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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全社会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野味”不能再

吃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前已经将“野味”养殖作为特色产业来

发展的贫困养殖户们咋办？广东河源市的实践表明，尽早转产及时止

损，综合利用财政补贴、低息贷款、捐赠资金、定点帮扶等手段，是帮助

贫困特色养殖户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广东河源对竹鼠等采取放生放养、科研、捐赠动物园等方式处理

“野味”养殖需尽早转型转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湖北长阳县：

今年采春茶“特事特办”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杜 强

福建长汀县：

打通农特产品
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陈天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摈弃滥食野
味的陋习已成为共识，相关立法也已落
地。但已经从事相关特色养殖项目的贫困
户们应该如何“止损”，成为舆论关注的
焦点。

连日来，在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群
星村，深圳市文联派驻群星村精准扶贫工作
队队长梁超一次次深入贫困户的养蛇场，和
驻村工作队及村委干部们一起耐心地与贫困
户沟通，指导他们及时转产。目前，该村涉及
46户贫困户、产值45万元的蛇养殖项目已
全部停止，将转为养鸡和养猪。

河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明珠”，有
着特色养殖的传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家明令禁止买卖野生（含饲养）动物，使当
地一些从事特色养殖的贫困户收入受到影
响。调查显示，该市特色养殖主要集中在竹
鼠、豪猪、蛇、果子狸、牛蛙、梅花鹿6类，涉及
四县一区、15家企业、229户贫困户，产值
682.5万元。

特色养殖行不通了，如何帮助受影响的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经济日报记者从河源市
扶贫工作局了解到，河源扶贫系统针对贫困
地区、贫困户的特色种养项目，制定了“五个
加快”措施：加快摸清实情、加快制定政策、加
快止损处理、加快资金筹集、加快转型转产。
扶贫干部们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指导贫困
户转型转产。目前，相关项目已全部停止养
殖并制定了止损、转产、投产计划，有望3月
底前全面整改到位，确保疫情不影响全面脱
贫攻坚目标。

据介绍，为摸清受影响贫困户实情，河源
市全体扶贫干部全部到岗，进村入户摸查涉
贫企业、贫困户的特色养殖项目，建立工作台
账并列出清单。该市扶贫局领导带队深入
20多个村、150多户贫困户调查，形成了深
入细致的调研报告。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河源在广东省
率先出台《全力减小疫情影响确保贫困户如
期实现脱贫的实施方案》，重点解决特色种养
转型转产中的难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操
作实施细则，加强科学指导，培育特色养殖转
型试点，以点带面推进转型。

具体而言，河源市对现有存栏特色养殖
动物的涉贫企业、贫困户，采用财政资金购买
的方式适当予以补偿，统一收购，以“三个一
批”的方式妥善解决：与科研院校联系，用于
科学研究一批；用于改善当地的生物链结构，
统一放生放养一批；与广东省、市动物园联
系，用于游客观光、无偿赠送一批。

如何尽快筹集特色种养户转产所需资
金？据初步估算，加快贫困户、涉贫企业复工
复产至少需要投入1亿元。对此，河源将通
过4个渠道解决到位：一是从广东省统筹的
涉农资金中由市县财政安排4500万元；二是
鼓励涉农银行降低贷款利率、适当延长贷款

时间，支持2000万元；三是今年“6·30扶贫
济困日”捐赠资金、深圳市对口扶持解决
1000万元；四是有定点帮扶任务的单位自筹
2500 万元。目前，已筹集各类资金 5500
万元。

为加快转型转产，河源市还按照“地方实
际、相似转型”的原则，结合疫情后保健养生
中草药需求量大的特点，制定了特色养殖转
型转产工作指南，指导贫困户、涉贫企业有序
转产种植艾草、甜叶菊、金银花等。

在企业、贫困户们的主动配合下，目前，
河源特色养殖项目转型转产工作正顺利进
行。记者在河源市扶贫局提供的一份《河源
市特色养殖扶贫项目统计表》中看到，涉及9
个村镇38户贫困户的4339只竹鼠养殖项
目，计划转产为养鸡、种植秀珍菇等项目；涉
及7个村镇90户贫困户的1249头豪猪养殖
项目，计划转产为养鱼、酿酒、养殖家禽项目。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帮助受影响的贫困
户转型转产，预计今年6月份，河源将如期实
现全部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并完善退出手
续。”河源市扶贫工作局局长钟志坚说。

多种形式帮扶相关贫困户——

限养禁养对脱贫影响不大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随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通知，全面整
顿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从业机
构，清理许可证件及文书，取缔一切以食
用为目的的经营利用陆生野生动物活动。

