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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日前，记者来到贵州黔东南州天柱县
高酿镇丰葆村的天裕竹制品厂，厂里机器
轰鸣，车辆进出，非常繁忙。

厂长潘柏柳正忙着与工人一起锯竹
竿、破竹筒、截竹棍、筷子抛光，潘柏柳的
爱人陈玉明则忙着指挥货车司机倒车，把
车上的楠竹倾倒在铺满碎石的场坪上。

天裕竹制品厂是高酿镇居委会返乡
创业青年潘柏柳、陈玉明夫妇今年年初投
资160万元建立的扶贫工厂。“安装好炭
化炉，把竹子拉来放好，够工人忙几个月
的。”潘柏柳说，县里的扶贫政策好，营商
环境也好，建厂顺利，伐竹无阻，她打心眼
里感谢。

“厂里每天可生产30万双筷子，主要
销往新疆、北京、广东等地，供不应求！”潘
柏柳在一旁说，以前当柴烧的楠竹现在成
了能变钱的宝贝。从今年年初建厂到目
前已经花费100多万元购买楠竹10万多
根，使坌处镇地柳村、高酿镇坐寨村、白市
镇岩坳村等30多个村的200多户村民受
益，人均增收5000多元。

厂房内，30多名工人井然有序地工
作，曾经烂在深山的楠竹被这些工人加工
成了商品。“以前无人问津的楠竹在我的
厂里变成了一次性筷子、烧烤签。”陈玉明
微笑着说，扶贫工厂准备扩大生产，加工
生物颗粒、纤维竹炭，将有更多的村民因
此受益。陈玉明对未来充满憧憬。

引商入“柱”，楠竹变成“就业竹”。在
白市镇坪内村楠竹深加工厂，割板、喷漆、
抹灰……60多名工人争分夺秒，忙着生
产课桌和凳子。这里是天柱县三旭竹木
工艺品有限公司。公司有成品家具、竹地
板、楠竹工艺品生产线各一条，年产成品
家具10万套、竹地板30万立方米、竹工
艺品20万件。每条生产线年产值5000
万元。“现在厂里正在赶工，急着生产
1500套课桌。”三旭竹木工艺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薛方川兴奋地说，课桌很快可以
交货。

“2019年，我们在白市镇坪内村设总
厂，在坌处镇大山村、江东镇大塘村、地湖
乡岩古村各建一座分厂。分厂负责楠竹

半成品加工，总厂负责成品加工。”三旭竹
木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启忠表示，很
高兴能来天柱办厂，天柱县三旭竹木工艺
品有限公司每座分厂日加工楠竹半成品
10万片。目前，4个厂在处于调试生产阶
段就已解决就业100多人，发放工资80
多万元。厂里正常运营后，需要更多工
人，就业人数将达450人。其中生产工人
400人，管理人员50人。人均工资每月
3000元以上，技术工每月最高工资达1.2
万元。

天柱县林业产业发展办公室负责人

袁昌选表示，县里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支持公司与村委会、竹农签订
楠竹林低改、订单收购竹子协议。在吸收
贫困群众在楠竹加工厂做工的同时，让更
多的群众通过种植、砍伐楠竹的途径实现
稳定增收。

天柱县楠竹资源丰富，全县有楠竹
3.6万多亩。近年来，天柱县充分利用丰
富的楠竹资源，鼓励在外打工的青年返乡
办竹制品厂，吸引省外有实力的客商来天
柱投资建厂，让5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3500多名村民因此增收。

每年初夏时节，10万亩索玛花便会
成为四川凉山州金阳县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第五届索玛花文化旅游节今年在这
里举行，吸引游客近万人。

热柯觉乡丙乙底新村位于索玛花海
腹地，依托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在
2018年实现脱贫，2019年旅游综合收
入更是达到280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
6700元。热柯觉乡党委书记杨克哈向
记者介绍，114户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
展中，通过务工、入股旅游公司等形式
实现脱贫，过上了好生活。“脱贫以
前，贫困户没有一户有小汽车，现在已
经有11户买了小汽车，日子过得越来
越幸福！”

