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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定远结合农业自然资源和群众种养习惯发展草、菌、虾等五大产业

特色产业是脱贫“金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深秋时节，记者来到安徽省定远
县西卅店镇广阔种养专业合作社，只
见合作社理事长杨玉广正在指挥村
民调运秸秆。村民们告诉记者，现在
很多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收
售秸秆、采菇、养猪、育鹅，收入不断
提高，“靠的是特色产业的带动”。

秸秆带出一条产业链

定远县国土面积近 3000 平方
公里，有确权耕地面积 270 余万亩。
2017 年，定远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
积有327.4万亩，理论秸秆量170.44
万吨，可收集秸秆量126.63万吨，综
合利用量 108.3 万吨；2018 年，定远
县的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2%。围
绕秸秆的能源化、肥料化、饲料化、基
料化、原料化利用，定远县先后引进
秸秆综合利用企业 25 家，大力发展

“捡回来的另一半农业”。已经签约
的项目投资50亿元，需要30万吨秸
秆。其中，年可提供绿色电力2.2亿
千瓦时的环保企业光大生物能源（定
远）有限公司，每年可消化秸秆12万
吨。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每天消
耗的秸秆量在750吨左右，除了向专
门的秸秆收储公司购买原料，还向当
地农民直接收购秸秆。

秸秆回收的利益可观，定远县
通过在镇村两级建设配套收储体
系，鼓励闲散劳动力和贫困户积极
参与，同时为企业提供原料保障。
在西卅店镇，一座占地 30 亩、年收
储能力万吨的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
已经投入运营。今年 5 月，该镇的
高潮、幸福、陈庄三个原贫困村和县
城乡发展投资集团联合成立了农兴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村+合作社”模式，面向周边乡镇乃
至县外收购秸秆存储，每吨收购价
大约350元。

张桥镇鼓励贫困户收集秸秆交
到光大生物公司，除企业给予收购秸
秆费用外，镇上每吨再给予 60 元的
补贴。光大生物公司2018年已帮助
10 户贫困户脱贫，今年计划再帮助
20户贫困户脱贫。而安徽爱能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则已经帮助
11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与秸秆回收密不可分的是“菌
产业”。安徽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县里千方百计从甘肃天水招商
引来的企业，投资6.8亿元的一期项
目于今年 8 月刚刚投产，日产 60 吨
年产 2 万吨菌菇，可消化小麦秸秆
15 万吨，带动 800 人就业。围绕产
业链，众兴菌业所在的西卅店镇即
将建设双孢菇包装盒生产线和双孢
菇冷藏制冰厂两个配套企业，预计
建成后可为贫困村年创收100万元
左右，为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
找到了出路。

记者在常年恒温18℃的车间里
看到，一排排白嫩的双孢菇密密麻
麻地长在以麦秸秆为原料做成的多
层基料架上，工人往返穿梭采摘，有
的采菇快手一个月能挣7000元，手
慢的也能挣到2000多元。

因地制宜推广稻虾共作

“虾产业”是定远的又一大亮
点。定远县根据乡镇地形地貌、气
候、水利等条件，在适宜的地方设立
了 4 个万亩集中连片稻虾共作示范
基地、多个5000亩集中连片稻虾共

作基地，大力推广全产业链稻虾共作
模式。目前，定远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22 万亩、年产量 3.3 万吨，稻虾米年
产量11万吨，年综合效益突破18亿
元，全产业链从业人数突破 5 万人。
通过与湖北潜网集团等企业合作，定
远县计划投资 6 亿元建设 400 亩集
冷链、物流、仓储、加工等于一体的小
龙虾交易中心，着力打造年交易额
30 亿 元 的 长 三 角 区 域 核 心 交 易
市场。

今年6月份，定远首届龙虾美食
文化旅游节圆满举办，吸引了20.78
万名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品尝
定远龙虾的美味。“定远龙虾”地理标
志商标已经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备案。

稻虾共作模式增加了贫困户种
养收入。熟练掌握技能的贫困户开
展小龙虾养殖可亩产水稻450公斤，
小龙虾 75 公斤至 150 公斤，纯利润
在3000 元左右，基本可实现当年养
虾当年脱贫。定远县稻虾绿色种养
协会、龙虾协会等设置统一收购点，
解决贫困户小龙虾销路问题。县龙
虾办对接相关金融和保险机构，帮助
养殖户解决融资难和养殖风险，并因
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提供扶贫信贷专
属服务和农业保险服务以及提供免
息或低息贷款。

做优品牌培育支柱产业

定远是全国瘦肉型猪生产基地
县，“猪产业”使得“定远猪”品牌进一
步增值。2017 年，当地引进了年存
栏量 6 万头、年产商品仔猪 60 万头
的广东温氏集团，采用“公司+基地+
贫困村+贫困户”的合作模式，龙头
企业带动壮大产业，推动脱贫攻坚。

