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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
县从基层群众最关心的用水问题
抓起，在19年时间里，不仅让全
县22万多农村人口用上了干净卫
生的自来水，还让 3.9 万多农村
人口提前进入了家庭用水水质更
好、水压更高、可以像城里人一
样 24 小时全天用水的“用好水”
时代。

近日，记者来到融安县长安
镇木樟村丰岭屯采访时，村民周
树仙正准备淘米做饭。当地农村
群众历来都有用容器将水沉淀后
再拿来煮饭做菜的习惯。但让记
者惊讶的是，周大嫂淘好米后，
直接倒上从水龙头接来的水就装
锅煮了起来。面对记者的疑问，
周大嫂解释，现在家里的自来水
都是经过过滤和消毒的，完全可
以放心饮用，再不用像两年前那
样必须沉淀后才能用了。

丰岭屯地处融安县西山山脉
腹 地 ， 远 离 江 河 ， 水 源 极 缺 ，
2008年以前都靠各家各户自行从
1000多米外的山溪引水饮用。后
来虽然通了自来水，但由于引水
设施简陋，每到雨天，自来水就
浑浊不堪，需要沉淀很长时间才
能使用，水压也仅限于地面供
水，别说二层以上的楼房，就连
洗衣机和热水器等家电也因水压
不够无法使用。周大嫂告诉记
者，有一年除夕正遇上下大雨，
山洪把村民们的引水管道冲得七
零八落，全屯48户人家全都停了
水，大家眼睁睁看着刚杀好的鸡
鸭束手无策，过了一个郁闷不已
的除夕。

用水的难题在2017年出现了
转机。当年 4 月，政府投入 6 万
元专项资金，对丰岭屯的饮水工
程进行巩固提升改造，除了在海
拔 157米处建设一个 30立方米的
集中高位蓄水池外，还在蓄水池
出水口加装了一套净水设备和消
毒设备。

融安县水利局农田水利管理
站站长赖广波说，改造后，进入
蓄水池的水经过石英砂、活性炭

的精密过滤，极大地改善了地表
水的浑浊度，特别是雨后的水质
浑浊度，再经过二氧化氯发生器
的消毒，经过检测，水质已符合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压
也完全可以满足全屯 3 层楼以下
的供水需求。

现在，这个日供水规模达 45
立方米的饮水工程不仅让丰岭屯
的 192 名群众喝上了像矿泉水一
样清冽甘甜的自来水，还让一度
沦为摆设的洗衣机和热水器派上
了用场。“非常方便！”周大嫂眉
开眼笑地说，以往每天早上都要
搓洗一家人的衣服，现在只要把
换下来的脏衣服往洗衣机里一
扔，一会儿就能洗得干干净净。

为让占比高达七成的农村群
众用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融安
县委、县政府从1998年起，通过

“上级专项支持+县级财政配套+
群众自筹部分”的资金筹集模
式，采取分片分区的方式持续建
设，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县12个乡
镇 147 个行政村、2027 个自然屯
的8722处集中式和分散式人畜饮
水供水工程，农村人口实现了自
来水全覆盖。

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步伐持续
加快，原本只为解决用水难问题
的饮用水工程已无法满足农村群
众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2016
年，融安县再次拉开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大会战帷幕。仅
2016 年 至 2017 年 间 ， 当 地 党
委、政府就投入 1000 多万元，
实施了80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让 3.9 万多名农村群众
用上了干净卫生且水压达标的自
来水。

融安县水利局局长何卫平告
诉记者，经过两年饮用水工程巩
固提升改造，目前全县还有近1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需要进一
步改善。他表示，当地水利部门
将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准备再用两年半时间，彻
底解决全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问题。

广西融安提升改造农村饮水工程

让农民群众“用好水”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韦连兵

融安县为农村新建了添加净水、消毒设备的集中供水塔，受益群众说

处理过的水“已经和矿泉水不相上下”。 （资料图片）

“特派员小赖一来，我们愁了大
半年的商铺出租消薄项目一下子活
起来了。这次，他又给我们申请到20
万元‘消薄贷’，真的帮了大忙。”近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春
阳村办公楼内，村党支部书记杨兆釜
说起前来联系工作的泰顺农商行关
山支行金融特派员赖传凯，仍然激动
不已。