昔日的丙乙底新村是金阳贫困旧貌
的一个缩影，这里地无三尺平，出门就
是坡，是四川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份
之一。现在的丙乙底新村不仅实现了脱
贫，更是快步奔向小康。再看金阳，该
县已经实现38个贫困村退出、减贫0.5
万户2.8万人的目标，如期完成整县脱
贫任务。

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就像盛放的索玛
花，代表着幸福，象征着希望。

从交通闭塞到内联外畅

到金阳采访，交通条件的改善让人
印象深刻。截至2019年底，金阳县公路
总里程达1564.7公里，已完成所有乡镇
通油路、建制村通硬化路两个目标。
2016年以来，金阳县在交通扶贫工程领
域累计投资13亿元。

在金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青
花椒第一县是金阳，中国青花椒第一村
是油房。油房即油房村，位于芦稿镇，
而芦稿镇最出名的不是青花椒，而是一
条“最美天路”。

“通往芦稿镇油房村、大湾子村的通
村公路全长13公里，垂直高差约800
米，连续形成28个回头弯，就像一条白
丝带缠绕山间。”芦稿镇党委副书记张璐

说，这条路解决了两个村600余户、近
3000名群众的出行难题，是金阳县交通
扶贫的典型代表。

“路通以后，农户的青花椒、蜂蜜可
以送到镇上去卖，如果单靠人背马驮，
从村里走到镇上单程要花2个多小时，
现在20多分钟就到了。”张璐说，这条
路打通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大家发展青花椒产业的劲头更足。

过去金阳许多边远山村不通公路，
绵延的大山阻隔了群众出行。现在正在
修建的宜攀高速、西昭高速将途经该
县，预计总投资3.4亿元的金阳河特大
桥正在建设当中。

来到马依足乡特普洛村要途经金阳
河特大桥。今年6月末，这座大桥高达
196米的6号主墩顺利封顶。

“我们全村人都盼着大桥早日架起
来，这样我们到县城可以再节约一半时
间。”特普洛村村民尔古小红口中的

“再”是对村里交通变化的一个总结：
2015年公路通到家门口，骑摩托车到县
城从 3 个多小时缩短到近 1 个小时，
2021年底金阳河特大桥通车后，车程将
被缩短至20多分钟。

“我家种了5亩青花椒，每年挣5万
多元。路通了，从德阳来的四川家和原
味香料有限公司和村里签订了收购协
议，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卖花椒，特别
方便。”尔古小红说。

目前，特普洛村已经打造了2000亩
青花椒种植基地并成立了金阳县新东方
农民专业合作社，涵盖的105户村民中
有93户是贫困户，合作社年均销售花椒
4.3万余斤，93户贫困户年均实现增收
180余万元。

从产业匮乏到百业竞兴

过去，金阳许多贫困山区的群众基
本靠天吃饭，产业基础十分薄弱。近年
来，当地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行

“一村一品”，扩大种养规模、提升产品

品质，不断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提
档升级，助推群众持续增收。

说起村里的中药材滇重楼，丝窝
乡尼波洛村驻村第一书记邬磊像爱护
孩子一样爱护着 23 亩滇重楼种植基
地，因为这 23 亩地将成为村里的致
富宝。

钻进大棚里，邬磊先是用手扒开泥
土上方的松针和羊粪，然后又挖了几厘
米，直到滇重楼露出根茎。“别看这根茎
也就拳头般大小，最值钱的就是它。去
年我们试种了一分半地，卖了 6万多
元。”邬磊说，现在已经有公司和村里签
订了收购协议，预计到2022年，每亩能
收入20多万元。“现在村民通过务工、
流转土地户均年增收600元左右，2022
年滇重楼大规模上市后，预计能为全村
19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户均收入
1万元。”

记者来到依达乡瓦伍村现代农牧产
业示范园区，正好赶上村民马海赤日放
羊。羊圈门一开，48只山羊争先恐后地
跑出来，马海赤日又是吆喝又是追赶，
场面十分热闹。

“今年2月，我卖了8只羊，挣了2
万多元，等于我以前在外打工一年的工
资。”马海赤日说，自己“守”着羊群，
不再背井离乡，既能顾家还能挣钱，这
就是让他感到满足的好日子。