温氏集团进入定远县第一年，即
在 42 个贫困村建设了小型养猪场，
统一提供种苗、饲料、养殖技术并负
责保底销售。有的村当年收入就在
10 万元以上。目前，定远全县建有
万头猪场 5 家、千头猪场近百家、专
业合作社 126 家。温氏养猪场将在
今年底实现原有的70个贫困村全覆
盖。县里还将围绕养猪产业引进相
关屠宰、生猪加工、运输物流等龙头
企业，项目也将向非贫困村延伸。

打造全产业链，是培育支柱产业
的必经之路。定远沿河农家素有养
鹅的传统。为做优“鹅产业”，当地引
进7家龙头企业，全力打造优质饲草
培育、种养合一、屠宰精深加工、冷链
仓储基地等，预计3年内养殖规模可
达5000万只。其中，民之源鹅业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种鹅养殖、饲料加
工、鹅苗孵化、有机肥收集、玉米种
植、饲料青贮为一体的大型农牧企
业，总投资6500万元。龙塘种鹅养
殖场则以反季节种鹅繁殖见长，现有
年存栏量 1.2 万羽。县里还正在谋
划引进鹅羽绒加工企业，进一步延伸

“鹅产业”链条。
产业兴旺赋能脱贫攻坚。截至

2018年底，定远县70个贫困村全部
脱贫。截至今年7月底，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为3.66万户10.96万人，其
中 已 脱 贫 3.38 万 户 10.18 万 人 。
2016年至2018年，定远县连续三年
在全省脱贫攻坚年度考核中获得

“好”的等次。2019 年 4 月，经省政
府批准，定远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定远县委书记万瑞健表示：“脱贫
奔小康，要找准切入点。做好基础配
套，谋划产业布局，与龙头企业合作，
定远乡村振兴发展前景会更好。”

安徽省定远县是传统

农业大县，近年来，结合当

地农业自然资源和群众种

养习惯，县里不断探索，通

过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推

动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

兴。当地目前已形成的

草、菌、虾、猪、鹅五大特色

产业，在带动农民增收、增

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成为贫困

村出列和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金山”。

浙东革命老区余姚市四明山镇
大山村76岁的独居老人姚根堂近日
特别高兴，因为国网余姚市供电公
司梁弄供电所“红船”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师傅们把他家用了二十几年
的老旧电线、灯泡全部更换掉，让
老人用上了安全电。日前，宁波市

“千户万灯”公益项目 2019 年度
810 户改造目标全部完成。宁波市
成为浙江省推广“千户万灯”公益
项目中，首个完成改造任务的城市。

“以前家里电线杂乱，烧坏的地
方就用胶布简单包一下，改造后整

洁安全多了！”姚根堂说。
“千户万灯”公益项目于2015年

9 月在慈溪市启动，以中华慈善奖
“慈善楷模”钱海军为引领，组织精
准解决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用电安全
隐患问题，3年内免费为慈溪市1500
多户残疾人、低保户完成了室内电力
线路改造。

在积累大量项目经验基础上，
钱海军团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家
关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号召，将该
项目带到了西藏仁布县、吉林延边
州、贵州安龙县等地，与当地的志

愿者一起为当地残疾人、低保户解
决室内用电隐患，共有 218 户残疾
人、低保户受益。

今年 4 月 17 日，国网宁波供电
公司、宁波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联
合发起宁波市“千户万灯”公益项目，
年度目标是将项目由起源地慈溪市
推广至全市11个县（市）、区，为810
户残疾人、贫困户进行室内照明线路
改造。项目实施主体为各县市区供
电公司“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和宁
波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带领下的
各公益组织。项目实施中，国网宁波

供电公司除了捐赠50万元直接用于
项目实施外，还号召共产党员利用工
余时间，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投
身到项目实施当中去。除此之外，宁
波市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捐
赠 30 万元、宁波昊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捐赠5万元用于该项目开展。

今年5月，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决定在全省推广“千户万灯”公益项
目，11 个地市供电公司结合各地实
际情况，联合各地慈善（志愿）组织，
全面开展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用电线
路改造。宁波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
心先后受邀深入温州、台州、舟山、丽
水等地，传授“千户万灯”公益项目改
造及管理经验，与浙江电力“红船”共
产党员服务队、杭州“阿斌”、绍兴“电
工鲁师傅”等志愿者们一起，推动该
项目在全省各地实施。截至今年 9
月 27 日，“千户万灯”公益项目累计
完成对浙江省 3000 余户受益户照
明线路改造，惠及上万余人。

宁波市发起并推广“千户万灯”公益项目

残疾人贫困户用上安全电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张娅玲 马顶铃

鹅产业成为安徽省定远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路径。 （资料图片）

河北承德县

“抱团”鼓起农民“钱袋子”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咸力东

“以前我们这些贫困户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政府
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加农户的经
营模式，让我们加入了农业产业化
经营。我家从金历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承包了3个香菇大棚，这4年，年
均收入达到8万元。”通过农业合作
化组织帮扶一举脱贫的河北承德县
刘杖子乡金厂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陈
福利告诉记者。

