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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不惑的张平有了越来越灵敏的
产业嗅觉。5 年前，从甘肃省镇原县马
渠乡赵渠村外出打工的他，一提起回
家，便会觉得心烦。“家乡的干山枯岭
看不到希望，就那么一点地，熬一辈子
不甘心，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

但现在，张平却回来了，因为另一
个镇原人回到了家乡——在陕西打拼多
年的中盛集团董事长张华是镇原人，
2012 年，在乡亲们眼里已经成为“大
老板”的他回到镇原县投资建设中盛农
牧公司，发展全产业链的白羽鸡养殖。
看到张华回到家乡创业，张平决定，应
聘到中盛农牧公司打工，毕竟，在家门
口打工，心里踏实。

很多进入中盛农牧公司的镇原贫困
农民都跟张平一样，被公司派到外地大
型养鸡场学习技术。几年后，张平承包
了中盛农牧公司的席杨养殖场。成为

“小老板”的他开始像张华一样，带动
更多的人脱贫致富。“现在我的养殖场
里有 8 名员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张
平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实现稳定就
业的他们脱贫指日可待，“在这里当饲
养员每年有 3 万多元的收入，关键是还
可以学到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后可
以自己开办养殖场”。

在产业链的发展中培养出更多的
“张平”，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就业创
业，这是中盛农牧在镇原县探索出的
扶贫路径。近两年，中盛农牧已通过
种植、养殖、加工等产业，带动 5000
个贫困户近 1.8 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增收。

地处陇东高原的镇原县是陕甘宁革
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山川塬兼
有，沟峁梁相间，自然条件恶劣，是六盘
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之一。2014 年
底，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94万人，
贫困面29.31%，贫困人口规模居甘肃省
第一。针对全县贫困人口面大量广、贫困
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重的现状，镇原县
决定走龙头带动的发展路子，将张华和
他的中盛农牧公司请到了镇原县。

按照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的
“三高”标准，中盛农牧公司规划总投资
30 亿元，建设 3600 万只肉鸡全产业链
项目和1000万只肉羊产业化项目。据介

绍，目前已完成投资15.9亿元，是西北
地区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
高、产业链条最完整的农业产业化项
目。在肉鸡项目中，中盛农牧公司以

“全产业链、全循环链、全价值链”的
“三链”模式推进，创造了以饲料生产、
种鸡孵化、规模养殖、肉食加工、无害
化处理、冷链物流等“六大产业板块”
为主体的中盛模式。

除了布局在中盛产业园的饲料厂、
食品厂、有机肥厂等一批工业化生产线能
够解决贫困户就业外，遍布在镇原全县各
乡镇的36个标准化肉鸡养殖场也已经成
为中盛农牧公司培养贫困户创业的“大课
堂”。

张平是中盛农牧公司“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的受益者之一。该模式
由中盛农牧公司标准化提供养殖基地，
选择有实力的农户通过承包自主经营，
并约定承包基地为贫困人口提供60%以
上的就业岗位。2015 年，中盛农牧公
司 27 个养殖基地采用了这种经营模
式，27 名承包人及其合伙人盈利 1300
万元以上，并为当地 750 名农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其中贫困人口 450 人以上，
年人均收入 31000 元，带动 450 户贫困
户实现了家庭整体脱贫。

年收入已有20万元的张平现在开始
重新认识家乡的“干山枯岭”。“在中盛这
几年，不仅学会了养鸡和管理，更重要的
是有了一双发现商机的眼睛。”张平说，
比如一片河边的荒地，以前没什么利用价
值，但是建一个养殖场，年产值可以达到
2500万元。“最近我们试着把甘草、板蓝
根等中药材加到饲料中，如果成功，不仅
可以提高肉鸡品质，还能带动药材种植这
个新的产业。”

