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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搬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王立信 屈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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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黑猪合作社盈利 19 万多元，
每 1000 元的股份可得红利 310 元”“龙
崖老巢蜜合作社盈利近17万元，每1000
元的股份可得红利 368.5 元”……2 月 4
日，甘肃徽县大河店镇火石村、硬湾村
的股民分红大会正在举行。当两个合作
社的负责人喜气洋洋地公布盈利分红数
字时，人群中响起阵阵掌声。

位于秦巴山区的甘肃徽县是一个国
家级贫困县。大山里的徽县人一直苦苦
寻找着脱贫之道。

“产业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重中之重，
为此，县财政拿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扶
持农村产业，为每个村配置 20万元的产
业发展启动资金。”徽县县委书记王强告
诉记者，这笔资金用于让全县的每一个
村都确定一项主导产业，至少建成一个
有活力有前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撬动
农村资本，带动群众共同致富。

党支部是“发动机”：
绿水青山物尽其用，富能

贫弱人尽其才

20 万元资金对扶持一个产业来说并
不算多，怎样才能让好钢用在刀刃上？

负责帮扶火石村的徽县县委组织部
在调研中发现，村里的致贫原因竟然是

地多：人均 4 亩多山地，种玉米小麦，
卖不了多少钱，还得天天守着。同时，
村 “ 两 委 ” 班 子 在 村 民 中 威 望 不 高 ，
2016年10月，县委组织部第一次到村里
开村民大会，只来了村干部和三四个
村民。

怎么才能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
带领群众在家门口挣钱呢？经过多次
调研，反复和村社干部、群众交流沟
通，徽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永成认
为，办合作社，养山里土生土长的青
泥 黑 猪是个路子，“但不能像以前那
样，只找几个能人大户办，要让群众都
参与进来”。

2016 年 11 月份，在合作社成立之
初，徽县县委组织部将县上 20万元的产
业发展资金注入火石村党支部，作为村
集体的股份，其中 1.5 万元给 15 户贫困
户按照每户 1000 元配股，村集体入股
18.5 万元。有了启动资金，合作社吸引
包括贫困户在内的 33户村民入股，股金
达到了30多万元。

在青泥黑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袁碧
刚看来，这种入股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

“抗风险能力强”。
有了好模式，还得找准好路子。放

养土猪，绿水青山间的山坡地成为天然
养殖场。同时，养猪劳动强度不大，村里
的留守老人、妇女又成为最便捷的劳动
力。这样既盘活了贫瘠的土地资源，也
改变了种植结构，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
务工。

“家里 8 亩山地流转给合作社，我又
在这里打工，一年下来有近万元的收入。”
贫困户吕小红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自己
又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合作社成立时，她
和丈夫凑了 2.9 万元入股，村里给她家配
股 1000 元，总共 3 万元股金，“这次分到
了9300元的红利”，吕小红说。

新机制是“润滑油”：
资金资源人力合而为一，

控股经营监督三权分置

发展集体经济，最怕的是村干部上
下其手，最终能人大户“吃了肉”，普通
群众“只喝汤”。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徽县在火石村探索出了“三合三分”合
作社运营机制。

所谓“三合”，就是整合贫困村发展
产业的资金 （帮扶资金、集体资金、社

会资金、农户资金）、人力 （基层组织、
党员群众、能人大户、帮扶工作队） 和
资源 （土地资源、物产资源、生态资
源、技术资源）；“三分”则是合作社的
领导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监事会监督
权与理事会经营权分离，合作社资金管
理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了党支部、村
委会、合作社的关系和职责。

在这种运营机制中，村“两委”相
当于企业里的“董事会”，负责决策和领
导；合作社理事长扮演“总经理”的角
色，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由普通股东
组成的监事会不仅监督理事会履职，还
积极发现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55 岁的火石村贫困户王菊林从来没
当过村干部，但是对合作社的事情格外
上心，平时养殖区里发生的大小事他都
盯着。“我既是股东，也是监事会成员，
合作社办好了，我们大家都受益。”一年
多的运行，让王菊林对合作社理事会的
工作非常满意，当初入了 2000 元的股
份，加上给贫困户的1000元配股，这次
他分红了 930 元；村集体的分红中，还
有给每个贫困户的 1600 元的再分配，

