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邓保群

今年 51岁的彭夏英，是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一个
贫困家庭的普通妇女。早年，她丈夫在外务工时足部摔残，无法
胜任重体力活，彭夏英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由于全家主要依
靠彭夏英一人务农，收入微薄，因此一家老小几十年一直住在不
足60平方米的破旧土坯房里。

2015 年，彭夏英家被确定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 2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视察精准扶贫工作，走进
彭夏英家，亲切询问她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并鼓励她和家人要树
立信心，脱贫致富。在各级政府帮扶下，她不等不靠，带领家人
积极寻找出路，自己脱贫致富后还带动周围贫困群众一起奔小
康，成为绽放在脱贫致富奔小康征程中的一朵“红杜鹃”。

总书记视察神山村后，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神山村迎
来了旅游发展新契机。彭夏英召集家人商量，拿出建房的积蓄，
开办了全村第一家能同时容纳60人用餐的农家乐。

一家人齐心协力，不断改善菜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农家
乐生意红红火火，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经营农家乐之余，彭夏
英和丈夫还开起了神山特产小卖部，除向游客出售自家制作的
果脯、茶叶、笋干、腊肉外，两口子还重新拾起放下了多年的竹篮
编织和竹筷制作手艺，出售竹制品，还从山上挖些野生兰花、映
山红等做成盆景出售，每月能增收不少。

彭夏英小学没有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但品德好，有大局
观。2016年，市里推进“消灭撂荒土地，发展致富产业；消灭危旧
土坯房，建设美丽乡村”“两消”专项行动，在其他群众在等在看
时，作为井冈山市人大代表的彭夏英积极响应政策，带头拆除自
家土坯杂房和牛栏厕所。在她的影响下，神山村加快了环境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度。
为发展致富产业，村里成立了黄桃、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吸纳全村贫困户入股，享受长期收益。但农村种植和养殖问
题一直是一对矛盾体，2016年6月，村里号召大家禁养牛、羊，彭
夏英丈夫却养了30多只羊、3头牛，属于村里的养殖大户。当工
作组同志劝她丈夫支持种植合作社发展卖掉牛羊时，她丈夫怎
么也不理解，还想着能等到冬天卖出好价钱建新房。养殖大户
不支持，其他村民也在观望。

彭夏英做出了最后决断，她说：“我也舍不得这样卖了，但合
作社毕竟牵涉大伙儿共同的钱。亏就亏点，不要因为我们不同
意而影响了全村合作社的发展，那样大家都脱不了贫。算了吧，
就当今年没工资。”经过彭夏英的劝说，丈夫第一次做了亏本买
卖，带头推进了黄桃、茶叶产业的发展。

过去的神山村交通闭塞，基础条件差，群众“等、靠、要”思想
很严重。但彭夏英说：“我不想当贫困户，贫困户的小孩找对象
都很困难。”这是她经常同邻居们讲的内心感受。

彭夏英很善良，在村里评审低保时，主动将丈夫享受的低保指
标让给更需要的村民。她总是说：“总书记到了我家，很多游客也
慕名来我家吃农家餐，我富裕了，这些就让给更困难的邻居。”

彭夏英致富不忘群众，她说：“光自己富不算富，要带动和帮
助其他贫困户共同致富。”她利用自己的客源优势，与红色培训
机构对接，争取更多的游客前来神山休闲旅游和参加红色培
训。为提高村里的接待能力，使更多的群众能在旅游市场中获
取收益，她又主动提出成立神山旅游管理协会，并挨家挨户上门
宣传，动员大家加入旅游协会。通过她的努力，全村共有16户开
办了农家乐，从业人员5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近1/4。来神山体
验农家乐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大伙儿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村民彭夏英：

致富路上绽放的“红杜鹃”

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了一批自强不息、顽强拼搏、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自我发展典型。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100个产业脱
贫典型》，一个个产业扶贫故事娓娓道来，一幕幕攻坚克难场景徐徐展现，一张张幸福笑脸灿烂绽放，汇聚成全社会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动
画卷。今天是第七个全国扶贫日，本报记者对其中的几个产业脱贫典型采访后予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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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姚媛

路通了、有赚钱的产业了、家家盖上敞亮的新屋了……说起
村里近年来的变化，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的村民们笑
得合不拢嘴。“我去年种了20多亩烟叶，毛收入13万元，净挣7万
多元。今年种了 50多亩，收入又增加了不少。”村民车奎尤开心
地说道。

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项家河村充分发挥山场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探索形成了“支部引领、党员大户带头、
合作社带动、融合发展”的产业扶贫模式，初步实现了“村有产
业、户有项目、人有事做”的目标。2019年，项家河村已脱贫 245
户、671人，实现了整村脱贫摘帽。

