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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炎陵，生机盎然。经国家专项
评估检查，炎陵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群众认可度高于90%，符合贫困县
退出条件。近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批复同
意炎陵县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听着天籁之音，干着轻快之活，太
阳晒不到、下雨淋不着，仅一年我们家就
脱贫了。”今年42岁的湖南炎陵县鹿原镇

炎陵村村民谭泽英对记者说，她家7口人
只有四五亩耕地，公爹公婆患有严重的
胃出血、高血压等疾病，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但自从她到国声声学公司上班
后，公司不仅包吃包住，一个月还能拿
到3500多元工资，所以，她家一年就脱
了贫。

炎陵县地处井冈山西麓，是革命老区
和欠发达地区，属国家罗霄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范围。因地处偏远、经济落
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2014年，全县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8164户26761人，贫困发
生率达16.57%。

“炎陵县原名酃县，因炎帝陵坐落于
此，1994年改名炎陵县。我们因中华民族
的始祖炎帝而来，也因这里良好的自然、人
文环境而来。目前已有141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因在国声声学公司上班而脱贫。”国声
声学公司行政主管方斌告诉记者。

湖南国声声学是一家专注于声学研发
设计与智能软硬件开发的创新型企业，也
是小米生态链中的一家重要企业，产品设
计屡获国际国内大奖。2017年，公司落户
炎陵，投资1.5亿元，预计2020年全年营收
将达到10亿元。“炎帝是中国音乐文化的
始祖，创立了宫、商、角、徵、羽五音，此后人

们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国声声学公司董事长何亮说，“炎陵县委、
县政府为来此投资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国声声学公司有信心做大、做好、做强，
有信心为炎陵人民造福，助推炎陵县经济
发展”。

“这是炎陵县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
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
说，由株洲市政府、万魔声学公司主办，炎
陵县政府、国声声学公司承办的“智能产业
布局大会”此前在炎陵县成功举行。万魔
声学联合国声声学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
在炎陵县建设一个以耳机、音箱、智能穿
戴、助听器为核心产品的声学产业园，并将
在炎帝陵景区周边建设一个声学博物馆和
声学研究中心，打造一个以声学文化为核
心的文化旅游基地。

“国声声学还将邀请荷兰丰于建筑设
计工作室创始人、首席建筑师共同打造概
念‘古琴博物馆’，建设音乐小镇，以此传承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打造集声学研究、音乐
演艺、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声学文化生态圈，
助力炎陵人民脱贫致富。”何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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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安徽康美来
集团董事长余春富就来到
金寨县沙河乡灵芝扶贫基
地，与力源食用菌合作社理
事长李文海一起查看灵芝
孢子粉弹射情况。大棚内，
掀开一处薄膜，看到棕褐色
的孢子粉铺了满满一地，余
春富高兴地对李文海说：

“明年把种植基地再扩大
500亩，你看怎么样？”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深
处，独特的地质气候条件
使其蕴藏着丰富的药材资
源。然而，珍贵的山地资
源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
财富，金寨县仍是国家级
重点贫困县。

“以前我们这里的农
户也种灵芝，但规模都不
大，行情好时能挣点小钱，
行情不稳时就亏本。”李文
海说，直到康美来集团到
来，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

“过去村民种灵芝不
能脱贫致富，主要原因是
缺乏技术和资金，难以保
证品质、形成规模，没有龙
头企业和科技支撑。”余春
富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但是绿水青山如何才
能变为金山银山呢？余春
富和他的康美来集团基于
现代农业生产理念，运用
先进技术，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订单模式，主
动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
体，用10多年时间，彻底改变了大别山的灵芝产业
格局，带动近万农户脱贫致富。

“我们首先与李文海及安徽大学生命科学院灵
芝研究专家沈业寿教授合作，从5亩地开始，逐步发
展成种植合作社。”余春富说，集团要求合作社必须
带动有种植意向的贫困户共同发展，无偿为合作社
以及农户提供遮阳网、农膜、地膜、无纺布、菌种等种
植设施和技术指导，同时还与其签订合同，实行订单
价格收购，确保农户增收。

康美来的这种订单模式，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户
的生产成本和种植风险，让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且激发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目前，在康美来的
带动下，金寨县沙河乡、吴家店镇、斑竹园镇等10多
个乡镇累计建立标准化灵芝种植基地7500多亩，年
产值过亿元。如今，种植灵芝已成为当地村民脱贫
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金寨县桃岭乡龙潭村，记者见到了灵芝种植
大户陈家良。“我是2016年底实现脱贫的。”陈家良
告诉记者，他家里有 3 个孩子，曾欠债 16 万多元。
2015年，余春富主动找到他，为他制定了灵芝种植
脱贫计划。“起初我试种了3亩，当年就实现收入五
六万元；后来就加大规模，现在一年收入有10多万
元。”陈家良说。

