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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望谟县目前有6个贫困乡镇、
91 个贫困村、1.47 万户 5.36 万贫困人
口。近年来，望谟县创新发展扶贫产业模
式。积极探索应用好“公司+合作社+农
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养殖小
区”“种植小区”等经验相对成熟的产业发
展扶贫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动力，带动农
民增产增收。

大山深处有宝贵资源

望谟板栗种植历史悠久。从“十
二五”时期开始，望谟就把板栗作为
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来抓，但由于没
有实现深加工，产品卖不出好价钱

“在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中，我看到望
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藏于大山深处
的板栗更是这里的宝贵资源。”贵州光秀
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光秀说。

望谟板栗种植历史悠久。1958年当
地政府倡导“人人采种、社社育苗”，经过
长期的退耕还林惠农政策，望谟板栗种植
面积得以持续扩展，种植经验及管护技术
日趋完善。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望谟县委、县
政府把板栗作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来
抓，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发展经济林的
优惠政策，积极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培
育。截至目前，望谟县共有板栗树 23 万

亩，已经挂果的有13万亩。
然而，由于种出的板栗没有经过加工

和包装，不易远程运输和储藏，使得农户
好不容易种出来的板栗只能拿到市场上

“贱卖”，最便宜的时候1斤还不到1元钱。
正当大家对这个产业失去信心的时

候，本来从事工程建筑行业的曾光秀却敏
锐地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曾光秀说：“望谟的板栗之所以没有
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是没有深
加工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014年2月，曾光秀成立了贵州光秀
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并入驻望谟县工
业园区，投资 1.4 亿多元，建起了板栗冷
库、标准化无菌生产厂房、现代化板栗深
加工生产线、科技综合楼，2015年11月，
企业正式投入生产，承担了望谟县万吨板
栗精深加工项目。

企业带动“抱团”发展

光秀公司通过引导、动员、鼓励
农户把地交给企业管理，激活合作社
活力，有效解决了老百姓产业发展无
启动资金、新产品销路难、价格波动
不定等问题

9月中旬，记者驱车驶入贵州省望谟
县乐元镇境内，沿途映入眼帘的便是连片
的板栗林。记者看到，成熟的板栗压弯了

枝头，露出红红的果实。“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正在采收板栗的布依族小伙黄正
达喜滋滋地说。

黄正达是望谟县乐元镇弄含村里乐
组板栗种植大户之一。15年前，他参加科
技特派员举办的板栗种植培训后，把自己
家 20 多亩坡耕地种上了板栗，去年仅板
栗一项纯收入就达3万多元。

看着今年丰收在望的板栗，黄正达很
高兴。“种板栗比种杉树、玉米划算得多，
一个人能够管理15亩，今年价格也很高，
最低每斤都在3元以上。”黄正达说。

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
望谟投资生产以来，通过引导、动员，鼓励
农户把地交给企业管理，由企业负责经
营，以市场价向农户租赁土地，再由农业
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发展板栗种植，采
取“316”分红模式，每年的利润按企业
30%、合作社10%、农户60%进行分红，使
群众实现“农民变股东”。

望谟县宣传部部长伍定英说：“光秀
公司承诺每年每户贫困户享有保底金
5000 元，保障股东来年基本的生产生活
运转，打消了农户的顾虑。”

记者了解到，通过企业带动，激活了
合作社活力，做活了群众“抱团式”发展模
式，有效解决了老百姓产业发展无启动资
金、新产品销路难、价格波动不定等问题，
大大提升了群众发展的信心。

目前，光秀公司已与村民建立 16 个
合作社，涉及500多户农户。公司在平洞
街道办洛朗村试点推行“山上种树、林下
养鸡、水中养鱼”的生产模式，目前洛朗村
的板栗种植已经达到1.2万亩，养鸡增至3
万余羽，养鱼7万余尾。

“现在公司正在引导群众参加‘资金
变股金’的发展模式，激活相关惠民政策，
凡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可以贷款3万元
至 5 万元，且由合作社统一向银行还款，
如亏损，由公司兜底。凡加入合作社的农
户可优先进入公司就业，每月收入 3000
元，消除了农民的顾虑。”公司销售总监赵
兵说。

“洛朗村有群众506户2176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101户378人。这些贫困户通
过到公司基地、大户果园学技术、务工，尔
后再自己种植板栗，一两年均能实现脱
贫。”洛朗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宏说。

优质优品走向世界

光秀公司成为望谟板栗生产技
术研发中心，创建了望谟板栗地标和
ISO2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
HACCP 食品卫生安全控制体系认
证，其产品受到国内外客商青睐

记者在光秀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这里
全是本地工人。粗略估计，公司为望谟县
间接解决了 3000 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可
使上万户种植板栗的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罗朝美是望谟县新屯镇纳坝村板栗
种植大户之一，种有15亩板栗，每年产量
有 1500 多斤，今年每斤板栗能卖 3 元至
3.5元，一年收入就可达4万元至5万元。