项家河村由多个小村合并而成，合并之初，农户主要种植粮
油作物，收入低、增收慢，村集体经济薄弱，党组织软弱涣散，贫
困发生率较高。门古寺镇党委和政府从建设支部班子入手，配
强了以方必春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村“两委”。新组建的村“两委”
立足该村辽阔山场和优良的生态资源，科学谋划了“烟、畜、菌、
果”四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持续建设发展，截至2019年，全村已
种植烟叶2152亩，养殖山羊5000只，秦巴黄牛1000多头，白羽乌
鸡、芦花鸡等10万只，生猪3100多头，发展以核桃为主的经果林
3000多亩。

建设发展新的产业，农户思想上有包袱，行动上不积极。为
此村书记方必春带头将自家5亩多水田旱地全部种上烟叶，同时
动员 3 名村干部和党员种植烟叶 350 亩，当年烟叶收购时，亩均
2300元的纯收入让村民们“眼红”了，第二年就有20多户村民跟
着种。目前，全村46名党员中，19名党员都是产业发展示范户，
培育产业大户57户。

项家河村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将专业合作社作为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的突破口，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产业大户和致富
带头人牵头兴办合作社，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先
后成立了春旭烟叶、春红畜禽、欣顺禽畜、春润山羊、秦巴黄
牛养殖和椴木花菇等 6 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探索出了畜禽
养殖“四包”，即包技术、包种苗、包管理、包销售服务；烟叶种
植“六统一”，即统一协调土地流转、统一提供种苗、统一物资
供应、统一技术培训、统一专业化服务、统一标准收购；食用
菌种植“园区+”，即“园区+合作社”“园区+金融服务站”“园
区+互助社”“园区+保险服务站”的利益联结机制。合作社吸
纳全村 400 多户群众入社抱团发展，让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
获得“真金白银”。

在积极发展特色主导产业的同时，项家河村还积极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打造山歌民俗村，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通过积
极招商引资，成立房县腾旭有机肥生产有限公司，充分利用畜禽
粪便和作物秸秆，建成项家河有机肥厂和生物颗粒厂，年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30万元，带动60余人就业，500多户农户不同程度增
收。建设豆油精、黄酒、白酒等 10个扶贫小作坊，对农产品进行
加工包装，增加附加值。成立了房县望佛山生态特色农业种养
专业合作社联社，联社下设10个规模种养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狮
子岩农副产品展销中心、武汉中医药大学扶贫农副产品配送
点。注册了“望佛山”品牌，加大与电商企业合作力度，先后与湖
北中医药大学联合举办“情系深山远亲、助力精准扶贫”义购活
动，与神峰山庄、京东房县馆签订了供销协议，开发制作“望佛山
生态农副产品”公众号，开通“网红”直播平台，实现线上线下销
售农副产品。2019年全村实现收入 36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达
到1.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万元。

湖北省房县项家河村科学谋划特色主导产业——

小村焕发新活力

□□ 本报记者 姚媛

“你们过来啦，海全正在后院喂牛呢！”看见驻村工作队的工
作人员，67岁的老母亲高兴地出门迎接。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巴嘎塔拉苏木召根苏莫嘎查的一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4 年，海全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
瘫痪在床 7 年，巨额医疗费使这一家子负债累累，妻子承受不
住压力决然离婚。2014 年父亲过世后，海全的外债达 18万元，
三间房子和26亩地成了他和母亲仅有的资产。当驻村工作队入
户调查时，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海全低着头说：“这日子，过一
天算一天吧！”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决定将黄牛养殖作为他家脱贫的突
破口，拿着 5万元的贴息贷款，大家帮海全买来 5头怀孕的基础
母牛。随着基础母牛不断繁殖，海全看好价格出售，随后再买
进，2017年海全实现了脱贫。脱贫不脱政策，如今，海全家的债
务已清零，后院牛舍已有 16头黄牛。海全高兴地握着驻村干部
的手说：“我们不仅是脱了贫，最重要的是，树立了对未来生活的
信心。是政府和扶贫干部挽救了我的家庭。”

这只是召根苏莫嘎查（以下简称“召根嘎查”）37户贫困户脱
贫的一个缩影。召根嘎查位于巴嘎塔拉苏木西部，现有户籍人
口206户、74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7户、101人，现已全部脱贫。

召根苏莫的“苏莫”汉语翻译是“庙”，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人们相信这里能养育他们，保佑他们，所以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而发展农牧业就成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能安排外出务工就业，也不能让他们一直靠政策生活。”驻
村工作队探索出发挥农牧结合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产业的路子。

