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开发，贵在坚持、关键在精
准。据福田区区长肖亚非介绍，在 3
年对口帮扶中，福田区共投入资金 2.8
亿多元，区里 56 个部门 26 个驻县驻村
干部帮扶 23 个“双到”村，建立多对
一帮扶关系，惠及村民 6.2 万人，完成
低收入家庭住房改造 3822 户，为村民
购买新农合、新农保 5 万多人次。同
时，完成村道硬底化 122.7 公里、桥梁
81 座、路灯 1579 盏、修筑水利工程
102 处，村集体收入从 2013 年帮扶前
的不到 3万元提高到 10万元。

因地制宜引特色

春节刚过，记者来到位于粤北山
区的和平县大坝镇石谷村。这里属九
连山脉，与江西一山之隔，小村周围
山峰连绵，绿水青山，冬风清冽，空
气十分新鲜。

“村里没有工业污染源，山泉水质
好，生产的冬菇、木耳等食用菌品质
好，供不应求。”来自福田区的驻村干
部、石谷村党委副书记李而已说，经
考察，我们发现灵芝市场前景好，石
谷村的自然条件很适合栽培，就引进
了灵芝栽培项目。

为更好地实施项目，石谷村采用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以点
带面进行贫困户脱贫致富。李而已介
绍，石谷村还专门成立了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由有生产销售经验的带头人
牵头，组织灵芝栽培基地的建设、产
品生产及销售。

这个有经验的带头人就是石谷村
村民刘永胜。“几年前我就想过种灵
芝，一直没有碰上合适的机会。”朴实
憨厚的刘永胜告诉记者，他原本在县
城经营一家食品公司，当听说福田区
计划在村里建特色项目帮助村民脱贫
致 富 后 ， 熟 悉 村 情 又 有 经 验 的 刘 永
胜，马上带着闯荡多年积攒的信息、
资源、市场和资金加入进来，成为种
植专业户，种植灵芝并加工成灵芝切
片、灵芝粉、灵芝茶等对外销售，还
附带种植香菇、木耳等名贵食用菌。

“石谷村的灵芝种植基地一期占地
43 亩，2014 年 8 月开工，引进投资
220 万元，年产约 10 万斤灵芝。”李而
已告诉记者，该项目采取合作方式保
证资金投入，其中福田区对口帮扶资
金 45 万元以石谷村委会名义投入，刘
永胜自筹 45 万元；引进江西灵芝种植
专业户郭彩峰以“技术+资金”入伙，
带来专业团队进行技术、市场、渠道
指导。“头一年下来，基地基本保本，
预计今年就可以实现盈利。”刘永胜开
心地说。

“灵芝种植项目不仅每年能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13 多万元，而且投资人
带来的灵芝栽培技术和管理理念，还
能帮助合作社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财
务 管 理 。 另 外 在 品 牌 建 设 、 质 量 控
制、市场拓展等方面进行的指导，也
提升了村里的综合经营能力。”李而
已称。

尤为重要的是，石谷村的村民直
接受惠，做到“一菜三吃”：一是灵芝
种植基地采取集约化生产，把村民撂
荒 或 利 用 率 不 高 的 土 地 整 体 承 租 下
来，用于灵芝规模生产，促进土地流
转，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二是项目
建设需要的杂木、毛竹等原材料在村
内采购，既降低运输成本又让村民受
益。2014 年开工至今大约采购了 97.8
万元，村民因此直接受益；三是灵芝
种植基地招收了大量贫困户富余劳动
力，每年有近 60 万元的劳动力收入。
农户参与率达到 23%以上，其中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超过 80%。“很多在城
里打工的妇女都回来了，既能在家门
口挣钱，还能方便照顾老人和小孩。”
刘永胜告诉记者，“基地使用的土地有
很大一部分曾经荒废，2016 年计划再
扩大 40 亩种植面积，又将复耕一大片
农地”。

“以前扶贫是给你一个猪仔养，现
在是给村委股份、给村民工资，还带
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对资产增值性
投资这样的扶贫项目，石谷村非常欢
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剑
艺称，利用当地的山泉水和土特产做
文章，福田区帮扶团队还和石谷村委
一起推出乡村特色旅游项目。比如把
帮扶修建的 5.8 公里硬底化村道变为游
客徒步绿道，把部分闲置农居改造为
农家乐客栈，开发了挖竹笋、插秧等
农耕体验项目，村里还修复了有 500
多年历史的石桥和当年红军走过的石
阶路，形成特色旅游文化。此外，通
过村合作社统购统销，把村里的土鸡
蛋、土鸡鸭等农副产品推荐给游客，
发 展 乡 村 经 济 ，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3000多元提高到 7000多元。

以粮带产助增收

福 田 区 对 口 扶 贫 的 和 平 县 水 质
好，“三废”污染少，是以粮食生产为
主的农业县，水稻是主要农作物。在
长塘镇暖水村，全村主要收入靠水稻
种植和外出打工。但因粮食产量低，
靠种田年均收入仅为 3000 元，农民种
粮积极性不高，村里 1400 多亩水田近
三成被丢耕荒废，全村 1268 人，外出
打工的劳动力占到 40%。

