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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草莓效益好，今
年我们进一步扩大了种植
规模，希望帮助更多贫困
户脱贫。”云南省会泽县待
补镇野马村党支部书记、
德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崔兴德说。

待补镇地处高寒冷凉
山区，低温霜冻频繁，农业
效益很低。近年来，该镇
变高寒冷凉劣势为高原特
色优势，按照“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的要求，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特
色产业，助推脱贫攻坚。

2009年，野马村完成中低产田改造后，建成“保
水、保土、保肥”的高稳产农田近3万亩，配套建设了
喷灌滴灌和生物防治设施。2010年，在村干部和党
员带动下，开展百合花、草莓种植，并为群众种植特
色经济作物提供技术和销售指导，逐步走出一条“支
部找出路、党员当大户、群众快致富”的党建扶贫双
推进的致富路子。

“政府给了我们好政策，我们村干部就是要有担
当，服务好群众，帮助他们发展产业。”为推进特色产
业规模化发展，2015年，崔兴德牵头成立了德刚种植
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7户，种植百合花、草莓700多
亩，可为2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同时接受26户贫
困户产业贷款入股，每户每年可获得 4000元分红。
目前，野马村建成 1 万亩全省最大的百合花种植基
地，发展草莓、水果萝卜、蔬菜等1万亩，特色产业亩
产值是传统种植的几十倍，市场前景非常好。

“以前我在草莓基地打工，学到了一些技术，从
前年起我自己贷款15万元，种了15亩草莓。村干部
经常为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种植和销售都没有问
题。”已脱贫的野马村村民杨关奎说。

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的不止杨关奎。目前，
野马村发展特色产业10亩以上的大户有318户，带
动 1000余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的产业基地务
工，年人均务工收入2万元。逐渐富裕起来的野马
村拥有车辆659辆，新建和在建楼房378栋，在外
购房户 88 户，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11000 余
元。

不仅野马村，该镇其他村也通过种植草莓带领
村民致富，“目前种植1500多亩生态优质草莓，每亩
产值 6 万元左右，纯收入 2 万元左右。”糯租村党支
部书记李兴奎说，糯租村通过发展特色种植，成为全
镇特色农业产业示范村，糯租春雨蔬菜专业合作社
也成了镇里合作社的典范。

据了解，待补镇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企业租
赁、大户承包、合作组织经营”等形式引导公司、种植
大户连片流转土地，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全镇
土地流转近6万亩，流转率超过50%。像野马村、糯
租村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目前，待补全镇已经建成
5个万亩产业基地，除了草莓，还有百合花、蔬菜、中
药材、特色林果（油牡丹、桑葚）。

待补镇坚持在产业规模化、生产科技化、产品品
牌化上下功夫，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近年来，先
后引进北京山谷园艺有限公司等36家公司，培育专
业合作社47个、7个家庭农场和500余户种植大户；
注册了“野马川”“醉莓丽”等11个农产品商标，实施
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培育了一大批农业生产技术骨
干和致富能手。目前，该镇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不仅在省内有一定名气，还远
销东南亚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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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地处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
大峡谷的深处，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
县，也是深度贫困县。

从 2016 年 7 月起，西藏墨脱县由广
东佛山市单一对口支援。佛山市选派谢国
高等8名干部组成广东省第八批援藏工作
队墨脱县工作组，进入墨脱开展援建工
作。一年多来，工作组克服种种艰险，用
心、用情、用爱浇灌着这朵高原“隐秘的
莲花”（“墨脱”在藏文里的意思），创新
性地助推墨脱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谱写了
一曲雄浑壮阔的援藏新歌。

扶贫先乐业

4 月的墨脱，已进入雨季。6 日至 9
日，墨脱县委常务副书记、广东省第八批援
藏工作队墨脱县工作组组长谢国高和他的
工作组伙伴们冒着雨，下到各乡村去组织、
指导当地农牧民种植水果：墨脱村种2000
株 三 华 李 、江 新 村 种 500 株 无 核 黄 皮
果……

这批近 8500 株、带着营养土的果苗
来自广东，跨越了 3000 多公里，经过 7
天的长途跋涉才抵达这里。“今年墨脱县
提出打造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旅游水果经济
带，考虑到这里的气候、土壤等种植条件
与广东相似，我们特地从广东购买了这批
经济价值高的果苗，让农民种植，将来花

可赏，果可吃，农民也有收入。”谢国高
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去年已试种过一
批，“你看，这无核黄皮果是我老家广东
郁南县的品种，移到这里种，基本都能成
活。这百香果也爬满了架，去年结果100
多个，我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都送给了
大院里的民族干部，他们都很喜欢。”记
者环顾工作组居住地道路两旁，各种果树
都长势喜人。截至目前，工作组已在全县
种植超过15600株特色旅游水果种苗，覆
盖全县4个乡镇13个行政村。

佛山市委书记鲁毅指出：“产业援藏
是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的有效
途径。”据工作组成员、墨脱县发改局副
局长邓宏照介绍，基于产业援藏的思路，
他们将计划内的 1.5967 亿元援藏资金的
六成投向了产业项目，加上其他与产业相
关的项目，约占八成，重点项目中无一例
外都是产业项目。