在泰顺县，提着资料袋奔走于田
间地头的金融特派员“遍地都是”。据
了解，自今年 6 月以来，泰顺县瞄准
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缺人、缺

钱、缺项目的“三缺”问题，从县农商
行等金融机构选出 180 名金融专家
派往基层一线，让他们发挥融资、投
资、监管等方面的专业特长，破解阻
碍乡村发展的“人、财、物”困局。“现
在我们把工作从窗口搬到村里田间，
与村干部互动，真正带动一些项目发
展，很有成就感。”谈起在春阳村的工
作，赖传凯体会很深。

“之前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推进
上总是缺点劲，现在有了金融特派
员，一下子把卡脖子的问题解决了。”
泰顺县仕阳镇党委委员杨财长颇为

感慨。据了解，泰顺县今年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涉及项目 76 个，自推进
实施“金融特派员”制度以来，短短 3
个月内共撬动各类建设投资 5.77 亿
元，有效解决了乡村振兴资金紧缺的
难题。

派出精兵强将，如何发挥作用是
关键。为保障该项制度有效落实，泰
顺县配套出台《金融特派员助推乡村
振兴制度》，建立金融特派员业绩双
向考核模式，明确金融特派员兴农结
队帮扶、创业贷款投放等 6 个方面的
职责，让他们沉下心“施展拳脚”。据

统计，金融特派员除直接带动 76 个
县级项目推进外，截至目前还为 100
个村带来了营业性收入 190.48 万
元。同时，结合群众实际需求，特派
员们还定向定制“党员先锋贷”“光伏
贷”“传帮贷”等近 10 类新型金融惠
农产品。目前，共落实各类帮扶贷款
资金 11963 万元，为 2228 户村民带
来创业“及时雨”，带动 1万多户低收
入农户增收。此外，通过特派员积极
牵线搭桥，泰顺县还成功落实 121个
泰顺籍客商回归项目，吸引助农资金
1370万元。

浙江泰顺

“金融特派员”下乡解难题
本报记者 张 玫 通讯员 周汉祥

“爸，咱才建好新楼，还单独
给您留有卧室，今天您一定要搬
回家去住。”“好，好，好！不是
你们不孝顺，是爸不想给你们添
麻烦。既然这样，咱们马上收拾
东西搬家。”这是日前记者在河南
省周口市商水县巴村镇小訾村采
访时见到的一幕，儿媳妇胡卫平
要接 75 岁的公公许国和回家居
住。在商水县，4000多名独居在
村头小屋的老人不久前与许国和
一样，被儿女接回家中，告别独
居生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富裕的
农民建起了新楼房，开上了小轿
车。然而，在不少村庄的村头、
坑塘边还有一些低矮的小屋，里
面居住着年迈的老人。他们绝大
部分有儿有女，因不想给子女添
麻烦或因婆媳不和等原因选择独
居生活。商水县委、县政府对这
种情况高度重视，把改善这一状
况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来抓，并直接与乡镇党委年终目
标考核挂起钩来。

为把独居老人接回家中，今
年 6 月以来，商水县开展“孝善
敬老，接爱回家”活动。县委各
个部门积极参与，21个乡镇党委
成立活动领导组，利用广播、电
视、宣传车等形式广泛宣传孝善
敬老，动员独居老人子女接老人
回家安度晚年。各乡镇司法所积
极组织干警逐村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教育群众赡养父母是每一个
子女应尽的义务。为确保每一个
独居老人都能回家居住，各乡镇
组织乡、村干部逐户调查统计、
做工作，做到子女热心接、老人
高兴回。

商水县委书记马卫东介绍：
“为实现农村老年群体‘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商水县开展的‘孝善敬
老，接爱回家’主题活动，让老年人
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从而
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养
老、孝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河南商水县以孝善敬老促乡风文明