今年8月，新城乡高庄村的贫困户段
志刚被聘用为中盛农牧席扬养殖场的副场
长。在此之前，段志刚干了近两年饲养
员。现在老段的月收入从2600元涨到了
4000元。“今年年底，我们家就可以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但段志刚的目标已经不
止于此，“现在有技术，也懂鸡场的管
理，我想找几个合伙人，组建合作社”。

老段瞄准的是中盛农牧公司扶持贫
困户的另一种模式。该模式是由专业合
作社牵头，利用贫困户资金互助社贷款

和社员入股作为风险抵押金，与中盛农
牧公司签订肉鸡养殖经营合同，合作社
负责统一养殖管理，贫困户参与养殖和
效益分红，中盛农牧公司统一提供鸡
苗、饲料、防疫，并按照合同价订单回
收。这种模式让部分贫困户参与养殖取
得劳务收入，合作社全体成员享受效益
分红，可以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

2015 年，中盛农牧公司在镇原县
华通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试点，合作
社共 100 人，筹资 130 万元，承包经营
年出栏 100 万只肉鸡的养殖小区。一年
下来，合作社共带动 230 名贫困人口实
现了脱贫，年收入 126.6 万元。下一
步，中盛计划每年从现有的 46 万平方
米的肉鸡养殖鸡舍中列出 25 万平方
米，进一步在贫困村、贫困户成立的专

业合作社扩大试点，每年带动 500 户贫
困户实现合作社参与龙头企业，使企
业、合作社、农户之间实现利益共享，
人均年收入达7500元以上，。

“随着中盛农牧公司全产业链延伸
及 产 能 增 加 ， 可 安 置 本 地 农 民 就 业
2000 多人，为 800 户贫困户提供稳定
的就业岗位，让他们通过就业实现稳定
脱贫。”中盛集团管理人员陈延锋向记
者介绍，中盛农牧将采用“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模式发展肉羊产业，按
照企业统一品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
提供饲料、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回
收肉羊的经营方式，带动 5000 农户每
户年饲养肉羊 200 只，每只保证 200 元
的利润，每户每年增收 4 万元，让更多
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让贫困户融入致富产业链
——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探索培养创业型农户脱贫新路径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在中盛公司的肉鸡加工生产线上，来自当地的农民工在进行肉鸡分割。中盛现有的1500名员工中，本地农民工有1200人
以上，其中贫困人口500人。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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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江西省高安市石脑镇樟谢村村民罗国花、
谢国华正搭建香菇架。今年以来，县、镇、村三级筹资近
60万元帮助该村发展香菇种植项目，预计可使周边43户
贫困户人均年增收近1500元。 梁剑锋摄

湖北蕲春克服贫困村“种粮不行、企业不来、致富无门”困局——

帮扶因地制宜 山民栽竹脱贫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湖北省蕲春县
大同镇柳林村有几百户人家。深山老林
固然安逸，生活却极清苦。村民朱松柏
家曾是柳林村家境最窘迫的。但如今，
朱松柏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纯收入
就有8万多元。“能过上好日子，要感谢
政府，感谢扶贫干部。”朱松柏说。

朱松柏家的变化，始于几年前的精
准扶贫。柳林村是蕲春县国税局负责对
口帮扶的 4 个贫困村之一。为确保帮扶
见实效，蕲春县国税局组成调查组深入
柳林村，与村干部和村民座谈。虽然预
先有思想准备，但柳林村的境况仍让调
查组感到吃惊：426 户人家中，贫困户
有 300 多户。不少农户连买化肥、种子
的钱都拿不出来。

分析致贫原因，调查组发现：一是
山多田少。全村 1590 口人，耕地只有
1019亩。二是山高温低，粮食单产提高
不易。三是没有致富产业。

其实，柳林村多年来一直想招商引
资，但是苦于没有企业愿意来。村党支
部书记詹有余说，这里地处偏远，交通
不便。村里曾经想建桥，但村集体负债
20 多万元，根本拿不出钱。“种粮不
行，企业不来，能发展什么致富产业
呢？我们和镇政府、村委会一起想办
法。”蕲春县国税局局长桂国胜说。

