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刘，这两天装载机生意咋样？”两年
的驻村工作中，我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多少
次踏入郭勒木德镇中村村民刘永明家的门
槛了。从破旧的土坯房搬到漂亮的新居，
刘永明一家的生活变化，让我深感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责任重大。

刘永明告诉我：“这几天生意还可以，
上个月底刚把车租出去，啥都好着哩。”

“家里现在条件越来越好，要更加努
力，让生活变得更好。”这两年，刘永明的精
神面貌越来越好了，他爱人也当上了护林
员，一家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但我还是要鼓
励他们加把劲，让生活变得更好。

记得初到刘永明家，他家家徒四壁，一
家三口，夫妻二人都是残疾人。

那时我就对自己说：来到这里，要尽最
大努力为百姓做点实事。

两年过去了，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我
筹措到资金，给刘永明家盖起了新房子，他
家的2.8亩土地也实现了土地流转，通过互
助资金担保，刘永明贷款购买了装载机，对
外出租，这一家子的生活有了指望。

两年了，村里的情况我烂熟于心，每一
条路、每一户人家，我都走遍了。乡亲们待
我如亲人，让我感动不已，更觉责任重大。

现在，我心里除了记挂贫困群众，还要
理清吃透扶贫政策、筹措帮扶资金、为群众
寻找就业门路。群众有困难找到我，我都会
说：别着急，交给我。在我心里，“交给我”三
个字的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

从贫困户脱贫，到形成内生动力，帮
助贫困户自力更生、发家致富，这两年虽
然辛苦，但我感到很欣慰。

往返于市里和乡下，路上我常常思考：
中村离市区不远，周边还有金鱼湖等旅游
资源，要想人人致富，等靠要不是办法，持
续深化帮扶，应该在确保今后一段时期内
帮扶力度不变的基础上，加大后续产业、就
业扶贫的力度，落实“输血”变“造血”立体
式扶贫新思路。

长效机制是保障工作持续延伸的最根

本办法，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花拳绣腿使不
上劲，得靠实招，需要嘴勤、腿勤、手勤。贫
困户家家实际情况都不一样，帮扶措施也
不一样，必须因户施策才能解决问题。

就业、发展区域小旅游、开办农家乐、
搞种植养殖……这些都是结合本地实际、
切实可行的致富办法。这两年，随着这些
办法一件件被落实，刘永明家的装载机生
意越来越好，王俊林靠养鸡成了名人，兰存
姐的女儿有了稳定工作……

目前，中村全村31个贫困户24名贫困
人员被聘到林业生态管护岗位，每人每月
收入 3000 元；5 名贫困大学生 3 年学费及
生活费共计6.5万元有了着落；2户无宅基
地贫困户有了保障性住房。2016 年全村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多元，实现了
贫困人口全部清零和巩固脱贫清零成果
目标。

每天早上我都会给自
己记一笔账，晚上再写一
个总结。扶贫的路还很
长，扶贫工作不是一蹴而
就的。下一步，村里要做
的事情还有很多。
（马玉宏 李莎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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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海府原生
态养鸽基地签约仪式在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江源村举行，据三
江镇副镇长杨柳芳介
绍，与以往合作模式不
同，该精准扶贫示范基
地是永久合作项目。镇
政府帮扶每户贫困户1万
元扶贫产业资金，脱贫
的农户以每人800元资
金参与入股，目前共有
16 户 66 人的贫困产业
帮扶资金约12.6万元入
股基地。基地由新海府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占地 30 亩，目前
已建成鸽舍 8 栋，共养
殖鸽子 1.8 万对。其中
一栋是与贫困户合作建
成的。一栋鸽舍的建设
投资是50万元，建鸽舍
所需资金除了贫困户产
业帮扶资金之外的其余
部分由公司支付，基地
除了吸纳贫困户入股还
吸纳贫困户就业，通过
劳务收入以及年终分红
增加贫困户收入。

新海府公司董事长
陈建胜介绍，基地于2017
年11月投产，由农户组成
养鸽合作社，以合作社的
名义与公司合作。公司通
过合作社来管理农户，可以大大提高合作效率。同时，
合作社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养殖基地，公司可以通过合
作社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收购代销服务等，形成“生
产分散在户、服务统一在社”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形态
和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改变了以往“本金+分红”
的帮扶模式，将入股资金用于认购基地所养殖的种鸽，
利用鸽子产生的利润进行分红。“鸽子从孵化到出售需
要25天左右，每年拿出20%给入股的贫困户分红，3年
内每年提升6%，预计今年底可分红2.7万元，农户可
以把分红再次用于认购种鸽。”公司鼓励有劳动能力的
农户参与到鸽子饲养中来，每个月可有2000元至2500
元的收入。下一步，公司拟再建设标准化现代鸽舍15
栋共9000平方米，以及行政办公区、饲料厂房、孵化
房、产品检验房、排污处理系统等配套设施，将养殖规
模扩大到5万对。

