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定安县扶贫工作注重实效——

能 人 带 动 产 业 推 动
本报记者 何 伟

树 立 脱 贫 致 富 “ 能 人 ” 典

型，支持致富能人做大做强，发

挥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村

民，帮助他们打造一份自己的产

业，从而快速有效地达到成片脱

贫，这是海南省定安县扶贫工作

的经验。实践表明，致富典型的

示范和带动，让不少贫困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

酗酒赌博、打架斗殴，这是海南省
定安县新竹镇白堆村村民李兰军几年前
的生活。如今，穷到根上的李兰军买了
新车、盖了楼房，埋头苦干成了李兰军
的生活态度。

像李兰军一样，彻底甩掉贫穷帽子
的定安县百姓真不少，养黑山羊、种圣
女果、加工槟榔，定安县贫困群众快马
加鞭奔向小康。

致富能人带头干

“李兰军的改变还得从扶贫工作说
起。我们县的扶贫工作有一个亮点，就
是树立‘能人’典型，发挥致富能人的
示 范 作 用 ， 快 速 有 效 地 达 到 成 片 脱
贫 。” 定 安 县 扶 贫 办 主 任 许 雄 告 诉 记
者，以前，白堆村村民大都非常贫穷，
自从树立起李南华等致富典型之后，村
里的面貌焕然一新。“支持致富能人做
大做强，带动周边农民脱贫致富，是非
常好的扶贫方式”。许雄说。

李南华，白堆村的党支部书记，同
时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在城里打工
的李南华决定返乡搞养殖业，在定安县
扶贫办的帮助下，李南华开挖鱼塘 40
亩，搞立体养殖，岸上养猪、水面养
鸭、水下养鱼。

汽车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颠簸前
行，一边是连片的鱼塘，一边是现代化
的猪舍，远远望去，成群的白鹅在鱼塘
里嬉戏，白花朵似地点缀在翠绿的鱼塘
里。这，就是白堆村的产业。

不断积累壮大的养殖业发展遇到了
不少困难，李南华分析原因在于规模不
够大。2008 年，定安县新竹镇南华农
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的目的
是整合村里的资源，做大立体经济。如
今，合作社鱼塘面积达到 2600 多亩，
黑 猪 存 栏 量 5000 多 头 ， 鹅 存 栏 量 3
万只。

据介绍，合作社实行农民土地入
股、基地养殖、利润分红的经营管理模
式，提供产供销等优质服务。“合作社
优先保障社员，尤其是贫困社员的利
益，比如优先销售贫困社员的农产品，
无论市场价格如何，保证社员每头黑猪
的利润不少于 200 元。”李南华说。目
前，全社产值 3000 万元，社员平均可
支配收入 5 万元，带领全村 430 多名群
众走上了致富路。

除了李南华，定安县扶贫办树立的
“能人”典型比比皆是。在石坡村，55
岁的莫裕军拥有 11000 多只阉鸡、600
棵橡胶、1000 棵槟榔。莫裕军是当地养
鸡致富“能人”，定安县扶贫办把养鸡
培训课设到莫裕军的富隆养鸡基地里，
周围的群众都来现场取经。

其实，莫裕军的养鸡路也不是一帆
风顺。“石坡村有 600多户贫困户，扶贫
办下乡时发现，这里的林地多，耕地
少，于是建议莫裕军养鸡，扶贫办帮助
改造鸡舍和提供鸡苗，现在看来，这里
非常适合发展养鸡业。”许雄说。

富裕起来的莫裕军给周边的群众免
费发放鸡苗、进行培训、帮助销售。看

到原有养鸡户挣了大钱，村民们都跃跃
欲试。如今，在政府扶持和养殖户示范
的带动下，石坡村家家户户都养鸡，走
上了规模化道路，其中，年出栏量 2000
只以上的有 182 户，其中 64 户为贫困
户。2014 年，石坡村肉鸡出栏量达 70
万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123元。