例如，投入3700万元用于建设茶叶种
植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推动茶叶种植面
积增加了 3000 多亩，2017 年全县共采摘
茶青 47019 斤，农牧民直接增收 176.1 万
元。和茶一样，菜、谷、药等特色产业也都
将成为墨脱人民脱贫致富的活水源头。

近年来，随着札墨公路的开通，墨脱
的旅游业开始火了起来，将于明年开通的
派墨公路 （林芝米林县派镇到墨脱镇） 则
有望引来墨脱游高峰。

为了留得住游客，工作组整合资源
和资金，精心谋划着墨脱的旅游格局。
首先加大力度改造县城风貌，同时推进
建设一批旅游设施：雅鲁藏布母亲广场
及配套设施、墨脱白玛岗 360 度全景观
光栈道、秘境墨脱、海市蜃楼、魁星阁
等。此外，在小康村建设中强调“景观
旅游化”，种茶、种果、种树也都要考虑
到观赏性……

历批援墨工作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都秉持着“和而不同，融而不灭”的理
念，致力挖掘、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门巴族和珞巴族文化，经过多年的建设，
人们现在漫步于墨脱的县城或村庄，随处
都能感受到强烈的门珞文化气息。

一教一医总关情

3 月 20 日 18 时，墨脱县完全小学的
医务室里热闹起来了。学生们聚集在此，
不是看病，而是来听佛山来的老师们补
课！

“句子排序啊，首先我们脑海里要有
基本的逻辑概念，常有的顺序有‘时间顺
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梁小
利老师耐心地讲解着。

“desk！”“不是跌死客！‘k’读轻声
点儿。”吴敏燕老师耐心地纠正着同学们
的英语发音。

“其实这次支教，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
直接授课，而是指导当地毕业班老师进行
复习、做好课堂常规，为全县的小学拟定出
一套教学常规和复习模式。”数学老师夏小
梅说。

“由于教材更新比较快，对一些新知
识我们已经脱节了，佛山老师的到来，真
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六 （2） 班数学老
师白玛曲珍说。

“的确，扶贫先扶智。”工作组成员、
墨脱县教育局副局长郭振华告诉记者，近
两年来，工作组对教育的投入可谓“软”

“硬”兼施，如投资 300 万元的德兴乡中
心小学综合楼项目已经动工建设；引入4
批次 23 人的柔性人才入墨施教；加大培
训和教改力度……数据显示，2017 年，
墨脱县小考有 15 人被内地西藏班录取，
是2016年的7.5倍；中考有6人被内地西
藏班录取，是2016年的2倍。

“当温饱解决之后，健康和教育就成
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之一。我们一直都把医疗卫生和教育作
为最大的民生事业，作为最重要的援藏工
作。”谢国高说。

在长长的医疗援助成绩单中，最值得
骄傲的是，他们组织援藏医疗专家开展墨
脱县常见病、多发病的调查，编写了《墨
脱县农牧民常见病防治指引》,并以此作
为培训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及村医的教材。
同时还申报了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课题《墨
脱门珞民族幽门螺杆菌流行病学调查及抗
Hp方案疗效评价》，填补了县级医院在西
藏自治区科技厅的课题空白。

对口援助，佛山医疗系统一直争先。4
月11日至15日，佛山市卫计局局长王正带
领医疗系统一行7人来到墨脱，除考察、调研
外，他们还向墨脱医疗系统捐赠了价值14万
元的医疗器械和经费。

“佛墨缘”育出并蒂莲

去年 7 月 22 日至 27 日，墨脱县党政
代表团一行到佛山市调研、交流。同期举
办了“佛山市对口支援墨脱县对接洽谈
会”。活动吸引了佛山各界爱心人士踊跃
参与，在现场，人们手上都拿着一本厚厚
的 《墨脱县对口支持需求总汇》，涉及墨
脱所有乡镇及县直单位的受援需求共400
多项，每一项都清晰地列明了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需求项目描述、解决办法与措
施、所需资助资金与物质等条目。

佛山社会各界慷慨捐助了 438.275万
元资金和 153.85万元物资。“把受援地区
的诉求通过举办对接洽谈会的形式，充分
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加以解决，可以说是
我们工作组的首创。”谢国高说。

其实这只是佛墨结缘的例子之一。为
争取到更多的计划外援助资金，工作组人
人甘为援藏四处“化缘”。据不完全统计，
至2017年底，他们先后拜访了各级领导和
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等
共计超过 100 个（次），累计争取到了计划
外资金和物资约 1.65亿元，超过了计划内
资金。

佛墨结缘还从政府层面延伸至全社
会。一年多来，“佛墨缘”爱心家庭结对
帮扶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佛墨两地共有
305 户家庭成功结对，也就是说，全县
一半以上的贫困户找到了佛山“亲戚”。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实现爱心家庭结对全
覆盖。”郭振华告诉记者，工作组 8 位援
藏干部和其他几位援藏人才经常访问结
对学生的班主任或者深入家庭进行家
访，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身心
健康情况。佛山爱心家庭也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让他们感受
到浓浓的温情与关爱。