“过段时间，合作社要扩股，我根据情况
还要再加点股份”。

记者在青泥黑猪合作社院子里的公
示栏看到，运行一年的详细账目里，既
有上万元的饲草料支出，也有几分钱一
根的螺丝钉花费。袁碧刚告诉记者，作
为理事长，他的资金支配权限只有 500
元。500元至 5000元之间的支出，要理
事会和监事会开会决定；5000元以上的
支出，需要开股民大会商议。

“正是这样公开透明的机制，让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袁碧刚说。

绿品牌是“加速器”：
化腐朽为神奇，变劣势为

优势

将近乎绝迹的黑猪养成产业——一年
多来，火石村的青泥黑猪合作社通过网上
认购、现场认订等方式，共出售商品猪 69
头，除去成本，盈利19.46万元。在预留发
展基金后，股民分红 12万多元，村集体分
红5.7万元。袁碧刚介绍说，股民平均分红
4107元，其中贫困户户均3132元。

2017 年 3 月，受到群众认可的火石
村模式被复制到青泥岭更深处的硬湾
村，青泥岭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在这个贫

困村成立。村里以前的致富能手高志军
放弃自己的生意，回到村里被推举为合
作社理事长。

“村里林深草密，蜜源丰富，祖祖辈
辈养土蜂，但是没有形成产业。”高志军
带领大伙儿挖掘养蜂历史，恢复了在树
上、崖上养殖中蜂的古老方法。不到一
年时间，合作社共发展股民 67户，截至
2017 年底，合作社共发展中蜂 1500 多
箱，产蜂蜜 4542斤，辐射带动本村及周
边村群众散养中蜂500多箱。

在积雪未融的青泥岭山路上，记者
几经辗转终于看到了架在高高树杈间的
蜂箱，这种养蜂古法，为村里“酿”出
了脱贫新策。从 2017 年 7 月 11 日第一
笔网络订单产生以来，到去年年底，硬
湾村的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实现线上线下
销售总额 16.4 万元，同时，还帮助散养
土蜂的村民销售价值 20 多万元的土蜂
蜜。

硬湾村村委会主任刘辉林告诉记
者，以前 20元一斤的土蜂蜜经过改良养
殖方法提高了品质，卖到了 60 元一斤。
不到一年时间，村里有 18户贫困户在合
作社带动下实现了脱贫。今年，龙崖老
巢蜜合作社将在县城选址，计划修建能
够实现月产 20吨的蜂蜜加工厂，为全县
土蜂蜜生产提供服务。

在分红大会上，不仅每个股民都分
到了自己的入股红利，两个贫困村的合
作社还将村集体分红拿出一部分来，为
村里过去一年的“增收新星”“致富能
手”发放奖金。

为了让青泥黑猪和龙崖老巢蜜的品
牌带动力惠及更多山区贫困群众，在分
红大会现场，袁碧刚和高志军分别与同
在青泥岭上的铁山青泥黑猪合作社、青
泥岭树蜜稻坪合作社、阳山梁养殖合作
社签订“社联社”协议。根据协议，几
个合作社将共同享有青泥黑猪和树蜜品
牌，在分头经营的模式下，统一品种繁
育、养殖标准、质量监测、包装商标、
产品价格等，动员吸纳更多的农户养殖
青泥黑猪、生产青泥岭树蜜。

“这样一来，群众就不需要从头开始
摸索养殖技术，单独跑市场、繁育种群，而
是直接进入产业链条，有利于扩大产业规
模和品牌效应，形成基地繁育、合作社养
殖、集体和群众参与受益的局面。”刘永成
表示，在合作社的扩股中，将吸纳非贫困
户入股，探索建立村集体红利共享新机
制，为将来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青泥岭上蹚出脱贫好路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广西实施乡村旅游电商扶贫项目