灵芝种植基地的快速发展，还让很多贫困户增
加了务工收入。“以前我在南京打工，除了吃喝住宿
费用，每月也就剩下 2000 元左右，2013 年索性回
村，在基地当上生态种植队长。”长岭乡洪畈村村民
李炳祥告诉记者：“现在每月有 5000 多元收入，一
年下来能挣六七万元，关键是还能照顾父母。去年
我们全家在霍山县城买了房。”长岭乡党委书记陈奎
松告诉记者，像李炳祥一样，长岭乡每个村至少有
10户村民在基地务工。

灵芝种植基地的扩大，一方面带动了当地农民
增收，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企业原材料供给能力，使企
业有了更大动力加快基地建设。据了解，去年底康
美来集团配合当地政府在沙河乡街道村和楼房村专
门设立了沙河乡灵芝扶贫基地，共流转土地200多
亩，年栽种灵芝160万袋，带动全乡559户贫困户从
事灵芝种植，预计今年能使200余户农民脱贫。

“集团已作出决定，再投资5亿元，成立安徽省
云湶谷健康科技公司。”余春富说，除了灵芝之外，公
司还将与安徽科技大学专家合作，深度开发大别山
其他绿色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生产高山有机大米、
林区有机土鸡、有机中药材等，让绿色产业助力扶
贫，让大别山农民“荷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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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多措并举——

带 上 文 化 搬 离 贫 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贵州省从解决贫困群众

的生活和发展问题着手，结

合地方旅游、文化资源优势，

探索形成了以城镇化集中安

置为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模

式。他们把搬出文化、搬出

产业、搬出安居乐业放在重

要位置，对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设

计，让移民群众的居住环境、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海坪千户彝寨。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湖南炎陵县打造我国首个声学文化生态圈——

袅 袅 五 音 助 脱 贫
本报记者 罗 霄

夏末秋初，记者来到贵州省六盘水市
陡箐苗族文化创意园，一栋栋极具苗族特
色的房屋依山而建，淡黄色的外墙在阳光
的照耀下分外显眼。

“陡箐镇的这个文化创意园，是一个易
地扶贫安置点，将安置贫困户 167 户 731
人。”六盘水市宣传部副部长马永刚告诉记
者：“设计者围绕打造苗族文化创意园的规
划，在不破坏山体的情况下，结合山势将其
设计成一个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苗寨，不
仅能传承苗族文化，还能发展旅游业，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山地特色旅游

六盘水市在严格执行精准确定易地扶
贫搬迁区域和搬迁对象的同时，注重充分
发挥山地特色旅游的辐射带动作用，把搬
迁安置点选在旅游景区，将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与特色生态旅游资源深入结合。

记者来到位于娘娘山国家湿地公园的
水城县龙场易地扶贫安置点，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碧波荡漾的人工湖，湖的四周是一
栋栋灰白相间具有白族民居特色的小楼
房。登高远望，安置点四周茶叶基地一望
无际，据介绍有3万亩，整个安置点仿佛世
外桃源。

据介绍，水城县南部园区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分为两期建设，共安置贫困户1147

户4549人。其中，一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与白族风情园（水城县茶文化产业园）
隔湖相望，安置入住贫困户 507 户 2062
人，目前已全部搬迁入住。二期项目依托
白族风情园南院和北院，形成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和景区依山傍水融合发展的格局，
安置贫困户640户2487人，将在年底前入
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的入住解决了
周围3万亩茶场、茶叶加工厂、服装厂的用
工难题，也进一步提升了景区景点人气。

近年来，水城县大力整合资金、资源、
人力、物力，注重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使白
族风情小镇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逐渐
成为集旅游、观光、度假、休闲、养生为一
体的和谐社区、活力社区。

在大河都市休闲农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记者走进村民周珍喜家，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书画，上面写着：“茅屋换
别墅，新风换旧俗，就业有保障，分红把钱
数。”该安置点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
房屋排布错落有致，共安置搬迁群众 294
户1452人。

“每栋房屋为三层仿古风格建筑，均
配有小庭院，在房屋装修装饰上注入历史
文化元素与现代元素，并根据房屋户型设
有 5 至 10 个床位不等的家庭旅馆房间。
今后，搬迁户可选择将房屋入股钟山区扶
贫旅游公司，全程参与景区开发农家乐、
现存旅社的运营，年底获得分红，实现脱
贫致富。”大河镇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的

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说。

多举措促进人与文化一起“搬”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搬迁群众离
开原有的生产生活环境，搬迁到新的居住
地，他们所处的文化氛围面临重大改变。
人是‘形’，文化是‘魂’。如果只搬‘形’，丢
下了‘魂’，搬迁群众将会缺乏精神文化的
支撑。”黔东南日报社社长高俊华说，“黔东
南州在实施搬迁过程中充分考虑文化对搬
迁成败的影响因素，多举措促进人与文化
一起搬”。

