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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蔡农商行:

金 融 活 水 浇 开 脱 贫 之 花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崔宏磊 王 东

湖南省湘西州花
垣县十八洞村通过脱
贫攻坚系列举措切实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在实践中探索出了
一条脱贫与乡村振兴
协同发展之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关键环节。其
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实
施因地制宜的产业政
策 来 实 现 产 业 兴 旺 。
十八洞村探索出了一
条发展生产脱贫、实现
产业振兴的路子。村
里在花垣县农业科技
示范园流转 1000 亩土
地发展猕猴桃产业，以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为
技术支持单位，实行股
份合作，促进农民长期
受益。同时，村里还种
植西瓜 160 余亩、水稻
五彩稻 100 余亩、辣木
茶 150 亩；以股份合作
的 方 式 发 展 黄 牛 、山
羊、肉猪养殖；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成立苗绣
专业合作社，吸纳留守
妇女发展苗绣产业，与
4家苗绣公司签订订单
协议……多种产业发
展兴旺。

同时，十八洞村积
极 发 展 劳 务 输 出 经
济。为了使外出务工
人员工作更稳定、收入
更高，村里加大技能培
训 力 度 ，积 极 和 开 发
办、就业部门配合，开
展 技 能 培 训 ，年 培 训
200 人次以上，同时与
深圳、广州劳动力市场
对接，有针对性地输送
高素质人才。

脱贫攻坚“根深”
方能“叶茂”，基础设施
不完善，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打
好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要先行。十八洞村把完善
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协
调多方力量，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夯实脱贫攻坚基
础，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村里认真开展水、电、路改
造，进行农村“五改”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村
民生活环境。他们还打造十八洞品牌，完成十八洞
系列商标的注册工作，并弘扬苗族传统文化，以村
艺术团为平台，传承好苗族传统文化及苗绣、竹编
等传统技艺。

把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好和保护好是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提升农业供给质量的必经之路。十八
洞村按照“投入少、见效快、原生态”的总基调，努力
打造“中国最美农村”，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休闲旅
游。同时，发挥村域内自然景观和古朴苗寨以及纯
朴的民风民俗特色，大力发展乡村游。村里成立了
十八洞村游苗寨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引领村民
创办了6家苗族文化元素农家乐；引入北京消费宝
公司和首旅集团华龙公司，投资6亿元全面规划、全
力建设具有十八洞村特色的核心景点示范区。

强化人才队伍是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工作，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举措，其目标在于培养一批情系农业、心向农村、熟
谙农业知识、热心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带路人。十
八洞村把教育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他们
改善村小学办学条件，完善全方位帮困助学体系，
落实建档立卡和城乡低保家庭学生补助政策，实施

“雨露计划”，从源头上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不让
贫困学生输在起跑线上。同时开展农村道德讲堂，
用身边的先进事迹教育身边人，通过一系列的文化
教育活动促进村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作者为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吉首大学基地研究员）

今年 8 月份，河南省新蔡县等 3 个国
家级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新蔡农商行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
金融精准扶贫排头兵作用，为我县摘掉贫
困县帽子立下了头功！”河南新蔡县委书记
王兆军说。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花花公司的牛养
殖场务工，既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又能招呼
娃上学，每个月工资2700元。”新蔡县黄楼
镇黄楼村从庄贫困户王照明告诉记者。

花花牛乳业是新蔡县招商引资重点企
业。新蔡农商行在了解花花牛乳业有限公
司资金需求和公司有意与贫困农户合作发
展订单农业后，主动让利于企业和贫困户，
以低于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优惠利

率，及时为与该公司配套的瑞亚牧业有限
公司、进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10家养
殖单位共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2亿元，并
对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放
2000万元精准扶贫贷款，不仅促成了公司
总部落户新蔡，满足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的资金需求，而且在提升县域农业产业化
水平的同时，直接带动 4400 户贫困户增
收脱贫。

围绕县域重点扶持企业和招商引资企
业资金需求，新蔡农商行运用“政府＋扶贫
项目企业＋贫困户＋农商银行”的模式，将
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以金融产业
扶贫贷款激活花花牛乳业等44家带贫企
业，支持带贫企业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实

现了带贫企业与贫困户的“双赢”。
新蔡县谷裕实业养殖有限公司以有机

蔬菜种植与畜牧业养殖为依托，种养结合，
打造生态节能循环农业，对拉动就业、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效果明显。新蔡农商行深入
企业走访，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需
求后，迅速为其办理了 2000 万元的金融
产业扶贫贷款，带动周边400户贫困户走
上致富路。

新蔡县乐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
要种植供港蔬菜，但因受流转土地规模限
制，供港蔬菜供应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新蔡农商行进行调查后，向其发放产业扶
贫贷款 2000 万元，帮助其在大马庄村流
转土地 2000 亩，并直接解决就业 400