近年来，召根嘎查安排专项扶贫资金，给37户贫困户购买基

础母牛 79 头、羊 28 只、猪 144 头。对能贷能养的 27 户贫困户协
调落实扶贫贴息贷款135万元；对能贷不能养的3户贫困户贷款
12万元，入股科尔沁牛业分红，每户每年分红 9600元；对 3户无
劳动能力和重大残疾贫困户，落实托管养牛分红项目，每户每年
分红 1800 元。有了牲畜，还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为 28 户贫困
户每户建设棚舍60平方米，为35户贫困户每户建设窖池43或50
立方米，为35户贫困户每户落实1台饲草切割机等。

在召根嘎查，有一群人很特殊，他们服务一头头憨态可掬的
科尔沁黄牛，被称为“活牛超市经纪人”。

40岁的白永胜就是第一批“经纪人”之一，他从2003年起进
入牛经纪人行业，从养20多头小牛犊起步，干着育肥3个月后转
售的小成本买卖。

在白永胜的“快手”号里，2019年一年就卖出3000头牛，每头
比市场价平均多卖 3000 元，纯利润 900 万元。为带动一方百姓
致富，永胜 2019 年申请成立了家庭牧场，雇用管理员 8 人，都是
当地农牧民，其中贫困户3人，月工资3000元。同时还无偿给贫
困户传授养牛技术和经验，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

“我在永胜家庭牧场已经打工 2 年多了，每月工资 3000 元，
一年下来就是3.6万元，再加上我家现有的8头黄牛，2018年彻底
脱贫了。”召根嘎查贫困户胡套吐格边干活边说道。

召根嘎查除了大力发展黄牛主导产业外，还想尽办法帮助
贫困户发展其他产业，扩宽增收渠道。组织全嘎查贫困户统一
种植青贮新品种“京科 516”“蒙玉 688”等，大大提高了青贮饲料
质量和产量。带动37户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40亩，实现贫困户
户均增收1500元。

产业发展，带贫富民。2019年末，召根嘎查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达9600元。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召根苏莫嘎查发挥农牧结合优势——

扶贫产业结硕果

□□ 本报记者 姚媛

地处深山，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集体没钱，村民也贫困，这
样的贫困村如何脱贫？

通过5年的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荣山镇中口村探索出了一条产村一体、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从一个衰败落后的贫困村，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和旅
游新村。2019年，中口村人均纯收入达 1.3万元，以脆红李产业
为支撑，举办赏花节和采摘节，打造了山歌文化村，带动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中口村荣获国家首批森林乡村、省级旅游扶贫示
范村等称号。野生秋笋、野生核桃等自然资源丰富，山葵、高山
蔬菜、脆红李、土鸡、笋用竹等无公害绿色产业已成规模，全村呈
现出一派产业兴旺的发展态势。

为让全村群众有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持续增收的门路，
村“两委”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完成危旧房改造 96 户，新
建房屋 36 户，硬化入户路 4.5 千米，院落环境美化 45 户，硬化组
道 15 千米，土地整理 500 亩。同时，引进业主发展脆红李产业
200 亩，四季采摘园 100 亩，回引贫困户发展以钙果为主的产业
园 70 亩，莲藕种植 20 亩。带动周边 80 余户、200 余人务工。产
业园生产以采摘、体验为主的四季时令水果蔬菜，带动乡村旅
游的持续发展，年产值达 50 万元，带动农户年人均增收 1500
元。中口村将在两年内发展起竹产业 1.2 万亩，带动农民人均
增收 3000 元以上。通过引进业主进行土地流转，让农民变为
产业工人，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使产业成为带动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主要门路。

年龄大的农户没有劳动力，无法务工，怎么增收？中口村在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规划剑门关土鸡项目，广泛发动群

众发展养殖。各家各户统一标准建鸡舍，村上统一技术指导，合
作社统一管理。全村共有 55户土鸡养殖户，其中 5000只规模 1
户，200 只以上规模 2 户。同时，利用荒山和林地资源发展山羊
养殖产业，全村共有山羊养殖大户 12户。为让中口的农特产品
走出大山，成功注册了“中口村”商标，将本村的土货利用网络卖
到了成都，打开了销路。为推进产村融合发展，中口村引导农户
建设微田园，实施农村“三大革命”，目前已完成卫生厕所全覆
盖，污水达标排放，垃圾实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的模式，农
户的垃圾费收取率达到100%，并利用好公益性岗位落实了常态
化保洁制度和保洁人员考核管理制度。

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门路，中口村提前规划，科学谋划，建
设 18亩荷塘和 3500平方米的垂钓鱼塘，同时建设 300平方米的
抓鱼体验区。村集体从农户手中流转土地后统一经营管理，发
展荷花观赏、荷塘养鱼、休闲垂钓、童年体验等实体经济。2016
年9月鱼塘建成后仅半年时间，就创收近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
零的突破。目前，集体经济产业园、脆红李产业园连成一体，已
形成农业种植、观光产业园，让园区变景区。如今，中口村已发
展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新村，被确定为利州区乡村旅游五大片
区之一，2018年和2019年成功举办乡村旅游活动，为持续抓好旅
游新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为持续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口村实施乡村旅游节点打
造3处。高标准建设生态农庄超过400平方米、建设休闲区6000
平方米，打造集体经济综合体，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游客接待能
力。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5.8 万余元，固定资产达 520 万
元。2019年7月，集体农家乐又引进业主一起共同经营，上交保
底收益后再按比例提成，使农家乐步入正轨。2020年带动了5户
农户发展民宿。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中口村产村一体、农旅融合——