正在喂养鸽子的三江镇江源村委会龙门村脱贫
巩固户颜香友告诉记者：“我们有劳动力，来这里工
作，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还能学到技术，以后还可
以自己发展。”

陈建胜说：“基地饲养的鸽子叫椰子鸽，用海南
特有的椰子肉配置在饲料中，同时用发酵过的益生
菌水饲喂，这样喂养出来的鸽子，肉质更加细腻可
口，目前一只鸽子的售价在48元左右。未来，希望
我们独具特色的椰子鸽不仅飞遍海南岛，还能飞向
全国，飞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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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玉屏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将衍生产业做大做强——

“油茶之乡”走上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胡攀学

近年来，位于武陵山片

区的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将

油茶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四

大主导产业之一。通过市场

引导、政府推动、龙头企业带

动，采取土地入股、土地流转

两种方式，以公司或专业合

作社带动贫困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走出了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的新路子

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五里桥村油茶种植大户刘先禄一家在收获油茶籽。 胡攀学摄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位于深度贫困的西海固地
区，山大沟深，极度缺水。近3年来，当地政府出台
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农村妇女发展剪纸、刺绣等传统
民间艺术，并牵线搭桥帮助她们找销路，从而打破
了自然条件的束缚，形成了文化脱贫产业，帮助一
批贫困户脱贫。图为当地农村妇女展示其剪纸作
品。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剪纸刺绣助脱贫

赵 春 平
（右一）到贫困
户刘永明家的
枸杞地查看枸
杞长势。

李莎莎摄

就 想 为 群 众 做 点 事
青海省格尔木市政协驻郭勒木德镇中村第一书记 赵春平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以“流水如
玉、青山似屏”而得名，有“中国油茶之
乡”的美誉。

据了解，玉屏侗族自治县现有油茶林
总面积20.7万亩，其中新建油茶基地8.7
万 亩 ， 涉 及 贫 困 户 3425 户 11268 人 ，
2017 年油茶投产总面积15.4万亩，产油
茶鲜果 13760 吨，折合产油茶籽 3440
吨，产茶油 860 吨，油茶产值达 1.4 亿
元，茶农户均增收 917 元。2018 年新造
油茶2810亩，带动贫困户62户172人。

传统产业逢发展新机遇

日前，记者来到玉屏侗族自治县。据
了解，玉屏油茶的人工栽培已有近500年
的历史。1958 年，玉屏油茶产量就居全
国县级油茶产量的第二位。之后，玉屏成
立了油茶试验站，在生产栽培、无性繁
殖、品种优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成效
喜人，1973 年，多项指标超过了当年全
国油茶科研协作组制定的国家标准。

为了抓好油茶主导产业发展，玉屏成
立了县脱贫攻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后
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
策，并与大连民族大学签订了油茶产业技
术攻关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油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支撑玉屏油茶产业发展。

大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赵铸多次到玉
屏调研，要求油茶博士团队扎根玉屏，充
分利用并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学校智力优
势和联络员自身优势，以油茶产业难题为
导向，用科技创新助力武陵山片区油茶产
业发展。

今年，玉屏油茶育苗中心在原有100
亩的基础上，扩建育苗基地200余亩，目
前已建成高标准育苗基地300余亩，预计
年生产油茶良种苗木2000万株，实现产
值7000万元，可带动当地农户300余人

就业，其中贫困户120人。

老油茶树焕发新生机

多年来，含油量低、产量不稳定、
没有自己的优良品种等问题，一直困扰
着玉屏油茶产业的发展。

2014年4月9日，大连民族大学资源
植物研究所所长阮成江带领油茶博士团
队进驻玉屏，经过实地采样、分析数
据，他们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出24个适
合在玉屏等武陵山片区大面积推广的油
茶优良无性系、高产、稳产、抗炭疽病
的优良品种，含油量均在 60%以上。当
地大面积推广后，每年可提供优质种苗
300万株。

近5年来，阮成江和他的博士团队每
年在大连和玉屏间往返 10 多次，先后
100多人次深入玉屏进行科技攻关。他们
争取到油茶攻关专项科研经费610万元，
先后组建了油茶研发中心、博士工作
站、大连民族大学油茶试验基地、铜仁
市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服务
平台。

记者在朱家场镇鱼塘村、胡家湾村
和詹家坳村看到，一片片经过“高枝换
冠”的油茶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老油茶
树挂满油茶果。

“我家的老油茶林，由于品种老化，
以前一亩地只能产3公斤油，经过博士团
队改造后，现在一亩地最高可以产茶油
50 公斤，增收 3000 多元。”鱼塘村老村
长姚源明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7 年，鱼塘村、胡家湾村和詹家
坳村的老油茶大面积丰收，收获油茶果6
万公斤，农户们领到几千元至几万元不
等的油茶收入。在外务工的青壮劳力看
到老油茶林又成了“摇钱树”，纷纷回来
主动承包或管护油茶林。

