移民住房 4.29 万套，用于
安置搬迁农户 17.2 万人。贵州省将争取用 9 年时间将 200
多万贫困人口搬出大山，拔掉“穷根”。

辽宁朝阳：

提高贫困人口“造血”能力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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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态移民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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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新伟

甘肃宁县：

转换脱贫思维主动“求变”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时间过去一年多了，甘肃宁县湘乐
镇樊湾村的村民们依然记得去年召开的

“发展规划制定大会”，当时会场放了 17
个代表发展项目的纸箱，由全体村民用
投票选出其中 10个优先实施项目。

“会不会又是搞搞形式？”日前，记者
来到樊湾村采访时，村民杨建明说，没过
多久，村里就开始修路，建幼儿园，“我心
里踏实了，是来真的！”

湘乐镇镇长郑跃赟介绍说，村民大
会上，修村级道路、建幼儿园等 10 个项
目被樊湾村群众选为“当务之急”，在此

基础上，庆阳市、宁县相关部门和联村联
户单位给樊湾村制定了扶贫开发规划，
明确了发展思路、工作措施和重点项目。
随后，村民大会推选出了村里的项目实
施领导小组和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开发、
技能培训等在内的 6个“能力”小组。

“这些小组由大家选出的致富能人
带领，根据项目的类别，既负责实施和监
督，也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使群众成为项目建设的主体。”郑
跃赟说，这样做是为了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培养农民的自主管理、自我发展能

力，探索出一条贫困村综合发展的路子。
郑跃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12

年，樊湾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2700
元，去年达到了 3645 元，今年预计能提
高到 4800元左右。

一年来，在樊湾村探索出的成功经
验引导下，全县先后确定了 39 个试点
村。截至目前，在宁县包括樊湾村在内
的 40 个扶贫攻坚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村
中，成立了 240 个群众组织，完成村级规
划编制 40 个，通过群众组织处理调解纠
纷 402 件，开展村级各类培训 122 场次,
群众参与率达 92.35%。

宁县扶贫办副主任刘家宁说，这40个
试点村的贫困群众都对自己有了比较明确
的定位，脱贫致富的思维从被动接受转变
为主动求变，全县的扶贫工作也由政府主
导扶贫资源的单向控制模式过渡到了以尊
重贫困群众意愿为主的综合扶贫模式。

助力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手。作为重点贫困地区，贵州省实施生态移

民工程，辽宁朝阳市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甘肃宁县转变群众脱贫观念、促使其主动求变⋯⋯蹚出了一条条脱贫新路

扶 贫 致 富 蹚 出 新 路

不 让 贫 困 代 代 相 传
陈 艳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减贫工作，

通过政府扶持和自身努力，贫困面和贫

困程度都得到较大幅度缓解，越来越多

的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梦。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

视。创新扶贫开发新思路，将扶贫项目

和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对今后扶

贫工作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不断完善扶贫战略和政策，提高扶

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扶贫工作才

能更加有的放矢。

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精准扶贫已

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各地各部门

通过实施扶贫项目、发展扶贫产业，切

实提高扶贫成效，加快了贫困群众脱贫

步伐，实现了贫困地区由以往被动扶贫

向主动脱贫的转变，增强了贫困地区发

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把资源优势真正挖掘出来，把扶贫

政策红利释放出来。对于贫困地区来

说，挖掘内部发展潜力，坚持练内功与

借外力相结合，不断增强“造血”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才是实现稳步致富的重

要保障。

扶贫开发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扶贫工作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需要广

泛动员社会参与。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 《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

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对打好新时期扶

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12 月 14 日，四川省广安市

前锋区桂兴镇联丰村的贫困群

众领到棉被、棉衣等保暖物品。

当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

区民政部门与社会爱心人士，

针对近期气温下降、寒潮来临

的情况，利用双休日把一批棉

被、棉衣等保暖物品，送到生活

在高寒地区华蓥山深处的桂兴

镇联丰村的贫困群众手中。

邱海鹰摄 （新华社发）

海南热科院利用科研成果服务海南热带

农业，为海南成为全国的冬季菜篮子基地、热

带水果基地等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带动了当地

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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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斤牦牛肉卖到 3000 元！”谈起青
海牦牛肉市场价格，青海省农牧厅畜牧业
处副处长邵春益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青海高原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全省
天然草地面积达5.47亿亩，是藏羊和牦牛
主产区，被誉为“世界牦牛之都”、“中国藏
羊之府”。青海独一无二的地域优势和气
候条件，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畜牧产品。今
年 6月份，青海省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草
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并制定农牧业地
方标准 222项，建设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71 个，累计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166 个、认
定产地 115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规模达
142 万亩。还认证草场面积达 2192 万
亩，牛羊 196万头（只）。青海已成为全国

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生产方式，

使得牧区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经营，小牧
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突出。

对此，各地政府部门投入资金项目积
极引导、支持畜牧产业发展。2008 年青
海首次提出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从建设
最初的 7个纯牧业村合作社试点，到全省
883 个纯牧业村全覆盖，再到目前 961 个
村、11.5 万牧户从中受益。实践证明，发
展草地生态畜牧业能带来经济、社会、扶
贫、生态等多项综合效益，是一项可持续
的绿色、生态、安全的新兴农牧产业。

地处海北州的夏华畜牧产业集团公
司是一家集牧草种植、牛羊养殖、屠宰加

工、到上餐桌的省级农牧业龙头企业。集
团董事长张文华告诉记者，青海的牛羊肉
无论是品质还是口感都是一流的，企业要
做的就是发挥出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一头牦牛只能生产 20%的精分割
产 品 ，剩 余 的 80% 部 分 以 低 于 市 场 价
20%的价格销售到当地市场，对当地物
价起到了很好的平抑作用。”果洛州五三
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营销部副总
经理马天慧介绍说。一头牦牛身上的精
分割部位 2 公斤卖到 8800 元，客户采用
会员制，公司主打牦牛系列高端产品，他
们在收购牦牛时高出市场收购价，用经
济手段保护牧民收益，并对牧民身份信
息进行详细登记，建立了可追溯体系，全
程冷链、新鲜到家。

目前，青海规模养殖场、家庭牧场、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提高牛
羊肉生产的设施化、组织化和集约化水
平，以及自主育种和培育新品种能力。
积极探索金融支撑牛羊产业的有效模
式，加速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青海：

畜牧龙头企业助牧民增收
本报记者 石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