“农家饭票”富农家

甘肃徽县运用“三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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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红大会上，按照“每增收1万元奖励300元”的奖励办法，火石村和硬湾村的“致富能手”和“增收新星”们戴上大红花领到

了奖牌和奖金。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青泥岭深山里的在树上、崖上养蜂

的古老方法为贫困村带来新希望。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以前住的老房子是父
亲年轻时盖的，已经住了四
五十年了，一到下雨天就漏，
因为没钱修缮，一直凑合着
住。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
如今我也盖起了新房。”青海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
镇关巴村贫困户马木海买满
心欢喜地领着记者参观自家
刚盖起的三间大瓦房。

马木海买是关巴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之一，一家 5 口
人一直守着家中两亩地过
活 ，日 子 过 得 捉 襟 见 肘 。
2016年，在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派驻第一书记包毅的帮
助 下 ，马 木 海 买 到 西 宁 打
工。去年夏天，他揣着一年
积攒出的工资 4 万元回来
了，加上从亲戚朋友处借来
的3万元和包毅帮忙从镇上
争取来的 2.5 万元危房改造
资金，终于盖起了盼望已久
的新房子。

地处大山深处的关巴村
自然条件恶劣，属于我国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六盘山片
区，是青海省 2015 年确定的贫困村。全村共有 33 户
贫困户、142名贫困人口。

2015年10月，带着公司党委的嘱托，青海电力公
司员工包毅走进这个联点帮扶的贫困村担任“第一书
记”。“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帮扶伊始，包毅给自己定
下了目标。他甩开膀子、扑下身子，在关巴村一干就是
两年多，当初的承诺一一变为现实：“家庭牧场”初具规
模，累计向 33 户贫困户发放 132 只羔羊；饮水管道入
户工程建成，解决了关巴村民守着黄河吃不上“好水”
的问题；产业扶持资金和村级互助资金让贫困户就近
或外出开起了拉面馆、跑起了运输、搞起了花椒种植；
乡村亮化工程照亮了村子的黑夜，也照亮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前景……

远在 100 多公里外的乐都区寿乐镇杨家山村，铺
设在山梁上的光伏发电板为整个村落传递着光明和温
暖的未来。

村民杨元文一有空就愿意到山梁上走走，“看着这
些镜面折射出的光，心里就舒坦”。杨元文说，光伏发
电这笔固定收入，让他和村里其他41户贫困户看到了
脱贫的希望。

杨家山地处脑山地区，高海拔和冷凉的气候影响
农作物收成，遇到干旱缺水天气或自然灾害收成就更
少。2016 年，青海电力公司与杨家山村结对，为了帮
助杨家山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青海省电力公司针对
贫困群众实际并结合当地资源制定全面脱贫计划。其
中，投资375万元捐建杨家山300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电站持续获益 25 年，将全部用于杨家山村。只此一
项，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0万元，并让全村42
户贫困户每户都有年均3000元的固定收益。

公司派驻杨家山村第一书记许建杰介绍，该村没
有实体经济却拥有富集的太阳能资源和山坡上的大片
闲置土地，实施光伏扶贫最为适宜，“公司凭借技术优
势，因地制宜建设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村民零投入还能
保证持续收益，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在网上扫码买
张“农家饭票”，吃一顿乡村风味饭，赏一回田园风光，还
同时献了一份助贫爱心——如今，在广西很多地方，这
已成为亲近田园、奉献爱心的时尚活动。依托乡村旅游
资源实施的“农家饭票”电商扶贫项目已在广西30多个
贫困县60多个贫困村落地，近200家农家乐参与其中。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旅
游资源，2016 年 6 月，六甲镇响应自治区政府启动的

“党旗领航·电商扶贫”活动，开展“党旗领航·电商扶贫
‘1+1’行动”，开始探索“农家饭票”扶贫模式。

“1＋1”即“1 张农家饭票＋1 个扶贫鸡蛋”，“1 张
农家饭票”是指游客可在服务点或电商平台购买贫困
村的1张“电子饭票”，凭票到村里吃饭游玩；“1个扶贫
鸡蛋”则是泛指贫困户家中自产的鸡蛋、土鸡、土鸭等
农产品，运用电商渠道，可以快捷直销到千家万户。