油迈瑶族乡里奖村贫困户韦光明贫
困多年，2016年7月，在光秀公司帮助下，
他用国家“特惠贷”扶贫资金入股，当年就
获得7000元分红。

“没有种植板栗前，我只能靠种玉米、
油茶等维持家用，一年收入1万多元。”村
民罗林吉介绍，“2016年7月，他用农信社
的‘特惠贷’作为启动资金，加入村里的板
栗种植专业合作社，将家里 40 多亩田地
和荒山全部种上了板栗，目前板栗年收成
都在2万斤左右，年收入6万多元。”

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已建成近 1 万平方米的无菌高标准国
际化生产厂房和 2 条全自动进口包装生
产线。同时建成 6 个 1.5 万立方米的冷
库、2 个 600 立方米的速冻库及配套
设施。

光秀公司还成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
头企业、黔西南州出口备案企业、黔西
南试验区“百企帮百村”示范企业等，
并是望谟板栗生产技术研发中心，且获
得HACCP食品卫生安全控制体系认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
证，并创建了望谟板栗地标和ISO2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的“哆吉栗”
品牌产品先后参加了2016西班牙国际食
品及饮料展、2016东盟 （曼谷） 中国进
出口商品博览会等国际博览会及2016年
第15届、第16届广州国际食品展览会等
18次博览会，并得到了国内外客商高度
认可和好评。

来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石头咀采访乡
镇党建促脱贫，却找不到镇党委书记张春
梅——她下村去了。原来，黄冈市严禁“挂
名”“走读”式帮扶，要求干部驻村必须严守

“5天4夜”工作纪律。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乡镇不抓村、干

部不在村，谈什么精准？全镇4万双眼睛
盯着我们，脱贫致富指望着我们。我是镇
党委书记，要带好头。”张春梅说。

石头咀镇实行全员挂点驻村，张春梅
和班子成员每人负责联系一个贫困村，领
办了全镇 60%以上的扶贫项目。39 名镇
干部每星期在镇工作5天、住4晚，下村不
少于3次。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等重大项
目时，则要求24小时驻村。

有一次，镇纪委副书记汪焱怀进村探
访贫困户时，山洪暴发，道路被毁，通信中

断。他连续4天在村里指挥抢险，都顾不
上回家报平安。

在石头咀镇，像张春梅、汪焱怀这样一
心扑在村里的党员干部还有很多。去年6
月30日，石头咀镇突发特大洪灾。全体党
员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组
织了万人大转移，并无一人伤亡。

仅镇党组织强远远不够，村党支部也
必须强。石头咀镇持续加强基本组织、基
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
设，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抓。

经过逐村摸排分析，石头咀镇党委发
现，这些村其实都有“能人”，比如在外地经
商的、在县城开公司的，还有退休回村居住
的老干部、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复员退伍军
人。如何请“能人”担任村支书呢？石头咀
镇党委通过发函邀请、登门拜访、亲友团做

工作等办法，将一大批“能人”请回家乡。
以前，周家畈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自从将做药材生意的华林请回村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周家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华林提出，把生态旅游、桑果、中药材
作为周家畈的支柱产业。项目启动需要
钱，没钱怎么办？华林一咬牙，将多年经商
积蓄拿出来先垫上。如今，周家畈570亩
桑果，每年初夏仅观光采摘一项，贫困户每
亩地就能增收4000元。

像华林这样的“能人”，返乡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的，如今在石头咀镇比比皆是：陶
冲村党支部书记方亚，曾是一家药材公司
老板；叶山村党支部书记杨平，是“85 后”
商界新秀；郑坊村党支部书记周福星，原是
房地产公司高管。石头咀镇党委还从在外

“能人”中选聘了223位村党支部名誉书记

和发展顾问，定期组织“我爱家乡”恳谈会，
请他们为家乡脱贫出谋划策。

石头咀镇党委深知，深度贫困村大多
贫在产业，只有产业作支撑、集体经济作保
障，才不会返贫。为此，最近几年，石头咀
镇集中开发美丽乡村示范带、民俗文化旅
游带，主攻茶叶、药材、旅游、电商四大支柱
产业，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由村党支部牵头，组
建44家村级自强互助脱贫合作社，把党员
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让村民“腰包”鼓
起来，村集体“钱袋子”涨起来。周家畈村
引进企业建成桑叶公园，每年举办桑葚采
摘节，结合后花园漂流项目，每年能为村集
体带来3万元的收入。叶山村利用山水资
源，引进金澳集团开发旅游项目。冯畈村
党支部书记沈正宝牵头成立合作社，种植
葡萄 150 亩、无花果 50 亩，仅无花果年亩
均收益就有望超过3万元。

