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 贫 开 发 2017年1月18日 星期三 15
“今年 5 月份，耀州

区鸿伟兔业公司给俺家
免费提供了 18 只种兔，
还 负 责 技 术 指 导 和 回
收 ，一 只 幼 兔 能 卖 12
元，个人基本没啥投入，
现在纯收入有 2000 元
至 3000 元 ”。 陕 西 省
铜川市耀州区贫困户郭
增莹说。

耀 州 区 是 革 命 老
区 ，也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 在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中，耀州区通过精准识
别 ，确 定 了 74 个 贫 困
村 ，共 7616 户 22883
人 。 面 对 这 一 艰 巨 任
务，耀州区探索出了一
条符合实际的“四位一
体”发展产业助力脱贫
攻坚的新路子，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脱贫的群众
已 占 全 区 贫 困 户 的
80%。

耀州区依托董家河
循环经济产业园、步寿
塬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园、耀州区历史文化名
城等 8 个核心产业区建
设 ，使 占 全 区 2% 的 面
积，聚集了全区 90%以
上产业项目，创造就业岗位上万个。目前以入住
园区的天辰现代农业光伏发电项目、上林源葡萄
基地、鸿伟兔业公司等企业为主导，辐射带动全区
特色产业园、专业村、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借助
产业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了马咀综合示
范扶贫产业园等 26 个特色扶贫产业园，并对精准
识别的 74个贫困村加强指导，扶持优势产业。

按照政府推动、企业（合作社）带动思路，耀州
区 170 多个合作社、49 家龙头企业和贫困户建立
了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全区通过产业发展，扶持
贫困群众 3308 户 10951 人，带动 2600 余户贫困
户发展苹果、花椒、土豆、牛、羊、兔、鸡、猪等种养
殖产业。

西古村有近 70 年的土豆种植历史，通过引进
新种苗，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指导，2016 年种植土
豆 1300 多亩，销售收入 200 多万元，贫困户户均
收入 4600多元。

在毛驴养殖专业村的关庄镇麻子村，成立了
以养殖乌头驴、三粉驴为主的祥福养殖专业合作
社，按照“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脱
贫。近日，合作社将出栏的 20 头肉驴出售，共盈
利 11万元，其中 9万元用于向 30户参与入股的贫
困户发放红利，每户可得 3000元。

陕西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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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5日，晴。
地处山城的三明市，空气格外清

新。今天是我担任福建省派三明市驻村
干部总领队的第981天，如果加上之前
两次分别担任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2192
天 ， 今 天 已 经 是 我 驻 村 以 来 的 第
3173天。

8 点整，我和司机出发去泰宁县。
下午泰宁县委要召开常委扩大会，专题
研究泰宁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
示范基地“金湖牧歌”项目。这是一个
精准扶贫和村集体增收的项目，一期工
程“全智能控温大棚”已经建成投产，
周边8个行政村每年每个村将增加收入5
万元。

近年来，福建省推进整村脱贫工作
成效显著。省长于伟国说，10多年来，
福建共投入帮扶资金170多亿元，下派
干部2400多人驻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实施了10万多个项目，让群众得到
了实惠。仅“十二五”时期，全省扶贫
对象就从 2011 年的 140 万人减少到
2015年的 45.2万人。2014年底，国务
院批准三明市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
每想到这些，我就有一股干事业的冲
劲。毕竟，这里面有我和扶贫工作队队
员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同时也倍感身上
的责任和压力。

上午10点，汽车来到泰宁高速出口
处。因为投资方的老总下午两点才能抵
达泰宁，我利用这段时间约了一批爱心企
业家，商谈“社会保障兜底”精准脱贫方
案。2014 年 4 月，三明市委、市政府以
省、市下派的100个驻村为试点，首创了
符合三明市情况的“348”精准扶贫工作
机制。我在帮扶工作中也体会到脱贫攻
坚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在于精
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是最困难
的群体，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与企业家们
探讨“社会保障兜底”精准扶贫的办法。

午餐后，我和同事们继续落实细化帮
扶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对丧失劳动能力
的群众，社会各界要主动对接、主动作为，
在政策兜底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提高生活
质量。基于这个共识，我们决定从这个月
起至2018年底，由张家旺等50多位企业
家向泰宁县南溪村、朱口村等15个行政
村的300户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每
户每月免费提供300元生活日用品。

下午，泰宁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按时
召开。会议听取了投资方的项目总体规
划汇报，然后由县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提出建议和意见。泰宁县委书记多次插
话，要求各部门领导“好的方面就不要
讲了，只要讲不足和意见”。会议开得轻
松、活跃、富有成效。