瓦伍村于2018年底实现了整村脱
贫，靠的就是发展畜牧业。依托2万余
亩高海拔天然草场，村里修建了40多个
牛棚和50多个羊棚，又人工种植了燕麦
草、黑麦草及皇竹草共计5800余亩，引
进西门塔尔牛 183 头，养殖本地黄牛
639头、羊1736只，有效提高了农户收
入，巩固了农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一村一品”为金阳农业产业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除了滇重楼种植、畜牧
业养殖以外，作为当地的传统优势产
业，青花椒与魔芋产业发展也成效显
著。当地34个乡镇中青花椒产业覆盖
28个乡镇，青花椒“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专业村达134个。截至目前，先后有
40多个贫困村选择发展魔芋产业。

除陈规陋习树文明新风

在金阳不少彝族聚居村寨，曾因
地理环境闭塞、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多年来盛行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陈
规陋习。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深入
推进，一套套安全住房建了起来，人
们住进了新房子，每个村都制定了村
规民约，移风易俗渐渐改变着每个村
的村民。

马依足乡迷科村村民吉鲁努古的父
亲是村里一位老党员。2018年2月，父
亲去世时，村民们聚到吉鲁努古家，准
备搞一场厚葬。“村干部到他家里守了一
夜，坚决不准杀牛，不能放烟花，不能
大操大办。”马依足乡党委副书记郑伟
说，最终吉鲁努古为父亲简单操办了
后事。

随后，迷科村以此为契机引导贫困
群众知恩图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2018年底，迷科村为吉鲁努古提供
10万元无息贷款购买挖土机。“2019年
我承包村里的工程，挣了近10万元，今
年还买了一辆小汽车。摒除陈规陋习，
树立文明新风，我们村现在人人都能做
到。”吉鲁努古说。

在金阳县，百姓办红白喜事，都自
觉遵照“丧事宰牛不超过5头、婚丧酒
席不超过30桌、婚嫁彩礼不超过6万
元”等规定，摒弃相互攀比、铺张浪费
的习俗。通过持续深化“十个好家庭”
创建、组村乡县“四级评比”等工作，
群众比学赶超，树新风助脱贫氛围日益
浓厚。

脱贫攻坚以来，金阳县将交通作为
先导性工程，将培育好产业作为主要抓
手，开展住上好房子、形成好风气工
作，不仅保证了脱贫攻坚如期达标，更
为致富奔小康注入了新的动力。

□□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钟华林 刘刘 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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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天柱：

楠竹变成楠竹变成““就业竹就业竹””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陈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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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
续稳定。要深刻理解其“重”、精准破解其

“难”，就必须统筹兼顾贫困群众的近期增收
和长期效益，为贫困地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强劲的“造血”能力。

一是要立足当前。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
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要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这场
攻坚战，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困人口的“眼前
之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周期短、
见效快、效益高的“短平快”产业项目，做
到立竿见影、吹糠见米、快速增收，激发贫
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树立脱贫信心。

二是要着眼长远。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接续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确保脱贫高
质量、不返贫、可持续，这就必须把扶贫与
发展融为一体来抓。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
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
制，在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同时，发展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要注重特色。脱贫攻坚重在精准，
更好地推动产业扶贫落地生根，关键是要精
准对接群众、精准对接市场。这就需要紧扣

“优势”做文章，按照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
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构建“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

河池是广西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之一，全市上下始终笃定前行，凝聚起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磅礴力量。

针对河池深度极度贫困地区农业效益
低、贫困人口收入低的“两低”问题，河池大力推进扶贫产业发展，把
产业发展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我们按照“因地制宜，发挥特
色；长短结合，种养兼顾；党建引领，龙头带动；群众增收，集体壮
大”的发展思路，精心谋划、大力实施“十大百万”产业工程，形成了

“长中短”效益相结合的扶贫产业发展新格局。
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压实产业扶贫责任。出台《河池市推进“十大

百万”扶贫产业提质增效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
保障。2016年以来，全市共投入财政资金50多亿元发展扶贫产业，选
派8529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开展工作。