“我们刚来时，这片广袤的土地仍然很
贫瘠，群众守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20多万
亩古油茶树资源，却结不了果、换不成
钱。”阮成江告诉记者，“通过科技创新引
领和县里实施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以及‘村集体＋农户’
的经营模式，我们选育的油茶优良品种和
研发的丰产营林技术已在铜仁市的玉屏、
思南和碧江等地被广泛采用。目前我们已
经在攻克油茶‘大小年结果’‘重大病虫
害’防治难题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利用科
研成果，我们一定要让玉屏百姓实现精准
脱贫和长效致富。”

玉屏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红春向记
者介绍：“按照目前情况，一户农民种植
5亩以上油茶，就有望实现精准脱贫和长
效致富，油茶盛果期可达 70 年至 80 年，
一代脱贫可福及子孙几代人。”

“国家民委派驻玉屏的联络员找准了
我们在脱贫攻坚中的精准扶贫发力点，提
高了老百姓种植油茶的积极性。玉屏县已
将油茶产业定位为全县经济发展支柱产
业，积极与大连民族大学开展油茶科研合
作，力争在2020年全县实现油茶种植面
积 25 万亩，产值 2 亿元。”铜仁市委常
委、玉屏县委书记王俊铭说。

科技创新引领长效增收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玉屏的油茶产业
得到了提质升级，不仅助力了脱贫攻坚，
还成为长效增收的原动力。

“我们要借力博士团队的科技创新，
以实施油茶全产业链省级扶贫基金项目为
契机，加快良种培育和种苗繁育，形成丰
产林营造和低产林改造的技术专利群，研
发油茶高端高值产品，使玉屏油茶引领武
陵山片区和西南高原油茶产业发展，发挥
油茶产业在精准脱贫和长效致富中的作

用。”王俊铭说。
记者在玉屏茶花泉油茶种植基地、油

茶育苗基地、铁柱山油茶种植基地看到，
玉屏油茶团队运用腐熟锯末和潮泥两种材
料改良了油茶良种工厂化无性繁殖中的传
统育苗基质，以胚芽为砧木的嫁接苗优于
胚根接苗木，存活率高，根系发育健壮，
油茶苗嫁接成活率达到93%以上。

玉屏油茶良种苗木培育中心主任何平
算起了账：“以前我们一年才培育苗木几
十万株，除了扶持当地的贫困户外，只能
满足本地需求。今年，经过技术创新，我
们培育了2000万株油茶优质苗木，能栽
20万亩林地，可卖6000万元，一棵苗给
入社群众提0.2元，就是不小的收入。”

“在油茶精深加工方面我们将投入
1000 万元，引进或建设 1 个高标准茶油
深加工企业。”贵州黔玉油茶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四黑说：“还要面向中高端市
场，围绕‘养生、养颜、养眼’产品路
线，研发生产有机高端食用油系列、妇幼
系列、美容系列、洗护系列等中高端产
品。”

据了解，玉屏还计划将采穂圃打造成
市民休闲旅游基地，到时采穂圃群众又能
得到旅游收入分红。

目前，玉屏正在加快油茶低产林改
造，重点对玉朱公路沿线、油茶园区内集
中连片区域的低产老油茶林进行“高枝换
冠”，计划用 3 年时间建设“高枝换冠”
丰产示范园 1 万亩，年产值预计可达
7500万元。

王俊铭表示，今后玉屏将利用油茶四
季常绿、花果同期等景观特点，规划建设
油茶特色小镇、主题公园、油茶观光园和
体验中心等，整合休闲健身、户外运动、
科普宣传、农耕体验、文化展示、农家美
食等乡村旅游项目，为群众开辟更多增收
渠道。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阿里巴巴脱贫基金
会日前公布的第一份“脱贫半年报”显示，在国家贫
困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通过打造“巴楚留香
瓜”农产品品牌，并在天猫生鲜电商渠道进行售卖，
已帮助500户贫困村民蜜瓜收入从亩均400元提升
到3600元。作为天猫超市生鲜独家运营商，易果集
团为扶贫产品的售卖开辟“绿色通道”，运用生鲜全
产业链的优势，重点帮扶巴楚留香瓜销售。

新疆巴楚县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所产瓜果清
甜汁多。但巴楚县苦于交通闭塞，农业种植结构单
一，运输和推广成为其最大的短板，高品质的蜜瓜一
直难以打开销路。

此次，新疆巴楚留香瓜在易果赋农模式助力下
取得了显著成效。易果集团致力于打造连接上中下
游全产业链的一站式“兴农+扶贫”赋农模式，目前
已在全国建立了24个冷链物流基地。未来，易果将
持续推进电商扶贫战略创新发展，将更多优质的农
产品无缝连接输送至全国各地。

易果为扶贫产品开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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