找准产业定好位

在定安县潭黎村，一排排崭新的
“瓜菜楼”耸立在街道两旁，漂亮的商
店一家挨着一家，瓜菜大棚一户连着一
户⋯⋯

曾经，这里也是贫困户集中地区，
如 今 ， 村 民 们 大 都 靠 着 冬 季 瓜 菜 发
了家。

潭黎村现有村民近 3500人，人均耕
地面积不足 1 亩。“以前我们这里是‘两
稻一菜’，现在变成了‘一稻两菜’。”
潭黎村村委会书记叶秀富告诉记者，以
前村民主要是靠种植水稻和番薯为生，
经济来源少，光靠原始种植填饱肚子，
日子自然过得紧巴巴。

要看现如今的变化，村民叶次体会
最深。过去家贫吃不饱肚子的叶次去年
加入了瓜菜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帮助下
种了 3 亩圣女果。“圣女果每亩产值约
13000 元到 14000 元，这一年仅种植圣
女果我就收入了近 5 万元。”叶次说。去
年他盖起了楼房，有了本钱今年可以投
入更多，还可以种植旱涝保收的芋头
梗。他相信，用不了几年，就能过上衣

食无忧的日子。
找准了产业，更要帮助农民把产业

发展下去。定安县扶贫办为潭黎村开展
了 种 植 技 术 培 训 工 作 。“ 比 如 说 圣 女
果，以前我们都是采用直播技术，经过
扶贫办的科技指导，我们改用了嫁接苗
新技术，一方面能够抵抗病虫害，另一
方面比直播提前上市 1 个多月。”村民叶
秀富说，通过科技扶贫，圣女果的产值
提高了不少。

由于村民大量种植瓜菜，销路问题
渐渐凸显。为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定
安县扶贫办帮助该村建起了拥有 30 个摊
位、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瓜果蔬菜批
发市场，并建成电脑宽带信息平台，每
天张榜公布全国各大城市瓜菜批发价
格，让农民及时掌握市场信息。

有了批发市场，农民的瓜菜能集中
统一销售，在冬季瓜菜上市期间，来自
广东、黑龙江、北京等地的客商云集此
地。由此潭黎村也成了定安北部瓜菜的
集散地，既解决了定安北部地区 5 个乡
镇 2 万多亩瓜菜销售难问题，同时也给
村集体带来 2万多元收入。

在定安县副县长莫汉博看来，定安
县的扶贫工作首先要从改变贫困群众思
想观念入手，“我们在录林村设置了 24
块宣讲碑，并且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
施，让村民们能够安心在村里发展自己
的产业”。莫汉博说，“其次是为村民们
打造一份自己的产业。扶贫工作就是多
下乡，多和老百姓沟通，为老百姓的发
展出谋划策”。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在家政服务中的应用进一步增
强，传统的家政服务形态正在发生改变。江西省红杜
鹃家政服务董事长刘敏介绍，“目前‘红杜鹃家政信
息管理系统’已经可以通过专门定制的会员卡移动
POS 机，实现客户刷卡结算，自动短信通知等功
能”。随着红杜鹃家政官方微信、手机 APP 与内部系
统数据无缝对接，以后还能够通过微信或手机 APP
在线预约、在线下单、在线支付、在线结算。

据悉，“红杜鹃家政”是由江西省妇联、省人社
厅、省商务厅共同打造的家庭服务品牌，在 2010 年
5月启动。

2013 年 12 月，红杜鹃进行市场化运作，成立了
江西省红杜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进行市场化运作
的 1 年时间里，招聘和培训上岗一线家政人员近
1000 人，开发准客户 13800 多个，为 4400 多个家庭
提供了 5 万多次家政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160 多万
元，月平均业绩增长率达 18%。

刘敏说，当初规划红杜鹃家政服务项目时，江西
家政市场存在着行业进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低、
收费乱、服务内容乱等问题。不仅阻碍了家政行业的
发展，也阻碍了妇女就业和家政服务缺口两方面的