情似珠江水 浇艳“高原莲”
——广东佛山市对口支援西藏墨脱县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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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多次走进西藏，珠峰大本营、

冈仁波齐、318 国道……险境、胜景，均已

踏足。唯独墨脱，这个遥远的存在，长久

以来，成为笔者心向往之的“秘境”。

今春，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佛山市常

务副市长、广东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队长

蔡家华的引荐，笔者终于可以一了夙愿，

来到墨脱。

事实上，墨脱的遥远不仅仅在心理层

面上。在物理空间上，墨脱距离广州3000

多公里，飞抵林芝的米林机场后，转乘越

野车，翻山越岭，还需耗上八九个小时。

进入墨脱，除了那终日不散的云雾依然

给人以神秘缈远的感觉之外，一切都变得熟

悉起来：潮湿闷热的天气，茁壮成长的广东特

色花果树林，广东“白话”，黝黑的脸庞……

工作组组长谢国高，是一个典型的

“广东仔”，瘦高，黝黑的脸上挂着睿智的

笑容，极富亲和力。由于长年戴草帽下

乡，故有“草帽书记”之称，荣获林芝市“最

美人物”称号。在他的带领下，佛山工作

组以“爱”帮扶、以“情”攻坚、以“能”制胜，

不辱使命，援藏成效呱呱叫。

云雾缭绕下的墨脱，在这些可敬可爱

的广东援藏人帮助下，正呈现出日新月异

的面貌……

从2016年 7月起，西

藏墨脱县由广东省佛山

市单一对口支援，佛山派

出由8名干部组成的援藏

工作队墨脱县工作组进

入墨脱，一年多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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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助推墨脱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

湖南省双峰县甘棠镇地处娄邵干旱走廊，石漠

化非常严重，顽石遍野。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以

省级扶贫村祠堂湾、四方村等为中心，发动贫困群众

加入合作社连片种植芍药、百合等耐旱中药材，打造

集药材种植、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产业扶贫基地。4

月13日，该县举行“2018双峰·甘棠首届芍药花文化

旅游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图为游客在芍

药花基地游玩。

李建新摄

4月初，广东省援藏工作队墨脱县工作组成员和当地村民一起采春茶。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贵州省遵义市贫困村“联姻”小康村——

面对面学技术 手牵手奔小康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近处村落里，樱花烂漫、清雅宜人，灰瓦白
墙的黔北民居错落有致；远处山坡上，茶农们
正忙着采摘茶青，山歌伴着茶香飘向远方……

清明节前夕，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土
坪镇石志村的 32 位村民来到湄潭县湄江
镇核桃坝村“取经”。一下车，他们就被村
里优美的景色给“震”住了，“没想到农村
也能这么整洁、漂亮”。

石志村是一个被大山包围的深度贫
困村，4道山梁使全村土地零散破碎，在全
村 3219 人中，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6
户、698人，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外出

务工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路上不掉队，石

志村去年制定了特色农业发展规划，白茶
种植就是其中一项。

虽然改种茶叶将为石志村脱贫提供持
久的产业支撑，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一
方面，种植白茶需要4年后才能见到成效，
村民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当地群众普遍缺
乏种茶经验，茶园管理跟不上，亟需补课。

100多公里开外的湄潭县核桃坝村曾
经也穷得叮当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该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发展茶产业，

逐步摆脱了贫困，步入了小康。如今，核
桃坝的茶园总面积达 1.2 万亩，茶叶年产
值接近 3 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6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今年，经贵州省委宣传部牵线搭桥，石
志村和核桃坝村结成帮扶对子，核桃坝村在
产业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合作社建
设、新农村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等方面，为
石志村提供帮助，并互派干部挂职锻炼。此
次学习交流活动，即是帮扶内容之一。

“采茶一般只采一芽一叶或一芽二
叶，采摘动作要轻，手指要向上提。”“种茶

的时候要留沟，不能种得太挤”……
在茶园里，核桃坝村村民余坤辉将自

己20多年的种茶经验倾囊相授，从茶叶育
苗、茶苗移栽、茶园管理，到茶枝修剪、茶
树施肥、茶叶加工，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前
来学习的石志村村民王代富。

3 天时间里，石志村的 32 名村民与核
桃坝村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系统学
习了茶园管理、采茶制茶等技术，更坚定
了他们通过发展茶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信心和决心。

“真是眼见为实，看到了希望。”75岁的
谢传言是“取经”队伍里最年长的，种了一
辈子玉米，现在开始学种茶，仍旧劲头十
足、信心满满，“过几年，等家里的茶园可以
赚钱了，就把在外打工的孙子叫回来”。

石志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济国告诉记
者，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学习交流活动，将
核桃坝村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及产业发
展经验带回去，为石志村脱贫致富播下希
望的种子。

石山绽放扶贫花

云 南 省 会 泽

县待补镇发挥高

原特色优势，按照

“一镇一业、一村

一 品 ”的 操 作 模

式 ，调 整 产 业 结

构，大力培育特色

产业，优化升级产

业 ，助 推 脱 贫 攻

坚，收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