几个小时过去后，泰宁县委书记说
晚饭后接着讨论。

22 点 36 分，连续几个小时的会议
后，“金湖牧歌”项目顺利通过总体规划
审批。

“金湖牧歌”项目总投资 4.55 亿
元，是农业+旅游+文创的产业扶贫项
目。项目以文昌星和状元文化为主题，
以农业和旅游业为载体，由全智能温控

大棚以及生态停车场、生态餐厅等10多
个子项目构成。建成后能为当地创造
200多个就业岗位，可使群众每年增加
土地流转收入100万元，村集体收入每
年可增加5万元。

回到住地，已经是23点10分，案头
的《摆脱贫困》一书再次映入我的眼帘。
书中围绕福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
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念
和方法，这些内容深深吸引了我，对我的
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回想两年多来，
三明市1000多名驻村干部，努力推进三
明市的整村脱贫，在党建、精准扶贫、民
生、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取得一些成就，
但是，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啃硬骨头”阶
段，边穷地区能否如期脱贫？丧失劳动力
的部分困难群众能否如期脱贫？农民脱
贫致富的长效机制在哪里？这些都是我
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要带领我的
队员们和群众一起不懈努力，不断探
索农民增收和村集体增收的
长效机制。群众不脱贫，我们
不罢休！群众不致富，我们不
脱钩!

（本报记者 石 伟整理）

群众不脱贫，我们不脱钩
福建省派三明市驻村干部总领队 张志坚

作为一家中药企

业，“寿人济世”是我

们的道德标准。所谓

“寿人”，就是产品要

地 道 ，要 安 全 有 效 ，

“ 不 省 人 工 ，不 减 物

力”。不但治病，还能

滋养人的生命，使人

获 得 健 康 ；所 谓“ 济

世”，就是经营企业要

厚道，要有强烈的社

会 责 任 感 。 只 有 这

样，才能滋养好东阿

阿胶这块金字招牌，

让企业走得更远。

俗 话 说 ，“ 穷 养

驴、富养马”。驴对于

贫瘠环境条件的适应

能力很强，不易得病，

容易喂养，比牛、马省

料，凡养不起牛、马的

农户，一般都会选择

养驴。然而，随着毛

驴役用价值的消失以

及综合效益低的状况

越来越突出，养驴的

人越来越少，这种局面对以驴皮为原

料的阿胶行业来讲是灭顶之灾。从

2002 年开始，东阿阿胶就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建设了 20 多个毛驴标准养殖

示范基地。但是，我们用了十几年的

时间发现，仅靠驴皮是拉动不了整个

产业链的，必须转变观念，把毛驴当药

材养，搞活体循环开发。什么是活体

循环开发呢？简单说，就是不仅要驴

皮和驴肉，还要向驴奶、驴血、驴胎盘

等环节要效益。这样一来，原先的一

次性利用就变成循环开发，大大提高

了驴的价值。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

这种活体循环开发的整体收益可使毛

驴增值 6.8 倍以上。2015 年，东阿阿

胶牵手全国 26 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发

起成立了“国家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核心就是要突破毛驴资源深度

开发的核心技术，包括良种保种、育种

与繁殖技术研究、农户养驴补贴、技术

培训、改良器械等。在驴皮资源得到

保障的同时，我们最终找到了一条“养

驴扶贫”的路径，通过打造驴产业价值

链助推精准扶贫。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推

广毛驴良种养殖就是“授之以渔”。贫

困户掌握了“渔”，我们的驴皮资源和

全产业链就会得到保障，就会形成良

性循环，农户就会彻底告别贫困，再也

不用担心返贫了。下一步，我们还将

积极探寻驴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相结

合的路子，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养驴

脱贫”协同并进的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
会会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
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铁驴铜骡纸糊的马’，这是老一辈流
传下来的养家畜经验。驴不易得病，成活
率高，养殖风险相对较小，妇女、老人都能
养，而且投入少、见效快，特别适合用于贫
困户脱贫解困。”位于山东省东阿县大店子
村的强盛牧业有限公司，“驴倌”赵一西滔
滔不绝地向记者侃着他的养驴经。他的身
后，是一排排整洁的驴舍，瓦蓝色的棚顶映
衬着冬日的阳光，1000 多头黑毛驴有的安
静地吃着草，有的三五成群撒欢打闹。

“小黑驴，白肚皮，粉鼻子粉眼粉蹄子，
冬至宰杀取其皮。”黑驴皮，是我国名贵中
药阿胶的核心原料。受困于繁殖难及规模
化养殖难，我国黑毛驴存栏量持续下降，供
需矛盾导致原料驴皮价格每年以 23%的速
度大幅攀升。2014 年，赵一西从毛驴身上
看到了巨大商机。这一年，东阿县针对养
驴这一特色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
并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毛驴回
购合同，让养殖者没有了后顾之忧。赵一
西作为当地最早一批黑毛驴产业的参与
者，从 2014 年养殖 158 头驴，发展到今年
养殖 1100 头毛驴，成为东阿县 43 家养驴
场的成功范例之一。

