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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多亏中行一
直给我们支持，每次都帮
我们顺利渡过资金回笼的

‘真空期’，也坚定了我们
将香菇产业做大做强的信
心。”湖北远安县的宜昌大
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周华雄告诉记者。

湖北远安县素有种植
香菇的传统，作为县里的
香菇生产龙头企业，宜昌
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过多年摸索，总结出一
套“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
香菇的产、供、销、服务一
体化经营。一方面，企业
收购农户木材，批量标准
化生产高质量菌筒返销种
植户，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为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另一方面，集中收购农户
自产的香菇，通过冷库储
藏实现错峰销售，利用企
业渠道实现种植户与国内
外市场的直接对接。

但企业面临购与销之
间的资金矛盾。一方面采
购菌种、组织生产需要占
用大量资金，收购木材和
种植户的自产香菇也需要
现金支付；另一方面，实现
销售后货款回笼又经常出
现大量应收账款。宜昌大
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当地3300多家农户签订购销合同，一旦企业资金周
转不利，就会影响到香菇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对企业
影响重大，还会对相关农户产生影响。

中国银行远安支行在了解当地香菇产业发展现
状后，主动与宜昌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洽，开
展市场调研，测算资金需求，通过“中小企业信贷工
厂”通道，4 年来共为该公司提供授信支持 2500 余
万元。目前，该公司年销售额已近亿元。中行远安
支行通过支持宜昌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香菇
发展，直接带动当地 3000 余户农民年平均增收
3000元以上。

目前，中国银行远安支行正在积极寻找茶叶、瓦
仓米等多个当地特色产业的合作模式，力求惠及更
多农业产业和更多农户社员，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化
发展，帮助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中国银行远安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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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涉农企业提供金融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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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
庆市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受区位条件、交
通等基础设施制约及技术力量匮乏等影
响，这个隐藏在武陵山区的“世外桃源”，
一直摆脱不了贫困的影子。

近年来，该县围绕武陵山国家连片扶
贫开发区发展战略目标和渝东南“生态保
护与发展区”功能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整合科技资源，用科技“猛
药”治贫困“顽疾”，探索出一条科技力量
助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破解科技供给与需求矛盾

“种植、养殖、加工”复合型技术
团队，覆盖全县 39 个乡镇（街道）278
个村（社），既涵盖技术需求面，又能
顾及技术需求点，有效破解技术供给
不足的短板，达成了科技供给与需求
的基本平衡

以前，按照常规，酉阳县一个乡镇配
备一名市级科技特派员，每个村还选派一
名科技特派员，但存在企业与农民技术需
求与技术供给不对路的问题。

“科技特派员不是‘万金油’，39 个乡
镇一对一的安排难以满足企业，特别是贫
困群众对技术的个性化需求。”酉阳县科
委主任谢健坦言。

如何破解难题？只有创新管理，打科
技扶贫“组合拳”。

从 2017 年起，酉阳县组建了 5 个“种
植、养殖、加工”复合型技术团队，覆盖全
县39个乡镇（街道）278个村（社），既涵盖
技术需求面，又能顾及技术需求点，彻底
改变了科技特派员技术单一的现状，有效
破解技术供给不足的短板，达成了科技供
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

目前，该县通过组建科技特派员复合
型团队，建成了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酉
阳分所、畜牧科学院酉阳分院 2 个科研机
构；培育入库科技型企业 35 家，高新技术
企业 2 家；引进 45 名国家“三区”人才，为
81家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大力培育创投体
系，建立 1000 万元创业种子投资引导基
金，支持团队、企业创新创业；搭建桃花源
众创空间、云众创客空间、武陵天椒星创
天地等创业平台，建成农业科技园区产学
研协同创新中心；指导企业挖掘专利资
源，共完成专利申请105件、授权73件、登
记科技成果 7 件，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明显
增强。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无缝对接

采取科技特派员自主创业、招商
引进企业、培育本地能人创办企业等
扶贫模式，农民以土地入股，通过土
地集约化经营，科技型企业示范带
动，让农民变身股民和产业工人

干得怎么样，关键靠示范。
酉阳有重庆种畜场高级农艺师、国家

“三区”人才王友国，他 2011 年入驻酉阳，
培育出长林3号、长林4号油茶新品种，他
以技术入股，农民以土地入股，重庆五福
盈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资金入股，在该县
五福乡大河等贫困村建成了油茶核心基
地1.5万亩，实现每亩产值6000元。

随后，他试种了 4 亩富硒有机香软米
获得成功后，当地农民踊跃参与，目前已
发展到500亩。

庙溪、浪坪两个村比邻黔江彭水，位
置偏远，交通不便，土地撂荒严重。

西南大学资环学院教授刘芸来到这
里，被当地的资源优势吸引，立即引进企
业和投资商，发展杨梅种植500亩，建成1
万亩生态油茶百里观光走廊，并套种中药
材、小米花生，发展养蜂业，让大面积撂荒
地成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西南大学果树种植专家刘亚敏结合
龚滩古镇 4A 级景区，针对贫困村马鞍城
村的气候、地质等条件，采取“公司+农
户+基地”模式，培育本地企业，选育品种，
建成了 500 亩胭脂桃等高效经果林旅游