4000多名老人

告别独居生活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乔连军

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承担
国家使命而建立的社会经济组织。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农垦建设了一
批现代化的国有农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
门提出，切实发挥农垦在质量兴农中
的带动引领作用。

为此，全国 35 个垦区纷纷实施
“质量兴农”战略，在生态农业建设和
生产绿色、优质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
示范引领作用。拥有海南土地面积
五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一的海南农
垦，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基地和热
带作物生产基地，这几年来通过改革
发展，走质量兴农之路，不断强化品
牌建设、拉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特
色养殖，初步实现了企业增效、农场
增盈、农户增收的良好局面。

品牌效益助农丰产又丰收

日日熏风卷瘴烟，南国珍果荔枝
先。从海口市驱车 46 公里，记者来
到了海南省最大的连片荔枝生产基
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红
明农场。2.5 万亩的荔枝树随风摇
曳，场面十分壮观。

李美雄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今
年的荔枝是丰产又丰收”。李美雄是
红明农场二十二队的职工，从 1998
年开始承包农场的荔枝地，承包面积
逐年扩大，从最初的 35 亩已经发展
到如今的 205 亩。“以前都是单打独
斗卖荔枝，价格起伏很大，既怕种植
技术出问题果子歉收，又愁果子丰产
卖不出好价钱。”李美雄坦言，自从加
入了农场的红明红水果产销专业合
作社，他的荔枝不仅不愁卖，价格也
越卖越好，“现在住着三层小楼房，开
着小汽车，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在红明农场的辐射带动下，像李
美雄一样越过越好的果农不在少
数。走在三门坡镇，一幢幢楼房错落
有致，一片片荔枝林郁郁葱葱，村民
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聊天，美好的乡村
景象展现眼前。

“农场种植荔枝近 20年，种植管
理技术日益成熟，产量逐年提高，品
质不断提升，已基本没有‘大小年’之
分。”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波告诉记者，去年
农场荔枝总产量 5000 万斤，总产值
达 2.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3%和
40%；职工劳均收入达到 6.67 万元，
同比增长29%。“要提升效益，就要通
过提升果品质量和提高品牌影响力，
打造末端经济，向品牌和市场要效
益。”王波说。

近年来，随着“红明红”品牌的市
场影响力不断扩大，红明农场公司荔
枝的市场营销行情逐年看好，市场占
有率不断提升。目前，北京、上海、广
州、大连、哈尔滨等地都有销售。

王波介绍，为了荔枝产业优化
升级达到国际标准，开创高端市场，
提升产品价值，红明农场公司创新
技术培训服务方式，组织技术指导
到各个基层单位田间地头现场培

训。同时，还探索与海垦商贸物流集
团和顺丰快递公司对接合作，通过电
商、微商组织荔枝鲜果直接打入终端
市场，争取逐年扩大大批量营销荔枝
的比例。

一条龙产业链解后顾之忧

今年是阳江农场公司种植咖啡
的第三年。记者走进母山咖啡种植
基地，放眼望去，碧绿的植株整齐排
列，一人高的咖啡树上已经结出了丰
硕果实。

管理着 11 亩咖啡园的林爱花告
诉记者，她一直在外打工，从未种植
过咖啡，前两年得知阳江建立了就业
创业咖啡培训基地，她便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回乡种植咖啡。“我的工作主
要是为咖啡苗锄草、剪枝、芽接，种
苗、肥料、基础设施都是由农场公司
提供，管理技术也是培训基地传授
的，而且日常管护中如果遇到问题，
只要一打电话，技术员就会来现场指
导，没有种植经验一点也不担心。”林
爱花说。

与林爱花不同，对于已经有 30
多年咖啡种植经验的李国基来说，大
丰咖啡集团的成立让他彻底没有了
后顾之忧。“我们黎母山地区是咖啡
种植黄金地带，生产的咖啡豆质量优
良，可惜由于附近没有咖啡加工厂，
收获下来的豆子只能粗加工再卖出
去，处理不当特别容易出现霉变，影
响了品质不说，价格也卖不上去。”李
国基坦言，自从有了咖啡产业集团，
收获的咖啡鲜果全部由公司收购，收
购价比市场价格还要高一些，“我终
于可以一心一意搞种植了。”