生活富裕起来了，赵一西没有忘记自
己的社会责任，30 余名贫困群众到他的养
殖场上班，每人每月都可以拿到 1200元工
资，他们家庭的生活就此有了基本保障。
此外，周边村里的贫困户夏天割的青草、秋
天收的秸秆等，都可以卖到养殖场作饲
料。如此一来，一处养殖场就能带动上百
人增收。

如今，养驴成了东阿县重要的扶贫手
段。据东阿县扶贫办主任侯阿民介绍，
2015 年，东阿县在原有 43 家养驴场的基
础上，依托东阿阿胶公司和 275 万元特色
养殖扶贫基金，通过贫困户量化入股方式
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又建设了 14 家养驴
场。目前，全县黑毛驴存栏量已达 5 万
头。“每个养驴场政府投入近 20 万元，我
们再将养驴场承包给有经验的养殖户，保
证贫困户每年可以享受到不低于投资额的
10%， 也 就 是 2 万 元 的 收 益。” 侯 阿 民
说，黑毛驴养殖场的运营模式是由东阿阿
胶公司统一选购驴苗，合作社可使用扶贫
贷款资金购买，待合作社将黑毛驴养大，
东阿阿胶公司再统一收购。“我们县共有
45 个省定贫困村，7278 户贫困户，仅原
有的 43 家养驴场，就能带动 200 个贫困
户增收。”侯阿民说。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秦玉峰眼里，毛驴浑身都是宝。
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拿一头成年母驴来
说，驴奶每年能卖 3000 元，孕驴血能卖
2000元，母驴本身能卖 4000元，一头母驴
一年就能产生近万元的效益，已经超过一
头牛的收益，相当于种一亩地的收益。为
破解驴皮资源的紧缺局面，前几年，东阿阿
胶公司曾远赴新疆、宁夏、内蒙古、辽宁等
地发展养驴基地，给当地农牧民带去 20 多
亿元的收入。近年来，东阿阿胶公司提出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和“以肉谋皮”战略，以
黑毛驴养殖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得到了各

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黑毛驴养殖大户的积
极响应。

赵庄村是省级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13 户、24 人，赵敦群就是其中之一。
这几年，60 多岁的赵敦群和老伴身体每况
愈下，身边无子女，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如
今，养驴扶贫让老赵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东阿阿胶公司给每个贫困户提供母驴2头，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每户补贴 4000 元。
贫困户把这2头母驴和4000元补贴金交给
绿旺合作社入股，合作社补齐购买母驴的
钱款，贫困户每年可以享受到驴驹补贴
2400 元 和 每 头 驴 500 元 的 分 红 收 益 。
2014 年，赵敦群和老伴的收入有 6000 元，
2016年，通过毛驴入股扶贫项目，赵敦群一
家的年收入涨到了1.2万元。

绿旺合作社负责人赵学刚介绍，他们
主要采用合作社带动以及资金入股模式，
即便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年收益也有
3400 元左右。另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他们还采取直接进厂打工或销售草料
的方式，使他们获得部分收入。通过这种
方式，他们村的 13 户贫困户 2015 年全部
实现脱贫。

“产业扶贫是落实精准扶贫的关键，黑
毛驴产业在东阿县有着深厚的基础，且综
合成本低、开发价值高、市场潜力大，还可
以依托东阿阿胶公司获得养殖技术支持和
市场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强上游毛
驴产业，更加积极地与扶贫相关政策结合，
带动更多农民脱贫致富。”东阿县委书记雷
霞说。

小 黑 驴 驮 来 致 富“ 经 ”
——东阿阿胶公司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帮扶贫困群众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孟凌云

打造一条驴产业价值链

秦玉峰

墨江农民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影报道

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典型的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2016 年初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乡镇 7

个、贫困村 53 个、贫困人口 60749 人，贫困发生率

20.06％。如今，记者在当地看到，宜居的农家小别

墅取代茅草屋；适龄儿童进入学校；大部分村民参

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少群众买了摩托

车、小汽车。村民们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使

用“电商”“微商”出售农特产品⋯⋯据统计，2016

年墨江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8720元。

扶贫工作队员周晓聪在查看墨江县那哈乡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资料。

那哈乡中心小学的孩子在吃免费“营养餐”。

在那哈乡那苏村的生猪养殖基地里打工的村

民给小猪喂食。

东阿阿胶公司黑毛驴繁育中心东阿阿胶公司黑毛驴繁育中心。。（（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东阿县在东阿县，，养驴已经成养驴已经成

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手段手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 向 萌 刘 蓉

邮 箱 jjrbm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