“联姻”。
2011 年 3 月 18 日，江西省妇联与省人社厅、江

西省商务厅联合召开了“红杜鹃”家政服务工作联席
会，出台了全省“红杜鹃”家政服务员项目培训实施
方案，明确培训任务和补贴办法，使红杜鹃家政服务
培训在全省蓬勃开展。至今，全省妇联系统共举办

“红杜鹃”家政服务培训班 300 余期，免费培训家政
服务从业人员 3 万余名，政府补贴培训费 1600 余
万元。

在江西省妇联和各级单位的指导和帮助下，红杜
鹃家政坚持以服务民生、扩大就业、帮助“4050”
妇女培养一技之长和获得就业为目标，以优化行业标
准、规范行业行为、提升行业形象为己任，运用严谨
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打造独特的企业特色
和企业文化，在江西家政行业取得了较大的知名度和
较强的影响力，成为了江西家政行业的排头兵。

“红杜鹃”打造

家政服务新形态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69 岁的贺大爷坐在一间诊室
里，社区医生葛梦丹点开掌上云医院，
很快联系上了宁波市第二医院郭旭主任
医师。贺大爷患高血压等疾病 10 多年
了，前些天感觉头痛头晕，就向社区医
生提出由上级医师会诊的要求。一番视
频会诊后，郭旭医生调取了贺大爷的健
康档案和历次就诊记录，作了药物调
整，并让他到上级医院进行动态心电图
和颈动脉Ｂ超检查。走出诊室，贺大爷

开心地说：“原先到大医院看趟专家门
诊，要跑老远的路，排老长的队，现在
只要跟社区医生说一声，就能与专家

‘面对面’，真好！”
今年 3 月，全国第一家云医院——

宁波“云医院”正式启动运营，截至目
前，云医院签约的专家医生已有上千
名，在线上开设了高血压、糖尿病、全
科 医 生 等 13 个 云 诊 室 。 此 外 ，“ 云 医
院”还与宁波本地连锁药店等第三方机
构实现互联，“云医生”线上处方可以方
便地流转到连锁药店，居民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就近取药或享受配送服务。

根据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建设规划，“云医院”将会成为一个集
健康大数据采集、健康管理、医疗、康
复服务等为一体的协同医疗与健康管理
平台,帮助医院提升现有医疗服务效率，
开拓健康医疗服务更大发展空间，通过
互联网完成大医院与基层医院、知名专

家与社区医生、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动
与沟通，实现跨区域、资源共享、协同
的医疗服务。

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王仁元说，云医院试图在解决现有医疗
卫生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用互联网手
段放大现有医疗资源，有利于助推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云医院”线上建设的是一家无界的
虚拟医院，线下是一家混合所有制医院，
线上、线下既能实现门诊、住院、检查、体
检的预约服务，又能实现定制的健康管
理、咨询、干预与指导，对特定人群、特定
病种实现规定范围内的诊疗。

今年 7 月底，宁波云医院线下实体
医疗机构开业。目前已完成了在白鹤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明楼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基层医疗机构的云诊室建设，社区
居民可以利用云诊室，通过签约家庭医
生，接受本地专家、京沪杭等外地专家

的远程医疗服务。本地三甲医院也可以
利用云诊室，将部分医疗服务辐射到社
区医疗机构。

宁波云医院线下医院的开诊，为社
区医院和家庭医生搭建了一个大型医疗
资源的共享服务平台，结合云医院线上
专家资源，可提供从门诊到检验检测、
远程会诊、健康管理、康复诊疗等全方
位的医疗服务。此外，云医院还为每位
用户建立动态的健康档案，居民可通过
掌上云医院客户端在手机上查询自己的
健康数据；同时，居民日常生理指标等
健康数据将通过可穿戴设备上传更新。
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林伟良
说，目前，辖区内 2000 余名居民已签约

“云医院”服务。
“云医院”建设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就

医习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
到“云医院”看病，病人足不出社区就
可以享受大医院的诊疗水平。

“千村调查”是上海财经大学以“三
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大型社会实践和
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今年的主题是“农
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渗透度与经
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不发达地区
金融普惠工作亟待加强。