暖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长优告诉记者，2013 年经福田区牵
线搭桥，暖水村引进了广东省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深圳市联益米业有限
公司和广东袁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即袁隆平院士团队） 的优质杂交
稻种子，在村里试种了 100 亩，当年
晚稻就增产增收。2014年全村近 1000
亩地大面积种上优质水稻，用上专家
带来的化肥，加上专业技术人员蹲点
指导，平均增产 20%，高的达 30%以
上，每亩水田比其他村增收 400多元。

暖 水 村 村 民 林 云 犬 家 有 8 亩 水
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是亩
产 800 到 1000 斤，现在用上新的种子
和技术，亩产至少有 1400 斤，一亩多

产 500 斤，8 亩地一年两季多收 8000
斤。“以前种的粮食只够吃用，现在两
季能增收 1 万多元。”对目前的生活状
况 ， 林 云 犬 乐 呵 呵 地 连 声 说 “ 有 信
心”。

村 民 增 产 增 收 的 其 中 奥 妙 就 在
“良种+良法”。广东袁氏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罗伟平告诉记
者，除了优质杂交水稻种子可增强植
株茎秆拉力，提高作物抗倒伏能力，
袁氏专用肥富含活性生物酶，同时可
作为蚯蚓养料，可使土壤明显疏松，
再辅与之配套的栽培技术方案，从而
实现“高产+优质”。

优质水稻种植帮扶基地的建设，
不仅让村民增产增收，同时也提高了
土地的使用率和经济价值。“以前村里
荒废的水田很多，现在全村的土地基
本都种上了这种优质水稻。村民过去
年均收入 3000 多元，现在达到 6000
元以上，有的达到 8000 元，增收明
显。”林长优说，增产增收后，不少外
出打工的村民返乡，种田的同时还有
人搞起鸟类养殖、山地开发、杉木种
植等副业。

村民林伟以前一直在深圳打工，
听说村里试种新品种效果好，2014 年
果断回村承包了 20 亩水田。粮食增产
增 收 了 ， 林 伟 就 动 脑 筋 发 展 第 三 产
业，用新粮自酿米酒，用酒糟养猪，
每年养猪 200 头，形成了产业链。“他
用新品种粮食酿的酒味道好，以前卖 8
元一斤，现在 15 元一斤还常被抢购一
空。他还搞了沼气池，用有机肥料种
的菜品质也很好。”林长优感慨，“农
业靠勤，林伟是个非常勤快的人，家
里六口人，两个壮劳动力又承包地又
搞副业，这两年每年增收不低于 6 万
元，还加盖了一层楼房，靠的就是勤
劳致富”。

深圳市联益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法灵告诉记者，此次联合袁隆平院
士专家团队在和平县开展技术帮扶和
知 识 帮 扶 ， 为 的 就 是 变 “ 输 血 ” 为

“造血”，化“及时雨”为“长流水”。
目前，该公司在长塘镇和彭寨镇共推
出了 7500 亩的优质水稻项目，已具备
基地化、规模化的雏形，这些产业项
目有效带动了农户和贫困户产业脱贫
的积极性，参与率超过 60%。

“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优质种子和袁
氏专用肥，重要的是把现代农业的先
进理念、科学种植的知识和技术带到
这里，通过培训、试验种植、稻谷回
收，摸索出以科技产业扶贫的路子。”
郭法灵说。

特色果业创品牌

冬日傍晚，夕阳下的大坝镇鹅塘
村掩映在一片绿意之下，闲适恬静。
在郁郁葱葱的百香果种植园里，记者
偶遇来自广州的谢小琼女士。她带着
孩子和来自深圳、惠州的同学一起在
此 摘 果 ， 十 几 个 人 在 此 体 验 田 园 生
活。“我们在附近游玩，听朋友说这里

的百香果好，就专程来买。”谢小琼
说，山里的水果是真正的绿色产品，
没污染，特别香。带着孩子来这里又
能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 也 让 孩 子 体 验 生
活，亲近自然，一举多得。

百香果原产南美洲，别称紫果西
番莲，因其果肉可散发出百余种水果
香味而得名，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
价值，有“果汁之王”“维 C 之王”的
美誉。鹅塘村百香果种植园村民袁增
立告诉记者，他种了 30 多亩百香果，
2015 年 6 月收获 1 万斤，收入五六万
元，今年预计收入能过 10万元。

“为帮助鹅塘村搞特色百香果种
植，福田区专门给村里合作社提供了
一笔帮扶资金。”鹅塘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袁海深说，袁增立种植 30
多亩百香果所需的 20 多万元启动资金
就来自这一款项。“扶持款以无息贷款
的形式发放，等他有钱周转了再返还
给村里合作社，帮助其他农户，以此
循环使用。”

