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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硒 水 稻 富 农 家
——湖南大学定点对口扶贫隆回县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 麟

5 月的隆回县正是山花烂漫时，天刚
亮，白水洞村村民李修祥的家门口就迎
来了一位又一位客人：“修祥，我家想申
请种富硒水稻！”“修祥，我家能申请上
吗？”⋯⋯李修祥告诉记者，上门来询问
的乡亲，是在争取承包播种由湖南大学
指导的富硒水稻名额。“这和一年前的情
况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扶贫干部多次上
门去动员，最后通过众筹出资，承诺实产
实销，才有 33 户花瑶乡亲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种植 57亩富硒水稻。”

从出资“请着种”到自己掏钱“抢着
种”，是什么让乡亲们有了如此大的改
变？“若是你家的米能卖出肉价钱，你会
动心吗？”李修祥告诉记者，在湖南大学
的帮助下，白水洞村去年首批试种的富
硒水稻不仅大丰收，价格还飙升至 10 多
元一斤。“同样一亩田增收了 1000 多元，
翻了一番还不止。今年不用众筹，我也
要把自家的田都种上富硒稻。”李修祥的
钱包鼓起来了，乡亲们看到脱贫希望，纷
纷要求种植富硒稻。

找准穷根

“十分贫穷、相当偏僻、极富民族风
情”是挂职隆回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湖南
大学青年干部李飞龙对隆回虎形山瑶族
乡白水洞村的第一印象。

隆回是湖南大学定点帮扶的国家级
贫困县，全县人均 GDP 不及全国平均水
平的四分之一。2015 年初，湖南大学来
到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洞村开展驻村帮扶
时，全村本地就业人均年纯收入不足
1700 元。李飞龙对第一次进村时的经
历记忆犹新：“按照工作组通知，早饭进
村吃，可是等到 11 点多，走访完十多家
瑶民的我早已饥肠辘辘，却一直没有谁
提早饭的事。一问才知道，因为穷，当地
人都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所以当地的土
话是叫日饭、夜饭，也就是正午和晚上吃
的饭。”

“帮助白水洞村脱贫，并非只是引进
资金、修修道路那么简单。探索一条能
够增强村民自我造血功能的路径，才是
拔掉白水洞村穷根的根本办法。所以，
湖南大学为隆回县 8 年的定点扶贫确定
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发展当地资源特
色’的基本思路。”李飞龙说，有山、有田、

有独特民族风情是扶贫小组眼里白水洞
村的“造血”基础，特别是该村地处有“小
西藏”之称的虎形山上，海拔高，气温低，
日照长，有适宜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更
重要的是该地土壤富含硒元素。“硒作为
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其在改善机
体免疫力以及提高人体抗癌能力中的作
用日益显现。大山里种出的零污染富硒
米肯定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食疗的需求,
市场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白水洞作为花瑶族群居
地，具有相当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由
于深处大山，千百年来的古寨对歌、神秘
婚俗等花瑶族特有的民俗都得以保存，
加之距白水洞村仅 27 公里的溆浦高铁
正式通车，距省会长沙 2 小时左右车程
的黄金距离对发展旅游业非常有益。”李
飞龙说。

对致贫原因和脱贫要素有了精准分
析后，湖南大学扶贫小组初步将种植高
附加值的富硒米和发展花瑶特色旅游确
定为帮助白水洞花瑶乡亲们脱贫的“造
血”产业。

按单种田

思路有了，扶贫小组首先把白水洞
的土和水运回了湖南大学。根据环境工
程学院的水土监测报告，经过化学化工
学院退休教授刘觉民带领的研究小组多
次试验，研发出针对白水洞富硒米的有
机富硒叶面肥技术。这种肥料不仅能增
加水稻的亩产量，还使成品米中的有机
硒含量准确可控，有益人体健康。同时，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的专家们也抓紧制订
病虫害防治方案，针对高寒地区的“两病
三虫”，该校生物学院副教授谭钟扬研究
了一套环保的防治方案，并配制了药物。

种子、肥料和农药等种植技术问题
解决了，但花瑶族的乡亲们还是顾虑重
重。“白水洞还处于农耕经济状态，此前
的主要产业金银花遭遇市场波动后，乡

亲们损失惨重，对种植经济作物心有余
悸。解决不会种只是基础，关键是要培
育销售市场，让大家敢于种，打消他们怕
卖不出去的后顾之忧。”在白水洞村挂职
村 支 部 第 一 书 记 的 湖 南 大 学 干 部 曹
镠说。