大山上楠竹丛生，最初，大家想到
的是发展竹笋产业。进一步调研发现，
楠竹笋产量低、笋质差，市场前景不
好。他们又想到市场上深受消费者欢迎

的雷竹。雷竹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栽培食
用竹种，而且雷竹春笋 3 月初即可上
市，比其他竹笋都早，有市场优势。只
是雷竹原产地在浙江、江西，不知在柳
林能不能长好。

试种发现，雷竹居然长得很好，于
是大面积推广1200亩，带动村里360户
农民一起种雷竹。

在柳林村，朱松柏种雷竹出了名，
因为他种得最早、种得最多，经验丰
富。2010 年，朱松柏从其他村民手中
流转了 19.2 亩坡地，全部移栽上雷竹
苗，约定按每年利润的 10%计租金。县
国税局扶贫干部为他免费提供种苗、肥
料，还帮他协调到 5 万元贴息扶贫贷
款。第二年春天，朱松柏的雷竹园里萌

生出许多新笋，他没舍得挖一棵。新笋
长成新竹，稀疏的竹园很快就变成了茂
密的竹林。到了第三年春天，竹林里遍
地新笋，朱松柏一下子就收获了 4 万斤
春笋。

新笋不愁销路，柳林村成立了雷竹
种植专业合作社，按每斤 3 元的价格全
部收购。合作社还建起了笋干加工厂，
对不能及时售出的新笋，全部加工成笋
干。目前每年加工成品笋干约 1 万斤，
远销武汉、浙江、上海等地。雷竹从栽
种到受益，需要 3 年时间。柳林村 2011
年大面积种植雷竹，到2013年，新笋大
量上市，种雷竹的 360 户农户都收入颇
丰，柳林村当年就实现人均纯收入7600
元，一举摘掉了省重点贫困村的帽子。

本报讯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打好突出发展特色农业项目“绿色
牌”，高度重视对广西西林县、陕西镇
巴 县 的 定 点 扶 贫 工 作 ， 自 2011 年 以
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80 余万元，建
成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项目 16 个，
帮助定点扶贫县引进投资项目 30 余亿
元，辐射带动大量贫困户脱贫。

针对两个定点帮扶县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贫困发生率，中国能建围绕

“改善基础设施、做强主导产业、提高
造血能力”总体目标，建立了由公司扶
贫帮困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党群部门牵
头协调、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领导机
制，先后派出挂职干部 5 名，并建立扶
贫工作量等同原岗位业务工作量，扶贫
工作业绩等同原岗位工作业绩的“双等
同”制度，扶贫干部在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宣传发动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能建深刻认识到，扶贫要从

长远考虑，只有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
思想、文化、科技水平，才能加快脱
贫攻坚步伐，有效降低返贫率，大力
发展教育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保障。为此，中国能建把教育帮
扶作为定点扶贫的重中之重，援助的
首个项目就是投入 80 多万元改扩建广
西西林县央龙村小学，资助学生 3000
余 人 。 中 国 能 建 所 属 企 业 还 设 立 了

“圆梦基金”，先后多次送出爱心款、
教学仪器、电脑、书籍、衣物等“圆
梦礼包”，帮助缓解贫困群众子女上
学、教育等难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都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定点扶贫工作是中央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能建有关
负责人表示，其对口帮扶的两个贫困
县，均有望提前实现脱贫目标。

（文/经 广）

中国能建助力老区“绿色脱贫”

重庆酉阳启动金融扶贫创新
改补贴为借贷

变粗放为精准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普会寺贫困户朱红旗恳求鸡
苗供应商赊给自己 3000 只鸡苗被拒，老朱急得坐立不
安。邮储银行确山县支行扶贫联络员张伟闻讯而来，核
查后，仅数天就用“畜牧贷”为老朱授信5万元，为他解了
燃眉之急。