承德县紧紧抓住引导贫困农
民进入农业产业化流程这个牛鼻
子，最大限度地将他们纳入产业化
帮扶链条。通过产业化带动，截至
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
贫1.4万多户3.9万多人，贫困发生
率由精准识别时的 11.13%下降到
0.48%。

承德县地处燕山深山区，有着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貌，年平
均气温仅在 9℃左右，且常年干旱
少雨，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
巨大困难，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
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德县意
识到，要让群众稳定脱贫，就必须改
变过去那种资金扶贫、物质扶贫的
传统做法，而应最大限度地将贫困
群众吸纳进产业化生产经营进程，
让他们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摆
脱贫困。

为此，承德县不仅制定出台了
“1+17”政策体系及《后续巩固提升
“三防四提一兜底”工作方案》，同时
将全县的扶贫资金打捆使用，集中
全县 70%的项目资金重点扶持发
展光伏、食用菌、果品、设施菜、规模
养殖、电商等产业，这当中，他们把
重点放到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上，

力求让其做大做强来强化对贫困人
口就业增收的带动能力。通过不懈
努力，全县涌现出了15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建成31个千亩以上农业
产业园，培育出 172 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

承德县委书记齐建文表示，实
施龙头带动型产业化扶贫，就是为
了改变低小散种植户单打独斗的局
面，让他们依托优势群体，实现“抱
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两
个作用，一方面，将扶贫资金作为贫
困群众的股金参与产业经营，帮助
企业提升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引导
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吸纳贫困人口
土地资源，劳力进入产业化流程，通
过“一地生四金”模式，带动其增产
增收。这样一来，就使得企业做强
和群众致富做到了有机结合。

承德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帅宏介
绍：“截至目前，承德县依托种植养
殖基地，通过专业合作社‘一地生四
金’的模式，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稳定就业率达到95%以上。”其中
以雾灵山、北大山、大黑山、南甲山
等食用菌企业为龙头，采取“企业+
金融+园区+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
的食用菌产业集群，栽培总量达到
3 亿棒，年产量达 30 万吨，总收益
在 20 亿元左右，带动贫困户 4001
户1万多人，年人均增收在8000元
以上。

此外，以中红、三融等企业为龙
头，通过建设园区化、规模化、自动
化养殖基地，使得肉鸡总饲养能力
稳 定 在 7000 万 只 ，带 动 贫 困 户
4923 户 1.3 万多人进入“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生产模式，使他
们年均增收达到万元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食用菌园区采收杏鲍菇。咸力东摄（中经视觉）

“以前，村里的老乡住的是破落
泥砖房，喝的是稀粥，日子过得紧巴
巴。”广西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十丈
村第一书记陈桂春说：“眼下，小桥、
流水、人家，古巷、茶馆、戏台，构成
了美不胜收的南方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得益于精准扶贫，过去
的贫困村十丈村已经成为脱贫攻坚
的示范村、乡村旅游的特色村、乡村
振兴的样板村。漫步在十丈村的砖
石小巷中，黄墙红瓦的房屋错落有
致，一种农家生活的温馨让人流连
忘返。“户户门前有绿荫，处处庭院
飘花香，十丈村将会越来越美。”陈
桂春说。

提到十丈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玉林市机关工委副书记叶翔回忆
说，当初他到十丈村担任第一书记
时，看到村办公室条件简陋、小学破
旧、道路泥泞。“我们争取了澳门铁
锤工会的大力帮扶，先后获捐款30
万元、260套新桌椅、5台电脑；通过
项目申报，争取到了自治区教育厅

‘校安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70 万元
用于建设教学楼。随着一项项精准

扶贫项目落地，争取资金17万元建
成村‘同心文体广场’，争取资金21
万元建成村级幼儿园，争取资金
78.1 万元硬化了 7 条村巷道路，并
在村主干道种植了桂树等树木300
多株，让十丈村面貌焕然一新。”

特别是在2018年以后，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福绵区委、区政府
邀请国内著名设计团队鲍国志工作
室通过整体设计，对十丈村进行旧
村改造，使原来的旧民居得到生态
修复、改造和提升。“乡村旅游增加
了乡亲们的收入，那感觉，就像掉进
了蜜罐里。”贫困户梁草枝说。

十丈村的乡贤陈勇积极响应家
乡号召，回到家乡投资300多万元
建设“丰收大食堂”，如今，梁草枝就
在“丰收大食堂”上班，下班的时候，
梁草枝喜欢在村里溜达，看看村里
的美景，看看络绎不绝的游人。“村
里到处都美，心里能不美吗？”他说。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都有
2500 元，下一步，还想让家里人在
村里开一个特色小铺。”梁草枝说。

文/伍泽天

广西玉林

贫困村变身“最美乡村”

温氏集团的定远农业产业化一体化项目全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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