据袁海深介绍，鹅塘村有 3700 多
人，贫困户达 191 户 700 多人，在福
田区对口扶贫之前，人均年收入 2000
多元。今年村合作社有十家农户共种
了 100 亩百香果，人均收入可达到 1
万元。百香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发家
致 富 ， 也 带 动 了 村 里 其 他 人 收 入 增
加。袁增立的 30 亩百香果园开建时招
了 20 多人帮忙，每人每天 100 元工
资，此后施肥、浇水、除草等工作也
需要人工，间接解决了部分当地劳动
力就业。“有利可图”的百香果种植
也让荒废的耕地实现复耕，袁增立承
包 来 的 一 半 水 田 就 曾 是 丢 耕 水 田 ，
2016 年他将再承包 10 多亩地又将复
耕一部分。

在鹅塘村隔壁的高发村，有一片
近 200 亩的蜜柚基地，其中 80 亩红心
蜜柚是福田区带来的改良品种。该基
地负责人曹水池说：“福田人给我帮了
大忙”。曹水池现年 56 岁，1996 年开
始搞蜜柚种植。“当时资金困难，品种
和 使 用 的 化 肥 都 不 好 ， 种 植 效 果 一
般。”曹水池介绍，2013 年福田区带
来 50 多万元帮扶资金，在村里荒山上
种了新的红心蜜柚，并使用自动化喷
水等现代养护技术和设施。2015 年新
蜜柚品种第一年挂果，基地总产值达
到 18 万斤，一年收入近 30 万元。曹水
池笑呵呵地说：“今年收入会更好。”
他的“林下经济”也搞得不错，在蜜
柚林里放养了 200 多只土鸡，一年下
来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高发村党支部书记黄月锋告诉记
者，蜜柚基地的建设给高发村和村民
带来了双向收入。3 年帮扶期间，蜜柚
基地每年给贫困户提供 6.3 万元补贴，
村委会则每年有 2 万元的固定收入，
壮大了集体收益。此外，基地一年约
有 100 天繁忙期会招收贫困户帮忙，
间接解决 20 多人就业，这些人一天挣
80 元，忙的时候挣 100 元，一年下来
能收入 8000元。

从卖资源到卖品牌，福田区利用
资金、技术、品牌、服务等牵手和平
县，当地的农产品变成了香饽饽。根
据各村特点，“双到”帮扶实施“一镇
一产业、村村有特色”的发展路径，3
年来推出一大批规模项目，逐渐形成
了农业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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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及 时 雨 化 为 长 流 水
——深圳市福田区对口帮扶和平县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我来暖水村 3 年，带来的袁氏优

质杂交水稻种子、科学种植技术帮助

村民实现了增产增收。但是，要让他

们真正靠种粮富裕起来，关键还在加

快土地流转，实现连片种植，让农业

和市场接轨，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目前，土地流转滞缓已成为这一

区 域 进 一 步 实 现 粮 食 高 产 高 收 的

瓶颈。

和平县长塘镇暖水村有 1400 多

亩水田，近三成被丢耕荒废。如果将

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十几个人就能

把这 1000 多亩地耕完，不但能充分

发挥土地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还能

提高产业效率。

在暖水村及周边村落蹲点 3 年多

来，我发现这里的经营模式过于分

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

形不成规模化、产业化的根本原因。

如果做到种植集中、收购集中、销售

集中，其成本会大幅下降，效率也会

上升。解决不了这几大集中问题，在

这里靠种粮走上真正的富裕之路还会

很艰难。

我的想法是，通过像袁氏农业公

司这样的科学种植团队引导村民科学

种粮，引导农民开展农业产业化，产

业化后进一步吸引投资，在村里建设

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存储一体

化的产业链，让农副产业和市场无缝

对接。基于此，我希望这里的土地流

转能“走得快一点，走得好一点”。

因为粮食是基础，粮要走在前面。粮

食多了，饲料多了，养鸡养鸭酿酒等

产业的发展才有基础。

不过，土地流转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急不得。必须在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同时，做到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进城落户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

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和担保试点

等工作正在有序探索。相信在和平县实施连片种植，推动以粮

为本的农业综合化发展愿望很快就能实现。

（作者系广东袁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重点是让农业与市场对接

罗伟平

深圳市福田区的对口帮

扶地是广东河源市和平县。

在广东省开展的扶贫开发“双

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

作中，福田区深挖和平县的地

方特色和已有资源，有针对性

地开展技术输入、智慧输送和

精准开展资产增值性投资，让

当地的灵芝产业、特色果业和

增产种业进村进户，衍生出可

滚动获利的源头活水，将扶贫

“及时雨”化成“长流水”。

图为鹅塘村村民袁增立（右）在其百香果种植园介绍百香果生产情况。

图① 石谷灵芝种植项目基地负责人刘永胜（中）

在向深圳客商介绍灵芝产品特点。

图② 来自广州的谢小琼女士（左二）带着孩子和

来自深圳、惠州的同学在鹅塘村采摘新鲜百香果。

图③ 高发村红心蜜柚种植基地负责人曹水池林

下养鸡，增加了不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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