观光体验园，将特色农业与新农村建设、
乡村旅游融合起来。

西南大学吕长文教授是红薯研究专
家。他带着资金、技术进入毛坝与双龙两
个特困乡，与当地致富能手姚家发合作，
建成 2000 多亩甘薯种植基地，办起了苕
粉加工厂，让新开发的甘薯新品种得到利
用 ，每 亩 土 地 产 生 了 4 倍 以 上 的 经 济
效益。

水禽专家王阳明结合国家禽畜遗传
保护品种麻旺鸭品牌优势，推出稻鸭混作
模式，并引入了成都白市驿板鸭加工技
术，让每只麻旺鸭净增利润100余元。

县科委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酉阳
分所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建立了中药材
良种良法示范基地，引进新品种 23 个，选
育本地品种12个，推广新技术13项，带动
黑水村、双福村、上腴村、下腴村共 506 户
贫困户增收。

养蜂专家匡海鸥发明了防马蜂侵害
活动式蜂箱，并将这一技术无偿传授给酉
阳中蜂养殖户。木叶乡大坂营村养蜂贫
困户张齐会逢人便说，“空中产业”是他家
的甜蜜事业。

“科技特派员有技术、资金、人脉优
势，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就能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与扶贫产业的无缝对接。”谢
健说，该县采取科技特派员自主创业、招
商引进企业、培育本地能人创办企业等扶
贫模式，农民以土地入股，通过土地集约
化经营，科技型企业示范带动，让农民变
身股民和产业工人，有效保障了贫困户脱
贫不返贫。

据了解，2016 年至今，酉阳县培训技
术骨干130名、贫困户51场6410人次，引
进科技扶贫项目 7 个，引入新品种 18 个、
新技术31项，解决技术难题83个，为参加
培训的 480 户贫困户脱贫提供了技术
支持。

科技特派员变身商品代言人

科技特派员都是专家学者，利用
他们的技术权威，代言自己创立的产
品品牌，工农业产品就能变成拳头
商品

“科技特派员都是专家学者，利用他
们的技术权威，代言自己创立的产品品
牌，工农业产品就能变成拳头商品。”酉阳
县商务局生产发展科科长石富邦打开重
庆市科技特派员协会专家电商平台，酉阳
蜂蜜、酉州乌羊、和信青花椒、琥珀油茶等
一大批酉阳特色商品在线上热销。花田
乡党委书记冉廷彪介绍，花田贡米今年刚
进入插秧阶段，在网上已被订购一空。

目前，酉阳县科委、扶贫办、商务局鼓
励科技特派员围绕酉阳县农特产品有机、
富硒等高品质属性，攻关核心技术，对农
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不断开发新产品，
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切实打通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塑造酉阳品牌，提升
农特产品附加值，使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酉阳县扶贫办副主任张佳告诉记者，
酉 阳 共 有 130 个 贫 困 村 、贫 困 人 口
130286人，今年可实现脱贫摘帽。

重庆酉阳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优势——

用科技“猛药”治贫困“顽疾”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汪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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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
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成绩显著的同
时，“数字脱贫”“不想摘帽”等问题也屡屡
出现。如何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如何客
观评估脱贫成果？如何保证扶贫资金真正
用到贫困户身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有
不少，办法也很多，其中最有效的应该是加
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完善扶贫公告公示
制度，将扶贫工作晒在阳光下。尤其当前，
脱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更需要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参与其中，不仅
合力攻坚克难，还要发挥有效监督作用，共
同推动相关政策落地。

脱贫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更需要精准
发力。精准发力的前提是加强对贫困人口

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精
准到人。各地政府对所属区域有多少贫困
户、谁是贫困户要有一本精细账和动态账，
不能“大概其”“一本老账吃遍天下”。但
是，单靠个别部门的力量有时很难做到精
准识别，也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动态管理。
事实上，贫困地区的群众最清楚哪些家庭
是真贫困。让百姓成为精准识别和动态管
理的重要参与力量，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
不漏掉真正的贫困群众，确保将扶贫资源
分配给真正的贫困群众。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一
分一厘都不能乱花，更容不得“动手脚”“玩
猫腻”。然而，随着脱贫工作不断深入，扶
贫领域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必须对
扶贫工作中的腐败问题时刻保持警惕，在

整治上更要突出“精准”。各级党委政府除
了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还要不
断完善扶贫资金发放程序，更为重要的是，
要建立健全扶贫公告公示制度，强化群众
监督与社会监督，让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
行，让腐败行为见光就死。

在扶贫过程中，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填
表扶贫”“数据脱贫”。表格、数据能比较直
观地反映扶贫工作进度和成效，也是有关
部门评价扶贫工作的重要依据。但是仅仅
根据数据评价扶贫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也
容易导致扶贫工作脱离贫困群众的实际需
要，让扶贫工作流于形式。因此，了解扶贫
工作、评价扶贫成效，要多听取人民群众的
意见和声音，把群众受益度、群众认可度、
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脱贫工作的“关键一