对此，湖南大学作出了新的规划：在
种植初期，采取众筹模式，订单式生产；
充分发挥本校的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开
拓培育销售市场，在富硒米品牌形成、销
售市场“丰满”之后，再将成熟的种植、加
工、销售产业链条交给村民运作。“能在
这原生态、无污染的地方有个自家的粮
仓，更何况还有湖南大学的技术保障，我
们愿意众筹。”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老师们自愿
共同出资，负责富硒米生产资料的购买，
并以高于当地市场价 20%的价格回购稻
谷。同时，湖南大学各相关专业也开始
为富硒米加紧“造势”：设计艺术学院负
责包装设计，请来了名设计师参与“花瑶
花”设计工作，与湖南大学师生共同设计
白水洞富硒米的包装与品牌，提升富硒
米附加值；计算机专业负责打造电商平
台⋯⋯

听闻不仅不要成本，连买家都有了，
曹镠驻点的农家李修祥动员了 33 户村
民腾出 57亩水田参与种植。

延伸产业

一年下来，富硒水稻成功了。“以前
种一亩田收 500 公斤，总收入 1500 元，
除去成本还剩 800 元。今年种富硒米，
种、药、肥都由湖南大学免费提供。肥
料好了，虫害低了，我家每亩增收了近
200 公斤，同样一亩田增收了 1000 元，
翻了一番还不止。”李修祥说。

看着村民的收入喜人，不少持观望
态度的村民也主动要求今年种植富硒水
稻。“去年刚开始种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做
工作，现在天天有人找我，让我今年一定

要给他种，生怕把他忘记了。”李修祥告
诉记者。最后村支两委商议，2016 年在
全村选择 70 亩优质梯田，由 7 户人家牵
头建立合作社，出资购买农资，免费分发
给贫困村民进行统一种植，合作社对种
出的合格水稻以高于市场价回收。湖南
大学将 2015 年打造出的“花瑶白水洞富
硒大米”品牌、技术、外观设计等内容授
权给村集体，同时帮助销售。此外，曹
镠个人还为村集体出资 20000 元，村集
体 以 技 术 、资 金 参 与 合 作 社 ，持 股
25%。每年村集体获得的分红用于村基
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等
工作。

如今，富硒米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
广泛认可，培育了瑶族乡亲们脱贫致富
的信心,还引起了有关医学专家的高度
关注。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专门
从事老年常见病研究的教授张国民告诉
记者：“白水洞富硒米含有机硒较高，既
可防止胰腺 B 细胞的氧化损伤，也可降
低血糖，可以成为糖尿病患者的有效保
健食品。”

“扶贫首先要科学精准、风险可控，
要以确保农民利益为前提。”李飞龙说，

“富硒米只是湖南大学在白水洞村‘定制
农业+生态旅游’扶贫思路中的一种探
索。未来，随着‘互联网+’定制平台的完
善，白水洞村会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富硒米的生产也将会促使加工、物流、仓
储等商贸企业加入，从而催生出生态农
业、乡村旅游、花瑶民俗文化等‘一产带
三产促二产’的区域生产模式。”记者了
解到，在湖南大学“定制农业+生态旅游”
模式推广下，该村目前已经建立了 4 个
农家乐，还结合当地特色，修复了清代道
光年间修建的水碾磨坊，设计打造了梯
田、民居、石仙鱼、千年石棺等 10 多处旅
游景点，并把花瑶风情搬上了意大利米
兰第 42 届世博会。这个 2014 年一年接
待游客不到 50 人次的偏僻小山村，2015
年接待游客超过了 10000人次。