据“千村调查”首席专家、上海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莉亚介

绍，调查内容涉及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
覆盖，农民对传统金融服务、新兴金融
服务以及保险的使用情况等问题，调查
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和学生返乡调查
结合的方法进行。从 2013 年开始，“千
村调查”实行定点调查，每个县 （市）
对应２个镇４个村，均涵盖相对富裕及
相对贫困的村镇。今年７月起，由 30 位
带队老师，1418 名学生组成的 840 支调

查团队奔赴全国各地的村落进行农村金
融问卷调查。

金融学院副教授谈儒勇对贵州册亨
县的调研显示，两个布依族乡镇农信社
的存贷比大于监管红线 75%，“三农”对
资金的渴求强烈，当地农信社并没有成
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金融学院副教
授粟芳对四川巫山县的调研显示，当地
农村金融渗透度偏低、农民的金融意

识、保险意识比较薄弱，保险参与度偏
低。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柳
永明介绍，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差异很
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千村调查”对
于近距离接触农村、认识农民有着重要
作用，只有深入农村才能够真正了解

“三农”问题，理解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
意义。

有 了“ 云 医 院 ”，看 病 更 方 便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结果显示：

农 村 基 础 金 融 服 务 还 需 加 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如何调节公众对健康医疗的

高要求和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短缺

之间的矛盾？浙江省宁波市在全

国率先启动“云医院”建设，利

用信息化和移动互联网的先进技

术和理念缓解公众看病难问题。

9 月 7 日，北京朝阳区龙祥
嘉园社区人头攒动，格外热闹，
这里聚集了数百名附近居民，
参加由国家质检总局主办的消
费品质量安全“进社区、进校
园、进乡镇”消费者教育活动。
龙祥嘉园社区是质检总局确定
的全国首个社区消费品质量安
全风险信息监测点，而今后有
条件的社区都将设立消费品质
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以促
进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
及时采集和高效处置。

国家鞋类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北京卫生保健中心等 13
家技术机构和 20 多家企业开
展了现场咨询和免费检测活
动。活动期间，检验机构现场
为居民检测眼镜、珠宝玉石等
产品，介绍计算机、家具、汽
车、皮革、鞋类、纺织品、食
品等各类日用消费品消费常识
与真伪辨别方法。北京旅行卫
生保健中心还为消费者提供了
骨密度测量等体检服务，参加
活动的企业代表向消费者介绍
了消费知识，现场居民显示出
很高的兴趣。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孙大
伟介绍，“三进”消费者教育活
动不仅是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
活动，还是风险信息采集的创
新举措。将在有条件的社区设
立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
测点，深入了解并定期向政府
主管部门报送国产及进境消费
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以促进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
息的及时采集和高效处置。“三进”消费者教育活动更
是质量安全检验的惠民服务。消费品质量安全检验服
务，将推动质检机构与社区、学校、乡镇之间建立质量
安全检验通道，带动质检机构开展现场免费检测等检
验惠民服务。“三进”消费者教育活动也是社会共治的
有益尝试。通过引导社区（乡镇）居民参与推进消费品
质量安全行动，将动员起更多消费者投身到质量社会
共治中来。

龙祥嘉园社区作为首个社区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
信息监测点，10 名社区居民被聘为社区消费品质量
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

今年的活动为期 3 个月，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
区，将以多种方式向 100多个社区、学校、乡镇的消
费者宣传质量安全知识，解答日常消费疑难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张沁荣表示，促进消费品质
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既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也需
要社会共治。群众是质量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
和推动者。面对消费品质量安全新形势，必须充分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人人
关心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督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消费
品质量安全提升的良好氛围。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开展

“三进”消费者教育活动，既有利于密切质检部门与消
费者之间的联系，“零距离”倾听消费者的呼声，提高监
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普及消费品质量
安全知识，提高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推动消费者积极
参与社会共治，形成倒逼企业提高质量的巨大压力。

社区建起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

本报记者

韩

霁

海南省定安县扶贫办扶持的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