在业内人士老佘眼里，该新规对整个
陆生野生动物养殖行业冲击很大，养殖户
的日子不好过了。不过，山东大学动物保
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目前不少所谓的人工养殖，其实是依靠野
外取种，这无疑直接导致对野生动物及生
态的破坏，禁食野生动物很有必要。

那么，什么样的动物可以食用呢？因
此，全社会都在期待黑白名单。

目前，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等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磋商畜禽遗传资源目
录。一些地方也抓紧推出食用动物黑白名
单。比如，深圳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全面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明确规定：可以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
包括猪、牛、羊、驴、兔、鸡、鸭、鹅、鸽，以及
深圳市政府决定可以食用的其他家禽家
畜；依照法律、法规未禁止食用水生动物。

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制定可食用动
物“白名单”而不制定“黑名单”，是因为我
国仅保护类野生动物就有2000余种，如
果制定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目录，那么这
份“黑名单”会非常冗长。实际上，上述深
圳市起草的条例草案中9种可食用的陆
生动物和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已涵盖
了市场上的主要动物品种，也符合百姓的
饮食习惯。

民间组织天地自然保护团队建议，在
监管方面，除加强森林公安队伍的执法能
力外，建议成立一支专司野生动植物市场
监管的工商执法队伍，不仅监管市场，还
要监管饭店、酒楼。同时，应鼓励成立各
种形式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允许合法
成立的社会组织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

食野生动物行为开展公益诉讼。
取缔一切以食用为目的的经营利用陆

生野生动物活动，是否会对脱贫攻坚造成
较大影响？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
示，农村确实将野生动物养殖销售作为特
色产业发展，但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有关
部门正在制定详细的目录，明确哪些动物
不能养、哪些可以养。但不管什么情况，扶
贫部门对上述特色产业一定要该关的关、
该停的停、该转的转。给贫困村、贫困户造
成损失的，将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帮助。”刘永
富指出，总的来讲，限养禁养野生动物不会
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影响，特别是不会对
完成整体脱贫任务产生大的影响。

“脱贫攻坚与野生动物保护并不冲
突。”郭鹏表示，非洲、亚洲许多贫困国家
的产品取得了国际性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颁发的证书与标识，从而成功进入欧美市
场并广受欢迎。有鉴于此，我国偏远贫困
地区也可以开发野生动物友好型产品作
为脱贫产业。

近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
镇湾镇金福村茶园里，一行行修剪整齐
的茶树吐露嫩芽，村民们手指翻飞采摘
春茶。

今年采摘季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人人
都要戴口罩，彼此间隔2米开外，不能扎堆
聚集。

“我的茶园在清江边，今年的长势好
得很。”村民尤开华说，最近春茶价格不
错，村民早就盼着开园了。在长阳廪君茶
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作森几天前就在
忙碌。“每年鲜叶采摘前，都要先去茶园对
鲜叶取样，检测达标后，才能收来加工。”
李作森说，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取样
的同时还得挨家挨户给社员们说明特殊
时期的“规矩”，比如以家庭为单位摘茶，
戴好口罩下田，不请工、不串户、不聚集。
为加强防控，茶厂备足了口罩等防疫物
资，厂内厂外的防疫消毒严格按规范做到

不留死角。
在廪君茶厂收购点，村民们提着刚采摘

的鲜叶，陆续前来交货。茶厂门前空旷的操
场上，每隔1.5米摆一个凳子，让村民有序
排队。“每次只有一个人进厂，称重交易结束
后另一个人才能进去。”尤开华说，茶厂各方
面想得都很周全，村民的自我防护意识也
很强。

为减少人员聚集，廪君茶叶专业合作社
增加了3个收购点，分5处收购村民的鲜
叶。1000平方米的厂房内，6名工人在各
自的生产线上忙碌。

同样位于都镇湾镇的罗师傅茶厂也开
秤收茶了。与往年的定点收购不同，今年他
们开着三轮车，到田间地头流动收购。“往年
茶叶销售主要是网单，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快
递停运，茶叶发不出去。”茶厂负责人陈亚
芹说。

据了解，长阳县茶叶基地面积达15.5

万亩，其中可采茶园11.5万亩。3月 5日
开园采摘的有4家茶叶合作社，共收购鲜
叶 2000 多公斤。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
响，该县“特事特办”打通茶叶收购、销售
的“绿色运输线”；协调金融机构“复工贷”

为茶企缓解收购资金压力；鼓励茶叶企业
按计划开园，不减量、不降价收购；“线上
线下”两手抓销售，鼓励全县消费本地茶，
推动茶叶扶贫进社区，多措并举确保茶农
抗“疫”不减收。