黔东南州在安置房的规划设计上，注
重充分体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将其
深深融入住房建设中去。如苗族的图腾是
牛，苗族的精神文化与牛息息相关。雷山
县抓住苗族文化的内涵和真谛，在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房屋建设中加入“牛”元素，
将安置点建在从空中俯瞰就像一头卧着的
水牛的地势上，并取名为“牛王寨”。在牛
王寨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上，也突
出“牛”文化主题，配套建设有斗牛场、苗族
芦笙舞场、苗族特色凉亭等文体设施。

通过日常生活留住民族文化记忆。黔
东南州实施的“一乡一区、一村一楼、一组
一梯、一家一层”的群居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模式，将安置楼房用群众原迁出点的名字
命名，如凯里市的上马石安置点就有“万潮
楼”“三棵树楼”。熟悉的名字让搬迁群众
有熟悉的感觉，虽然由过去生活的村寨来
到现在的城镇社区，但固有的人际圈、亲朋
圈、文化圈不变，让故土难离、乡愁难忘的
搬迁群众真正感受到出门进门还是熟悉的
面孔，虽然身处异地却一切如故。

与此同时，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还
设有“乡愁馆”，将搬迁户老家留下的石磨、
犁耙、老照片等进行集中展列，让搬迁群众
在思念故土时可以再摸一摸、看一看，留住
民族文化的记忆。

为解决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黔东南
州以市场需要为突破口，将传统的文化手
工业一起搬迁出来。如雷山县在牛王寨安
置点引进了苗族刺绣、苗族银饰制作等“非
遗”传承人领办企业，实现了搬迁户“楼上
住新家、楼下进工厂”，一些年轻的移民群
众开始跟随这些传承人学习苗族刺绣、苗
族银饰制作等民族文化技艺，既保护了传
统民族文化，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让搬迁群
众能够自主增收。

让搬迁群众生活得更好

近年来，黔西南州走山地全域旅游发
展路径，就如何在易地扶贫搬迁中搬出文
化、搬出产业、搬出自信进行不断探索。

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在实施搬迁过程
中，充分考虑妇女儿童在生活、就业、就学
上的需求，动员各级力量，建成了集扶贫、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为一体的易地扶贫搬
迁示范小镇。他们以当地土布作为核心元
素设计出“乜果花”系列服装、生活用品、家
居用品等1000多款产品；依托聚慧农业旅
游扶贫公司，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布元素，把
土布与竹艺、木艺、纸艺、布艺相结合，开发
出300多款产品，进一步盘活土布产业，做
好土布文章，促进了安置点群众增收致
富。据了解，者相镇目前已创建巾帼示范
基地 33 个，带动安置点妇女就业 300 余
人，平均每人月收入近2000元。

普安县江西坡安置点又名普安县东城
区布依茶源小镇，借助“中国古茶树之乡”
这块金字招牌，全力打造 4A 级世界茶源
谷景区，建成世界茶源文化广场和国际山
地自行车赛道。成功举办国际山地自行车
邀请赛和公开赛、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等
系列活动。普安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全长
75 公里，被业界誉为“中国最美山地自行
车赛道”。同时，小镇周边还布局了茶叶
初、精、深加工公司（合作社）60 余家，在

“双创园”布局了才华手袋厂、港商玩具厂、
“正山堂·普安红”精品生产线等劳动密集
型企业10余家。

义龙新区顶效安置点根据麻山搬迁群
众意愿，将搬迁群众使用的“风簸”“筛子”

“搭斗”“石磨”等生产生活用具搬出来，在
马别移民新村打造了“麻山乡愁馆”，并按
搬迁群众的风俗习惯办起“大食堂”，按麻
山地理地貌、苗族文化、布依文化等建起

“海孟坝广场”“麻山风情街”“前锋路”等，
让搬迁群众在新家园也能留住并感受到

“故土情”，体会“乡愁味”，增强获得感。同
时，成立望谟麻山民族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组建麻山民族文艺演出队，充分挖掘发扬
麻山群众的传统文化，培育传统产业。现
已发展麻山织布、麻山制衣、麻山刺绣、麻
山制酒、麻山制肉等15个小微企业或个体
工商户，兴办的玩具厂、绣娘坊、黑依鸟民
族服饰公司等解决了1000多名搬迁群众
就近就业。黔东南州岑巩县亚坝移民安置点。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 借 光 ”增 收

近年来，江西省乐安县积极探索光伏产业扶贫
新路，采用“政府+基地+金融机构+贫困户”的合作模
式，共成立光伏扶贫合作社251个，安装光伏发电设
施 9863 户，为每户贫困户带来 3000 多元的稳定收
入。图为乐安县公溪镇光伏扶贫电站员工在巡查检
修光伏发电设备。 谭立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