近年来，驻马店银监分局引导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精准扶贫“私人定制”金融服务。首先，驻马店银监分
局制定了“一个贫困县一支金融帮扶工作队，一个贫困乡

（镇）一个责任银行，一个贫困村一名银行联络干部”的
“三个一”金融帮扶方案。同时指定在县域有地缘优势的
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农合机构组成“金融扶贫服务站”，
对贫困户实行“一户一档”名单制管理。据了解，该分局
督导金融机构对全市 13355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走访调
查，同时指定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农合机构分别包干贫
困乡（镇）作为金融扶贫责任片区，实现了对全市151 个
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目前，该分局已督导全市银行
业金融机构累计为 2032 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0812万元。

针对贫困地区群众金融知识普遍不足、风险识别能
力不高的现状，驻马店银监分局通过定期开展“金融知识
进万家”“送金融知识下乡”等回访教育活动改变贫困户

“等、靠、要”的心理，做好理念扶贫，及时解决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发展中遇到的新难题。

泌阳县高邑乡的赵四孩及周边30余户农户就是“定
期回访”的受益者。高邑乡扶贫联络员李玉茹在回访中
了解到，赵四孩有意扩大香菇经营规模，经核查，邮储银
行泌阳县支行决定向他发放 40 万元的扶贫资金。得到
资金后，赵四孩通过技术支持、产品收购，直接带动附近
30 余户农户种植香菇 30 万袋，实现经济效益 150 万元，
带动周边乡镇创建香菇种植项目，成功实现脱贫。

河南驻马店引导金融机构扶贫

私人定制 一户一策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崔宏磊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地处武陵山腹地，有 130
个贫困村、13 余万贫困人口，
是重庆市贫困人口最多、贫困
程度最深、扶贫任务最重的县。

从2014年开始，酉阳县因
地制宜，启动金融扶贫创新举
措，将财政与金融结合，大力推
行“改补为贷”“改补为借”双线
精准扶贫模式。截至目前，累
计为贫困户借款3100万元，贷
款 2 亿多元。2015 年，全县 38
个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5 万
余人越线增收。预计今年将有
6万余人可实现脱贫。

“在我们乡，获得无息贷款
的有22户；向乡政府申请并获
得产业借款的有133户。”酉阳
县花田乡党委书记冉廷彪告诉
记者，通过政府牵头，贫困户可
从银行获得 5 万元以下免担
保、无利息贷款。

巩固脱贫是一项长期性的
工程，而金融是巩固脱贫的长
效机制。于是，酉阳县推出“改
补为贷”“改补为借”双线金融
扶贫模式：“改补为贷”，就是将
部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担保公
司，建立“政府+担保公司+保
险+银行”的四级联动机制，为有发展意愿、发展能力的
贫困户提供贷款，贷款金额是扶贫补助款的 10 倍以上；

“改补为借”，就是将部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乡镇，专门为
有发展意愿、无启动资金的贫困户提供产业借款。

10 月 17 日，在酉阳县扶贫日活动表彰大会上，可大
乡吴家村贫困户宋先权戴上了大红花。宋先权是通过金
融扶贫政策脱贫致富并带领他人致富的典型。金融政策
出台后，他决定利用村里草场资源，借款贷款搞生态肉牛
养殖。在帮扶乡干部的协助下，仅用一周时间，宋先权就
从乡政府获得了 1 万元借款，之后，又申请到 3 万元免抵
押、全额贴息产业贷款。截至今年9月，共存栏17头牛，
经营性收入每年可达 5 万元。自己脱贫后，宋先权还带
领2户贫困户借助金融扶贫政策，养牛致富，如今，他们3
户的 56 头肉牛长势良好。宋先权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
致富带头人。

酉阳县委书记陈文森坦言，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扶
贫经验，只能因地制宜地创新金融扶贫。为此，酉阳县结
合实际，大力推行“改补为贷”“改补为借”精准扶贫模式，
让有限的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为广大贫困户和对贫困户
起到带动作用的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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