据了解，母山咖啡的前身琼丰咖

啡 ，其 种 植 历 史 可 以 追 溯 到 1959
年。但后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等原
因，琼丰咖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2017 年，海南农垦成立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并将琼丰咖啡更名为母
山咖啡，再次进军咖啡市场。

“海垦母山咖啡具备出产优质咖
啡豆的自然禀赋。”海南省咖啡行业
协会秘书长符长明介绍，海南火山岩
红土种植出来的咖啡豆，具有独特香
味，为上品咖啡原料，而海南火山岩
红土面积最大的地方，正是兴隆、福
山、金江、农垦大丰一带。

“海南农垦发展咖啡产业，具有
一定的产业基础，还能在较短时间内
形成规模化种植。”大丰咖啡集团董
事长周峥介绍，目前大丰咖啡集团咖
啡种植面积已经恢复至 1250 亩，预
计至 2021 年将达到 3 万亩。如今，
大丰咖啡集团正在谋划建设海南最
大的优质咖啡豆原料生产基地、咖啡
精深加工生产基地和咖啡文化旅游
基地，打造种植、采摘、加工、观赏、品
尝等“一条龙”产业，目前这一计划已
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特色养殖助力精准扶贫

近年来，海南农垦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核心，充分发挥资源和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等优势，有
效促进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畜牧业
生产规模和效益有了较大提高。

走进东昌农场公司黑山羊养殖
基地，为黑山羊精心打造的钢混结
构“羊别墅”引人注目。东昌农场
公司项目部经理林声福介绍，“羊
别墅”共 15 栋，建筑面积达 2.6 万
平方米，每栋都设有单独的饲养

区、活动区及除污区，养殖规模可
过万只。

东昌农场公司十八队贫困户张
昌存是黑山羊养殖基地最直接的受
益者。张昌存一家 4口人，他和妻子
均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两个孩子
还在读小学，家里仅有2.5亩地，基本
生活长期得不到保障。自海南农垦
启动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东昌农场公
司便为张昌存一家量身定制了脱贫
方案：公司无偿提供 7亩土地让他种
植橘子，同时入股东昌黑山羊养殖
基地。

海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
涛表示，要采用多元化的产业扶贫模
式带动贫困户和困难职工增收致富，
增强“造血”功能。对此，东昌农场公
司一直把黑山羊养殖业作为精准扶
贫的重要措施来抓，不仅无偿给每户
发放 8只种羊，鉴于贫困户目前尚未
掌握养殖技术，公司还将发放给他们
的黑山羊寄养在基地饲养，采取“公
司+贫困户”的方式进行帮扶。同时，
农场公司与每户贫困户签订协议，贫
困户每年不但能得到分红，还能收到
返还的本金 9600 元。此外，为了确
保贫困户精准脱贫不反弹，帮扶期限
延长至3年。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拓展
市场，东昌农场公司已在海南开设
万山农副产品专卖店及连锁店，未
来将采用“政府+金融机构+龙头企
业+养殖小区+农户”的联合经营模
式，不断扩大黑山羊产业，逐步形
成种羊养殖、饲料供应、羊肉销
售、加工成品为一体的规模化养殖
产业链。这也是“海南名片”之一
黑山羊规模化养殖的重大突破，对
助农增收致富、推动海南现代农业
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荔枝、咖啡、黑山羊……

海南农垦：兴农之路越走越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切实发挥农垦在质量兴农中的带动引领作用。为此，全国35个垦

区各展所长。作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基地和热带作物生产基地的海南农垦，通过不断强化品牌

建设、拉长产业链、发展特色养殖等，初步实现了企业增效、农场增盈、农户增收的良好局面

图为海南农垦大丰咖啡集团的技术人员正在指导农户种植咖啡。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