人。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该公司计划实现
对大马庄村 5000 多亩土地的全流转，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贫困户有稳
定的收入。

驻马店银监分局统计信息科科长李建
伟告诉记者，新蔡农商行把助力产业扶贫
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截至今年
7 月底，新蔡县扶贫贷款余额 2.5 亿多元，
其中新蔡农商行扶贫贷款余额 2.49 亿多
元，占新蔡县扶贫贷款的99.8％。

“新蔡农商行将继续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要求，积极发放小额扶贫贷
款，重点助力产业扶贫，努力用好‘金融活
水’，浇开‘脱贫之花’。”新蔡农商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书民说。

近年来，江西省上栗县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
化种植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群众不仅可以
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还能选择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目前该县葡萄种植面积达 7000 余亩，每亩纯收入
1.2万元左右，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
重要渠道。图为上栗县福田镇贫困户易清余（左）和
黄金书（右）在运送刚刚采摘的葡萄。

杨彰磊摄

葡萄丰收

山西阳高县因地制宜打造“4+N”产业布局——

现代农业绘就脱贫致富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李官屯村村民种植的“阳高红”西红柿远销北京、上海、福建、浙江等地。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近年来，山西省阳高县

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独特的

自然条件，打造设施蔬菜、

杏果、全产业链生猪养殖、

旱作农业4个产业，黄花、特

色养殖、中药材种植、光伏

产业等N个产业的“4+N”扶

贫产业模式，绘就了一幅瑰

丽的致富“蓝图”，不但让农

民实现了增产增收，更为当

地探索出了一条产业扶贫

的有效路径

建成全国的“米袋子”、京津的“菜篮
子”、北方的“肉案子”、走向世界的“杏盒
子”，这是山西省阳高县为未来发展所作的
定位。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缘何有如此自
信？答案就在其产业扶贫致富“蓝图”中。

“4+N”布局脱贫大产业

“120亩的荒地上建养猪场，每年能出
栏1.8万头生猪。”对于“一没技术二没钱”
的王官屯镇西堡村村民来说，这是他们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阳高
县已经有11个村子建成了类似规模的养
殖场。阳高县农委工作人员李世成告诉
记者，这些养殖及配套项目总共投资 2.8
亿元，资金主要来自 5000 户贫困户的扶
贫金融贷款，采取的是“我建车间请你生
产”的模式，即贫困户贷款建车间、企业租
赁搞养殖的模式，目前已经初显成效。

阳高县养殖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该县
“4+N”产业布局战略的直接成果。

阳高县地处丘陵地带，没有地下资
源，没有工业产业，全县大多数农民主
要依靠种植玉米为生。多年来苦于“地荒
着不种不行，但是种玉米又赔钱”的现
状，一直找不到有效的增收模式，农民
年人均收入不到 3000 元，仅可维持温

饱。怎样让百姓尽快脱贫致富？“产业是
脱贫攻坚的关键之举，摆脱贫穷奔小
康，归根到底要靠产业支撑。”阳高县委
书记冯晓雷说。

为此，阳高县确立了建设“绿色蔬菜、
特色杏果、优质杂粮、休闲观光、产品精加
工”五大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优质农产品
种植、现代化产业园区展示、农产品信息
发布、贫困户新型技术培训、特色优势农
产品配送五大基地，打造设施蔬菜、杏果、
全产业链生猪养殖、旱作农业4个产业，黄
花、特色养殖、中药材种植、光伏产业等N
个产业的“4+N”扶贫产业模式。

发展产业首先要把“能人”请进来，阳
高县通过“我建车间请你生产”的做法，引
来养殖大户正大集团，签订了20年的合作
协议，租赁农户的养殖场养殖生猪。去
年，3706户精准扶贫户已拿到了1111.8万
元红利，人均增收3000 元。同时，100万
头的生猪全产业链还拉动了4万亩玉米种
植销售以及5000人就业。

去年，古城镇 669 名贫困人口收获了
20多万元的养牛红利，这些红利来自镇政
府与山西合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合
作——“借你车间、帮我生产”。采取“政
府+企业+产业基地+贫困户”模式，镇里统
一购置西门塔尔牛258头，交给公司托养代
管，一年为一个养殖周期，一周期一分红，

扣除政府投入的产业本金及企业饲养成本
和管理费用，所产生的纯收入全部分红到
户。“红利没上限却有下限，每人每年分红
不低于 300 元。这相当于把产业存进银
行，光收利还没风险。”贫困户侯青说。

通过这样的“筑巢引凤”“借鸡生蛋”
做法，阳高县的养殖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阳高县还通过自己培育的方式