票”。
将扶贫晒在阳光下，关键是百姓要对扶

贫政策真正了解，要对扶贫文件有兴趣看，
能参与到脱贫工作中去。有些地方出台的
扶贫政策，官话套话连篇，百姓看不懂，也没
兴趣看。有些驻村干部在宣讲扶贫政策时，
看着文件照本宣科，台上讲得干瘪枯燥，台
下哈欠声一片，其效果可想而知。扶贫工作
应该“打开大门”，让老百姓进得来，说得上
话。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才能让他们成为扶贫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只
有这样，群众才能成为各项惠民政策的监督
者，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惠民政策落实到
贫困户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检验党和
政府实行的政策与措施的成效，不断推动扶
贫工作迈上新台阶。

把扶贫工作晒在阳光下
李 亮

用穷山恶水来形容曾经的贵州铜仁市
思南县塘头镇青杠坝村一点也不为过，当
地流传一句歌谣：“青杠坝田大丘，三年两
不收。有女不嫁青杠坝，红苕拌饭酸菜
下。”村民生活靠种田，收入靠打工。没有
区位优势，资源匮乏，石漠化严重，基础条
件差。青杠坝村党支部书记冷朝刚左思右
想，贫穷的小山村想要谋发展，必须想方设
法对已有的资源进行挖掘，使其发挥最大
效益。

为此，青杠坝村积极盘活土地资源，集
中整合原有耕地，用于发展蔬菜产业；把贫
瘠的坡耕地平整，建农产品加工厂、经营农
家乐；将光照、灌溉等条件差的土地用作立
体生态养殖⋯⋯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上
千亩规模的蔬菜基地年收入 100 多万元，

大蒜加工厂年收入 100 万元，2 个农家乐
等服务行业收入 50 多万元。全村 228 户
1058 人全部变成股民，既享受分红，也可
就近打工。2016年，青杠坝村年人均收入
达 1.36 万元，曾经的贫困村摇身变为脱贫
示范村。

“村集体经济发展打不开局面，村民的
脱贫也就无从谈起。”铜仁市副市长胡洪成
说，铜仁市将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各预算
200 万元用作村集体经济专项扶持基金，
同时对村干部实行报酬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挂钩考核。“只有集体经济发展了，扶贫工
作才有内生动力”。

思南县邵家桥镇渔溪沟村党支部书记
陈建强对此深有体会，“村集体不能给村民
带来利益，村干部说的话没人听”。

渔溪沟村原本是穷乡僻壤之地，近几
年，陈建强把村里的闲人、闲地、闲散资金
充分利用起来，使资源变资产、土地变股
权、农民变股民。

2014 年，渔溪沟村集资 40 万元兴建
一家水泥砖厂，第一年就净赚 22 万元，从
此告别“空壳村”的历史。为了进一步盘活
土地资源，此后，村里建大型砖厂、成立建
材公司，将 300 多亩沙柚林收归村集体统
一经营管理，建成果蔬种养场等。目前，渔
溪沟村集体资产超千万元，村集体收入除
了给股东分红外，还拿出一部分用来给村
民垫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及用
作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只有集体富了，村民才有盼头。”陈建
强说，目前，渔溪沟全村八成以上土地都流

转给了集体，各家各户都成了村集体企业
的股东或股民，在家的劳动力均成了村企
的职业工人、职业农民，农户的生产、生活、
前途都和村集体紧紧地绑在一起，解决了
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贫困户陈华强 10
年前因车祸留下残疾，一直没活干，村里建
立养殖场后聘请他为负责人，和妻子两人
每 月 工 资 5500 元 ，一 家 人 的 生 计 终 于
无忧。

资源开发型，土地经营型，产业带动
型，实体带动型，服务创收型⋯⋯铜仁探索
多种形式，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脱
贫致富。“铜仁基础薄弱，脱贫任务艰巨，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单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
够，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把政
府、市场、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共同发力。”
胡洪成说，为此，铜仁市以亲情、乡情、友情
为情感纽带，成立村一级“春晖社”，把原本
游离在外的成功人士、家乡能人等各方智
力、资金、物力整合起来，集中力量脱贫攻
坚。仅仅在思南县，就成立了 59 个春晖
社，吸纳社员 218 人，捐赠资金达 400 万
元，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

资源开发型、土地经营型、产业带动型、实体带动型、服务创收型——

贵州铜仁多种形式促脱贫
本报记者 李华林

今年以来，山东滨州高新区全力实施“大扶贫格

局+精准扶贫”模式，让贫困户拿到实实在在的“红

包”，共享发展改革“红利”。政府还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开发公益性岗位 128 个，让贫困群众就近就

业，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初宝瑞摄影报道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贫困户种植技术。

村民通过电商平台选购农资。

公益性岗位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公益岗位助增收

重庆中药研究院副院
长李隆云（左）现场讲授白
花前胡育种技术。

汪登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