在湖南隆回县虎形山一带

的瑶族，因瑶胞服饰色彩艳丽

而得名“花瑶”。隆回县多年来

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

来，在湖南省精准扶贫政策支

持下，湖南大学开展定点对口

扶 贫 隆 回 县 工 作 ，取 得 较 好

效果。

时至立夏，但甘肃河西走廊
的乌鞘岭上仍白雪皑皑。位于乌
鞘岭脚下的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
县毛藏乡华山村牛头组的藏族群
众，看着国网武威供电公司的施
工人员栽杆子、拉电线，忙得热火
朝天，脸上绽开了笑容。“盼这一
天盼了好久了。”村主任孟脑拉
说，天祝县是典型的农牧业县，群
众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业。这
几年，县上实施“特色林果业+设
施养殖业”发展模式，迅猛发展的
特色农业让农牧民看到了脱贫致
富的希望，与此同时，群众对电力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我们村属于藏族聚居区，也
是纯牧区，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
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走出大山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华山村在
2007 年实现了户户通电，而牛头
组由于地处深山，当时仅为每户
牧民家安装了一台光伏发电机，
暂时解决了照明用电问题。现
在，牧民们拓展养殖规模，走产业
化发展的愿望很迫切，设施养殖、
粉碎饲草料、牛羊肉加工对动力
电的需求很高。”孟脑拉告诉记
者，目前牛头组 42 户牧民养殖
4000 多头牛和 20000 多只羊，
还计划大力实施设施养殖业，将
以往的传统养殖发展成为集中规模化设施养殖，相继形成
养殖、屠宰、冷藏、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农网
改造升级后，就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就能走上规模化
养殖的路子了！”牧民们特别渴望用上安全、可靠、充足的电
力能源。

面对群众用电需求，国网武威供电公司积极实施电力
精准扶贫工程，计划投资 245 万元，新建 10 千伏线路 8.78
公里，0.4 千伏线路 6.5 公里，安装配变 3 台，并将三相动力
电覆盖全村，彻底解决华山村农牧民群众用电难问题。

为确保这一惠民工程早日完成，武威供电公司紧抓当
前施工黄金期，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全力施工，一方面加强与
地方乡镇政府、村委会的沟通，对用电需求迫切的农牧民群
众进行优先通电；另一方面将工程按月、按周进行分解，倒
排工期，及时协调解决工程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公
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要力争在今年 6 月底前完成
华山村农网改造工程，同时，通过加快实施动力电覆盖工
程，年底前使全县 75 个贫困村实现动力电全覆盖，为农牧
民群众脱贫致富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甘肃武威

：

农网升级为藏乡添动力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

员

崇玉成

4 月 10 日，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村口小广场正在
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三星公司联合发起的“美丽乡
村——三星分享村庄项目”启动仪式，这个项目将摘掉南
峪村多年的贫困帽子，帮助 636人的南峪村旧貌换新颜。

何为“分享村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
绍：“分享村庄”即通过“选村精准、项目精准、资金精
准、效果精准”的模式，实现村庄的“5 个分享”：分享
好的居住环境、村庄资源、村庄发展机会、村庄发展成果
以及村庄发展的模式和经验。“分享村庄”通过村庄建设
与产业发展规划、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组织建设、村
庄产业发展以及村庄公共服务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旅游扶贫之路怎么走？“资金跟着项目走，贫困户跟
着能人走。”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说，国务
院扶贫办在乡村旅游扶贫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景区带
村、能人带穷”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以景区为核心，带
动周边的村庄发展旅游，不仅为贫困人口创业就业提供平
台，而且让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入村庄组建的旅游合作
社，享受稳定的资产性收益，确保贫困户脱贫。

中国三星公司副总裁王幼燕介绍说，从 2014 年起，
三星公司开始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实施“三星分享村
庄”公益项目。此次南峪村项目确定实施后，中国扶贫基
金会就启动了村庄规划的参访培训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及
规划方代表到河南郝堂、湖北广水桃源村等地进行村庄规
划建设和经营模式考察。“现在，基金会已经在村里建立
了工作站，进行了合作社组织选举，村庄合作组织建设模
型基本成型，项目规划也在紧张编制过程中。”刘文奎说。

根据项目计划，南峪村的“分享村庄”项目计划将村
庄空间和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组建村庄经济合作社
以及乡村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整村推进、整体发展，
力争将村庄发展成“环境优美、收入稳定、村民乐居、人
际和谐”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通过“五个分享”带动农民致富

“分享村庄”项目落户河北涞水
本报记者 陈 颐

花瑶“白水洞 3号”富硒水稻种植示范点。富硒米不仅赢得了消费者认可，还增强了瑶族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做梦都没想到，像俺这样穷得叮
当响的贫困户还能当‘股东’，每天在
园区打工挣钱，去年年底还获得 3200
元分红，这日子有盼头了！”山东德州
市齐河县焦庙镇贾市村贫困户陈少军
说。因持有齐河焦庙镇田旺果蔬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股份，他脱贫有望，心里高
兴极了。

190 万元的省级扶贫资金，分摊到
每个贫困人口身上才 2500 余元。如何
让这“一洼水”变成“一眼泉”？齐河
县焦庙镇在征得困难群众的认可后，通
过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让贫困户获得
长期收益。2014 年 4 月底，焦庙镇将
750 个贫困户的 190 万元扶贫资金作为
股金，入股田旺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入股合同期限为 30 年，一年保底收益
93000 元，到期后共计可回报贫困户
280 余万元，增值近百万元；除保底收
益外，每个参股贫困户还可根据合作社
的收益情况获得年终分红。