坚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扶贫产业。筹措 80 亿元大力实施
“十大百万”产业工程。全市桑蚕生产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国第一，肉
牛肉羊饲养量及出栏量居广西第一，油茶新增面积居广西第一，都安

“贷牛还牛、贷羊还羊”全产业链扶贫模式在广西乃至全国推广。预计
到今年年底，“十大百万”产业工程将累计带动农民年人均增收5000元
以上。

强化党建引领，以龙头带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书记领谈”
工程，探索“村党支部+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
式，带动贫困群众致富增收。目前，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6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覆盖813个贫困村，带动全市35%的贫困户发展
产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整合投入发展资金累计12.64亿元，确
保到今年年底，全市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

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农产品变成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元
宝”。强化特色农产品品质认证，引导优势农产品融入粤港澳大市场。
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鼓励和倡导全社会积极
参与扶贫农产品消费。目前，全市共有335家企业成为扶贫产品供应
商，扶贫产品销售额达16亿元。发挥主体作用，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
力。大力培育联贫带贫主体，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7360 家，引导
8.77万户贫困户入社。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直接带动26万群众年人均
增收2200元以上。强化教育扶贫，全面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健全正向
激励政策，激励党员干部下沉脱贫攻坚一线实现新作为。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邮储
银行福建省分行积极履行责任担
当，充分发挥网络、资金和专业优
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金融力
量。截至今年9月底，邮储银行福
建省分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1.12亿元。其中，个人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约6.9亿元；单位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约4.22亿元。

美丽的九鲤溪依村流过，溪流
两岸是万亩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独
特。坐落在太姥山脚下的福鼎市
磻溪镇赤溪村就是这样一个山水
如画的宝地，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
经是个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
深度贫困村。

“90后”青年杜赢是赤溪村为
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的他放
弃了城里令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家
乡创业，与家人一同开起了制茶
厂。建厂前两年，杜赢因为扩大茶
叶收购遭遇资金周转困难，邮储银
行宁德分行为他提供了5万元大
学生创业贷款，让他的白茶事业蒸
蒸日上。现在，杜赢拥有直营店2
家，同时开辟了电商业务渠道，一
步一个脚印地将产值从20多万元
增加到400多万元。

今年，杜赢又收到了邮储银行
向他发放的一笔30万元的农业大
户贷款，扩大茶厂规模。踌躇满志
的杜赢要将赤溪村白茶推向福建
乃至全国，让一片片茶叶成为赤溪
村脱贫致富的“金叶”。

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是
金融机构的不竭动力。邮储银行

福建省分行通过调整信贷方式与
政策，积极创新业务模式，细化利
率优惠政策，出台数项便民惠农举
措……只为源源不断的金融“活
水”可顺畅地流向田间地头。邮储
银行福建省分行以贫困地区特色
农业产业为抓手，在全省因地制宜
开展产业扶贫，让致富奔小康的希
望之花在八闽大地绽放。以漳州
市为例，云霄县下河乡，300亩的
杨桃园直接带动 280 户农户脱
贫；华安县宝山村，百香果种植面
积已超过 2000亩，吸收 78户贫
困户入股，每年每户分红有2000
多元……

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立足产
融结合、聚焦贫困地区资源，发挥

“金融+科技”优势，研发各类线上
平台，将消费扶贫与直播带货融
合，并持续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
建立工作机制，主动对接服务，多
消费重点县农特产品；通过了解掌
握消费扶贫工作动态，及时协调解
决问题，积极推动开展消费扶贫；
通过举办“邮爱优惠购”“全闽乐
购”等活动，将贫困地区优质特色
产品带到线下，积极引荐农户参与
辖内产销对接会，让更多人实实在
在地感受到互联网消费扶贫带来
的好处。

在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的金
融助力下，贫困户们立足当地资
源特色，积极打造畜牧养殖、林果
加工、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走出
了一条“绿色+金融”的生态脱贫
之路。

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

助力“绿色+金融”生态脱贫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天柱县白市镇竹制品厂生产的竹制茶台。 金可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