石头咀镇将村党支部“三会一课”“支
部主题党日”开到贫困群众家里，搬到脱贫
攻坚项目一线，推动全镇1544名党员在勤
劳致富中走在前、当先锋、作表率。为支持
党员带头创业，镇党委依托上级政策、项
目、资金的支持，建立了12个党员“双带示
范基地”，优选出68个党员“双带示范户”，
带动了1260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 我 们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甜 ”
——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抓党建促脱贫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望谟板栗走出深山成“金果”
——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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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罗北村贫困
户陶有仓夫妇参加了当地组织的烧饼培训班。培训
结束后，他们在安徽省肥东县摆起烧饼摊。近一年，
他们不仅还清了欠款，还攒下10多万元。图为陶有
仓和妻子叶道翠在烧饼培训班上学习制作烧饼。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光秀公司技术人员（左）正在给合作社群众开展优质板栗丰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职业培训真给力

好山好水养育了 32 万能歌

善舞的贵州省望谟县布依族人

民。然而，虽然守着绿水青山，望

谟却呈现出地理偏、经济弱、交通

差、底子薄等贫困特征，1994年被

列为“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

县，现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扶贫

重点县。近年来，贵州光秀生态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平洞街道、

打易镇等地农户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合作方式，扩大板栗

种植规模，公司、集体和农户按

3∶1∶6比例进行分成，不仅带动

贫困群众发展脱贫，还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

弄怀屯在广西凌云县沙
里瑶族乡。这个屯属于沙里
村的一个自然庄，距乡政府
所在地还有4公里。这个屯
30户156口人，只有劳动力
76 人。这里的人都熟悉一
句话：“无水无路无土地，木
棚四面透寒气。”

今天，走进屯里，映入眼
帘的是全新的美丽乡村。屯
内道坦池清，屋新楼靓。新
盖的村民住宅楼，新修的公
路巷道，新建的文化休闲广
场，还有人畜分离的养殖小
区、产业发展基地、村民活
动中心大楼等，一派新农村
气象。

村里人掰着指头“数说”
着村里的变化：一是新。新
房子、新学校、新道路、新操
场，基础设施焕然一新。二
是美。每一栋房子既有统一
规划又各具特色，道路硬化、
园林绿化、环境美化、路灯亮
化成为亮丽风景。三是净。
村里用上了自来水，建好了排污沟、沼气池、蓄水池，
配备了环卫设备，每一个地方都干干净净。

弄怀屯的变化是从2011年开始的。这年3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挂点联系帮扶弄怀屯。
组织部门从抓党建入手来推进帮扶工作，他们响亮
地提出“党建引领”的工作方针。时任自治区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的周新建到沙里村来，深入弄怀屯调
研，主动帮助28名即将失学的小学生。这个屯在上
级组织部门帮助下，提高党员素质，着力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先让党支部强起来。然后，又把注意力放到
了基础设施建设上。

当年，弄怀屯还没有修通公路，肩挑马驮是村民
的主要运输方式；30户群众住房均属危房，一部分
还住着茅草房。扶贫工作结合“美丽广西·宜居乡
村”建设，帮助农民改造了住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变了村貌，还要改变生产
设施。组织部门帮扶弄怀屯建设完成水池9座，过
滤沉砂池 4 座，集雨场 500 平方米；安装管网 4487
米，解决了弄怀屯饮水难，也保障了生产用水。他们
还帮助弄怀屯建立了豚狸养殖点，2012 年 11 月引
进种苗300组900只进行饲养，到2013年年底，发
展到9000只，新增出栏1000组，销售收入16万元
左右。养殖户均收入2.3万元，人均增加收入6000
元。他们帮助村里积极发展农家乐旅游，15户农民
通过沙里大坝水田麻鸭养殖、豚狸养殖、山羊养殖来
发展农家乐。

在组织部门推动下，经过几年努力，弄怀屯脱贫
攻坚进展明显。他们创立的新村建设、产业开发、教
育扶贫、党建引领“四位一体”的扶贫开发新模式引
起社会重视。这里产业扶贫到村、技能扶贫到户、基
础设施建设到点、党建扶贫到屯的做法，开始在凌云
县扶贫开发中推广。

2016年，凌云县通过精准识别，还有贫困村53
个，建档立卡户11350户、贫困人口48516人，贫困
发生率21.9%。经过努力，目前，全县实现7个贫困
村脱贫摘帽，全县贫困发生率从 21.9%下降至
13.7%。他们打造了沙里村弄怀屯等一系列扶贫示
范点，形成了连点成线、以点带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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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20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今年以来，陕西省通过

实施六项就业扶贫工程，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20.33万人。

六项就业扶贫工程包括转移就业拓展、自主创
业扶持、技工教育赋能、职业培训提升、人才智力支
撑和公共服务优化。依托“六大工程”，陕西人社部
门大力开发适于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本地就业岗位，
支持各地发展社区工厂、培育建设就业扶贫基地、开
发公益性岗位等。目前，全省共发展社区工厂117
个，对社区工厂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每人给予
10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吸纳贫困劳动力超过
三分之一的企业，对其生产经营场地租赁费、水电费
给予不超过50%的补贴。同时，陕西还在贫困村特
设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并将机关事业单位部分辅
助性岗位界定为公益专岗。截至７月底，共开发就
业扶贫公益专岗46407个。

板栗收
获的季节，
村民在晾晒
刚刚收获的
板栗。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