据统计，在山东全省 300 万贫困人
口中，想靠种养产业脱贫的约占 120 多
万人。对此，山东立足农业产业扶贫，
把农业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主要发力
点，利用龙头企业、能人大户多的优
势，用活扶贫资金，建立起与贫困户利
益联结、利益共享机制，帮助贫困户走
上健康、可持续脱贫发展之路。

“贫困户和我一样，都是田旺产业园
的股东，贫困户代表在园区当监事长，
参与园区经营管理，附近的贫困户也可
以在园区务工，每月能挣2000多元，贫
困户得了实惠，镇上也给我提供了融资
和土地流转等优惠政策，实现了共赢。”
田旺合作社董事长赵军说。看到了脱贫
希望的贫困户纷纷到合作社务工，最多
的时候有300余人。不仅如此，6个因病
因灾致贫且有能力的困难家庭还在园内
租赁了大棚，年收入达6000余元。

“190万元的省级扶贫资金，撬动了
800多万元的社会资本参与扶贫，目前田
旺产业园发展迅速,年收益达300万元左
右，实现了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大
效应。”焦庙镇副镇长张加才说。

再过几天，夏津县顺利联合养殖合

作社的 500 多头生猪即将出栏。左洪义
是合作社股东之一，不用自己投钱，每
月就能分红 500 元钱。左洪义所在的左
庄村享有 5 万元的扶贫资金，有人建议
干脆发到贫苦户手里，一分了之。雷集
镇镇长杨希建却认为，扶贫要扶到根
上，“输血”更要“造血”。他们引进了
顺利联合养殖合作社，把合作社跟贫困
户结合在一块。“扶贫资金融入到合作社
来，就等于他们入股了，这一批一个猪
舍就能挣七八万元，一年能养两批，能
给贫困户分红 10%到 15%的利润。”顺
利联合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张传利说。

上小峰村是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的
省定重点贫困村，全村 487 人，贫困人
口 243 人。这里本是一处远近闻名的山
美水美的“桃花源”，自打村里发展起
乡村旅游，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成
了上小峰村村民脱贫的“金饭碗”。

村支书牛占月拿着一本 《贫困户分
红证》 告诉记者，村里发展旅游有了收
益，凭着这个小红本，贫困户自己不掏
一分钱就可以分红。

这是因为贫困户的股本已由财政支
付——作为全国 6 个国家扶贫改革试验

区之一的淄博市，利用 700 万元国家扶
贫改革试验区建设引导资金，在博山区
池上镇上小峰村、赵庄村，博山镇上瓦
泉村、源泉镇麻庄村等 7 个村试点，将
扶贫资金折股量化到贫困户，通过收益
分红实现精准脱贫。

牛占月介绍，上小峰村以村集体、
出资村民和贫困户为股东，注册成立

“山东上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40 万
元其他扶贫资金算作村集体股份，100
万元中央资金均分到 243 人身上，按照
1000 元 1 股 计 算 ， 贫 困 户 每 人 4.115
股，其他村民按出资多少入股。

博山区扶贫办主任司志永认为，扶
贫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手里，只能解一
时之急。而将扶贫资金入股分红模式却
可以一箭三雕：用活了资金，促进了脱
贫，壮大了集体。

“有产业才有未来。”山东省扶贫办
副主任邵国君说，近年来，山东摆脱以
往“救济式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告
别“撒芝麻盐”“大水漫灌”等方式，
在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蔬
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提升贫困地区自我
造血能力，发展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前，山东已有 3000 多个贫困村实施
了种、养、加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项
目，受益人口近百万，受益农户人均纯
收入基本实现翻番。

据了解，今年山东将重点实施贫困
村“一村一品”产业推进行动，支持贫
困农民发展特色水果、高效蔬菜、食用
菌等种植业，发展牛、羊、驴、兔等养
殖业，发展果菜采摘、农耕体验、休闲
养生等多种业态的休闲农业。

山东实现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

让“ 一 洼 水 ”变 成“ 一 眼 泉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郑 军

4 月 28 日，山西省原平市柳巷村村民冯玉文家的院子

里牡丹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乡村旅游一直备

受青睐，它不仅使人重拾农耕文化，体验农民生活，而且促

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 吉建平摄

乡村旅游促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