六甲镇将有一定旅游资源的贫困村落的乡村生态
风味美食和山野田园风光作卖点，整合成一张有吃有
玩的“农家饭票”，在旅游网络平台上进行推介。截至
目前，六甲镇高功村金山水“农家饭票”共接待游客
240余桌1600余人，实现收入12万元；坡维村木律屯

“农家饭票”共吸引游客 2000 余人，实现收入 11 万多
元，人均增收1000元。

除了主打特色饭菜，“农家饭票”服务网点直接面
向贫困户采购百香果、猕猴桃、优质大米等农特产品和
黑山羊、野草猪、土鸡土鸭等传统生态养殖产品，通过
电商平台实现网上销售，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为与“农家饭票”项目配套，河池市宜州区也打造
了一批农业旅游项目。全市 24 个党建微信平台和 9
家网站组成宣传矩阵对外宣传宜州的“农家饭票”。
2017年上半年，祥贝乡古文村百亩果桑采摘和百亩花
海观赏基地、刘三姐镇乍飞拉生态养殖基地和塘底屯
山区生态休闲基地 3 家“农家饭票”累计接待游客 6.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60多万元。

据了解，目前“农家饭票”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已在
广西各地开展，“农家饭票”主要销售平台之一的“八桂
游网”网络平台点击量超过 1 亿次，销售额超 500 万
元，电商扶贫成效进一步凸显。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好！”说起新家，
刚刚搬进位于贵州省龙里县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新居的
杨国栋喜上眉梢，“不花一分钱就住上了
新房子，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

杨国栋年近花甲，原来居住在龙里
县湾滩河镇云雾山村，当地海拔较高，
常年云雾缭绕，“空气倒是好，就是生活
条件艰苦了点”。

“我和老伴都老了，住在山里几十年
已习惯了，但是儿子和媳妇出门在外打
工，见了世面后都不愿意回来，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回来住上几天。”说到原来的

生活状态，老杨连连感叹。
龙里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肖崇黔是

杨国栋的帮扶责任人，看到老杨的生活
这么艰苦，肖崇黔跑了无数趟，终于说
服杨国栋搬出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山。

“按照标准，杨国栋一家 5 口人分得
了 100 平方米的房子。听说要搬进新
房，老杨的儿子千里迢迢从浙江赶了回
来，看到房子后十分满意。他还说，过
完年结完工资就回家，然后就在安置点
旁边的工业园区就业，再也不离开家
了。”肖崇黔告诉记者。

“搬到这里后，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

头了。”杨国栋告诉记者，搬入安置点
后，他忙着在附近工地打零工，一天能
有将近100元收入。

在当地，日子有盼头的远不只杨国
栋一人。

趁着农闲，38 岁的余庆武最近正忙
着装修门面。

余庆武是龙里县谷脚镇高新村人，全
家本来生活不错，但自从大儿子患上唐氏
综合征、小女儿患上先天性心脏病后，全
家因病致贫。作为精准扶贫户，余庆武搬
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搬进来后，余庆武看好这里未

来的发展前景，向亲戚借了 3 万多元，租
下了面积70平方米的门面开始装修。

“我的计划是半月内装修完，然后利
用自己以前开餐饮的手艺在这里开一个
早餐店，等这里的幼儿园开园之后，把
老婆介绍过去就业，这样，全家的生活
就有盼头了。”

“易地扶贫搬迁涉及千家万户，现在
我们在县级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小学、幼
儿园、社区活动中心、医疗点、农贸市
场、经营性商业中心、警务室、生态停
车场等，方便群众生活。同时，我们还
整合园区内就业平台，可解决1000多名
群众就业，真正让群众实现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龙里县移民搬迁社区筹
备组副组长黄银松说。

据了解，龙里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规划集中安置搬迁 1212 户 4841
人。截至目前，共抽签选房 812 户 3239
人，占安置任务数的 68%；县级集中安
置点已完成领取钥匙 567 户，领取物资
253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