近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11家行政企事业单位在消费扶
贫产品展销中心举行消费扶贫对接集中签约仪式，通过产销对
接，委托采购贫困户农产品，帮助贫困户解决产品销路问题，做
到精准消费扶贫，带动贫困户增收。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是长汀县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的举措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长汀县从多方面发
力，确保贫困户稳步增收。通过开办扶贫车间、实施激励性扶贫
项目、提供公益性岗位等举措，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在长汀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火车南站幸福小
区，恒晖鞋业加工扶贫车间开业挂牌，来自羊牯、濯田、四都3个
乡镇的10位贫困户不仅搬进了幸福小区新房，而且实现了就近
就业。繁忙的车间里，羊牯乡贫困户周富荣认真地向技术员学
技术，她表示要努力学习技术，早日成为熟练工，那时月收入就
有4000元到5000元了。

疫情期间，长汀县部分特色养殖业受到较大影响。长汀县
农业农村局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激励性扶贫项目，发展中草
药等种植业。在河田镇根溪村，如意金橘农民专业合作社向中
坊、根溪2个村的27户贫困户发放金橘果苗6800株，共种植金
橘68亩。贫困户黄洪算了一笔账，今年种植金橘，第3年试产，
盛产时亩纯收入近万元。

在边远的羊牯乡，当地政府引进了仁地天成福建生物技术
公司中药材黄精的激励性扶贫项目，共有35户贫困户参与。贫
困户曹观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准备发展养蜂20箱，再种植
黄精1.5亩，两项有望增收2万余元。

为了打通贫困户农特产品的生产、运输、包装、销售等产业
链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展示销售，长汀县不仅成立了消费扶贫
展销中心，有效解决农特产品产销对接，还通过互联网发展电商
销售，解决扶贫产品滞销问题。受疫情影响，长汀鸡斗士种养农
民合作社养殖的河田鸡出现滞销，驻村第一书记熊晓珍通过在
朋友群、同学群大力推介，多单位奔走营销，短短一个星期就帮
农户卖出了滞销的3000多只小母鸡；在农业农村局办公室群，
大家在线上帮助贫困户销售了5000多只鸡鸭、2600多只兔子、
1500多只鸽子、2000多斤海鲜菇，还有草莓、小西红柿、鸡鸭
蛋、蔬菜等。

不仅如此，长汀县还为贫困户提供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
优先解决贫困户务工人员就近落实护林员、河道专管员、村级保
洁员、公路养护员、保安等公益性岗位135个，每人每月固定收
入1500元以上。

图为湖北省长阳都镇湾镇金福村的3000余亩茶园正式开园。 付蓓蓓摄

图为河源市图为河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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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竹鼠养竹鼠。。随着随着河河
源市全部完成特源市全部完成特
色养殖转产色养殖转产，，竹竹
鼠 养 殖 已 不 存鼠 养 殖 已 不 存
在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我跟组长随口一说，县里就组织了培训。‘十户联防’办实
事儿！”近日，河南安阳滑县大寨乡蒲林村村民张九占高兴地说。

48岁的张九占2016年因病致贫，去年他投资3万多元买了
300多只鹅苗，但由于缺乏经验，他的养殖事业今年初陷入困
境。得知情况后，蒲林村第一联防小组组长卢利娜当即找他了
解情况，乡里也就蒲林村贫困人口就业情况展开调查。大寨乡
政府主动与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中心对接，希
望通过网课为张九占等100余人进行技能培训。

对张九占的帮扶，离不开“十户联防”制度。据介绍，该制度
始于抗“疫”时期。为保证群众健康，大寨乡率先建立起“村民—
组长—村干部—乡镇干部”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以10户为单位，
将住房相邻的村民编成联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名，组长负责政
策宣传、人员管理、物资互助等工作。

如今，大寨乡延长链条，将该机制推广应用到脱贫攻坚工作
中去。他们以贫困户为圆心，组、村、乡为半径，充分了解贫困群
众的需求。在该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动员大会的号角吹响之
后，各小组组长摇身一变，由原来的抗“疫”宣传员变为现在的扶
贫服务员，他们走家串户，专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

大寨乡党委书记郑文战介绍：“‘十户联防’将扶贫的阵地扎
在最前线，组长及时收集、上报贫困户的需求信息，引导他们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

一户有困难，九户来帮忙。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提
高工作效率，实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的目标。

目前，大寨乡共有44个行政村，11807户常住人口。推行
“十户联防”之后，这里共设1065名组长，处理各类事务6800
件。在大寨乡的带动下，滑县23个乡镇（街道）、1009个行政村
纷纷推行效仿，将“十户联防”应用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
结构调整等领域中来。

河南省安阳市委常委、滑县委书记董良鸿认为，探索建立党
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主体作用，能够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
性互动。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基层社会共治的“同心圆”将越
绘越大。

河南滑县：

“十户联防”解民忧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尚明达

图为河南滑县大寨乡蒲林村联防小组组长卢利娜（右）与村
民张九占（左）商谈创业培训事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