“共建车间共同生产”，采取“政府+合作
社”“政府+企业”“政府+扶贫超市”等模式
大力发展扶贫产业。目前，全县已投资
4124万元建设10个扶贫车间，涉及杏果、
食用油、黄花、马铃薯、特色食品加工、仓
储等项目，1911户贫困户通过扶贫资金入
股、土地流转、参与经营、进场务工等方
式，获得股金、租金、薪金“三金”收入。

阳高县产业办主任白仕君介绍，目
前，阳高县为贫困户投入产业帮扶基金人
均 3000 元，每个贫困户精准实施帮扶产
业项目至少两到三个。全县新发展设施
蔬菜园区10个，新建移动大棚1万栋、1万
亩；建成千亩杏果经济林园区 5 个，2000
亩黄花产业园区 2 个，千亩中草药基地 6
个，小杂粮等旱作农业2万亩。其中，仅新
发展的蔬菜产业一项，就能帮助全县贫困
户年增收4000万元。

“输血+造血”实现全覆盖

“今年6月份尖椒成熟上市以来，我家
这个大棚的尖椒已经卖了3000多元钱。预
计今年总收入能达到1.5万元左右。”狮子
屯乡东双寨村贫困群众许生贵告诉记者。

在东双寨村，记者看到，村头农田里
200多个大棚整齐划一，大棚里的蔬菜长
势正好。东双寨村党支部书记谷爱军说，
东双寨村共 2246 人，其中贫困人口 591
人。村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原来以种
植养殖业为主。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根
据县里的整体规划，今年以来，该村通过
统一流转土地建起蔬菜大棚210栋，全部
分给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种植。每个大
棚占地1.2亩，造价2万元，每个贫困户每
年只需出600元。“这个项目当年建设、当
年投产、当年受益。村里的贫困户脱贫指
日可待。”谷爱军说。

大白登镇千亩设施蔬菜脱贫示范产
业园区建在福泉、新泉两个移民新村附
近，远远望去，470栋蔬菜大棚连在一起蔚

为壮观。大白登镇镇长徐德明告诉记者，
这里原来是一片盐碱地，种啥都不长。为
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大白登镇引进了盐碱
地改良技术，使 4000 亩不毛之地的盐碱
滩变成蔬菜大棚脱贫示范产业园区，并在
大棚里采用“起垄种植和水肥一体化”技
术，不仅有效沉淀了土里的盐碱成分，还
实现了蔬菜有机化高产量生产的目标。

在大白登镇的小白登村，记者看到，
这里的26栋扶贫大棚堪称蔬菜新品种、新
技术的“孵化基地”。徐德明说，这里设施
不同、品种不同、备耕不同、管理不同；昆
虫天敌防虫害、生物菌剂防病害，不留半
点农药害，真正绿色无公害。所产西红柿
的售价比同类产品贵，但供不应求，目前
一棚蔬菜每年的收益在1万元左右。

而在位于阳高县南部六棱山脚下的
鳌石乡，寒富苹果套种中药材特色扶贫产
业园里也迎来了丰收。“过去我只种玉米，
一年下来挣不了多少钱。这两年开始种
中药材，去年就有近 5000 元的收入。”乱
石村村民宋喜亮告诉记者。

鳌石乡党委书记尉武华介绍，从2016
年开始，该乡以产业扶贫为依托，因地制
宜发展经济林套种中药材产业，通过流
转、调换等方式，集中了近 2000 亩耕地，
改种寒富苹果，并结合土壤、气候等条件，
选种黄芪、党参等中药材，形成了寒富苹
果套种中药材的立体种植模式，果林空间
得到科学合理利用，实现了果树与药材的
互促互利。目前，鳌石乡已在全乡范围内
推广乱石村的经验。

为了给扶贫产业提供更好、更有力的
技术支撑，催生脱贫内生动力。阳高县请
来了由山西农大3名院长和8名教授组成
的团队，开展设施蔬菜提质增效技术示
范，功能小杂粮黍、高粱、谷新技术新品种
引进与示范，猪、羊新品种引进与养殖新
技术推广等。“县校合作”不光布局产业、
跟进技术，还特别注重人才培养，为县里
培养出一批永不走的本土“教授”。“产业
扶贫富了口袋还不是最大的红利，最大的
红利是产业成效催生出的强大内生动
力。既要为贫困群众‘输血’，又要为贫困
群众‘造血’。”阳高县县长丁国华说。

“截至目前，阳高县扶贫产业累计带
动 9647 户 24296 名贫困人口增收，其中
6753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1929户
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965户户均年增
收3000元以上。”冯晓雷说。

在阳高县鳌石乡，寒富苹果套种中药材的种植模式实现了产业扶贫长远利益和短期
利益的双赢。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