从贫困村到旅游新村

□□ 本报记者 邓保群

“咕咕咕……”走进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兰草村，嘹亮的鸡
鸣声从不远处传来。放眼望去，村后群山延绵，草木青翠，这正
是当地的“山鸡哥”梁尚直放养土鸡的天然鸡场。这时，梁尚直
正忙着给鸡群投食，看着它们吃得欢，梁尚直满面笑容。

提起“山鸡哥”梁尚直，兰草村的村民们无不伸出大拇指。
他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小时候因为烧伤治疗不及时，导致右腿
落下病根，只能单腿走路。

“虽然我腿脚不方便，但我过得不会比别人差。”梁尚直总是
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为了摆脱贫困，他从2015年开始养鸡，规模
从最初的1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1万多只，家庭年收入达到30万
元。靠自己的勤劳，他硬是单腿“蹦”出了一条致富路。

因为腿脚不便，梁尚直不能干重活，也不能外出打工。从25
岁起，他学做篾匠，还喂兔、养蚕、榨油……靠自己的勤劳与努
力，生活能够勉强维持。后来，篾匠的活儿越来越不好做，梁尚
直家里陷入困境。2014年，他被村里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成为贫困户后，常常笑呵呵的梁尚直没了笑容，好强的他不
想让别人瞧不起，于是下定决心要摆脱“穷帽子”。镇村干部也
积极帮助他，为他送来了200只鸡苗，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希
望他能通过养鸡脱贫致富。

有了这样的好政策，还有帮扶干部的用心帮助，梁尚直对未
来充满信心：“我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他起早贪黑，建鸡舍、
学技术，常常一个人单腿“蹦”在鸡舍里，只为能够早日“蹦”出一
条脱贫致富路。

然而，养鸡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不懂养殖技术，渐渐地，200
只鸡死掉了一半。“这可怎么办才好！”梁尚直心里急得像火烧一

样。村里为他请来了兽医站的专家，帮他检查小鸡的情况，传授
养殖技术。梁尚直耐心学习，最终将剩下的小鸡养成并出栏，收
入1万多元，保住了本钱。

2018年，有了养殖经验的梁尚直又买了800只鸡苗。随着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这么多小鸡需要保温
房，可是家里却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梁尚直犯难了。这时，梁尚直
的大哥去世，大哥将房子留给了他。悲痛的梁尚直在家人的帮助
下，把房子改造成了保温室，这里也就成了他养鸡场的主要阵地。

改造好的保温室有三层楼，每天早上天不亮，梁尚直一起床
就提着食桶一层楼一层楼“蹦”上去，给他的小鸡们喂食，一个一
个察看它们的生长情况。从陌生到熟悉，从“门外汉”到“专家”，
梁尚直的养殖技术不断进步，养鸡场也逐渐步入正轨。在他的
悉心照料下，鸡苗成活率高达90%以上。通过养鸡，梁尚直顺利
摘下了“贫困帽”。

摘了“贫困帽”，梁尚直轻装上阵，朝着致富道路迈进。现
在，绿色生态食品备受消费者青睐。为了适应消费者需求，梁尚
直决定转移“阵地”，将鸡从养鸡场里放出来，散养在宽阔开敞、
草源丰盛的林木间。小鸡们除了吃谷物、玉米等，还吃虫子、青
草。这样一来，梁尚直养的土鸡肉质鲜香、嫩滑，鸡一出栏就被
周边乡镇、县城以及万州等地的顾客订购一空，久而久之，大家
都唤他“山鸡哥”。

打开销路后，“山鸡哥”越干越有劲。2019年上半年，梁尚直又
养了5000只土鸡，养鸡场是越办越大。看到现在电商销售火爆，他也
想往这方面发展，于是将在外务工的儿子和儿媳叫回家一起帮忙。

梁尚直的儿子梁国勇回村后，立即投入到电商平台销售运
营的学习中，将父亲的土鸡售卖“阵地”搬到了网上。通过线上
线下齐发力，拓宽了土鸡的销路，2019年全年收入达到30万元。

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兰草村村民梁尚直：

“山鸡哥”单腿“蹦”出30万元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是一个古老的黎族村庄，也是海南省“十三五”建档的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0户、584人，
2015年人均收入3300元。2018年，抱古村成立香水莲花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以“村委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热带睡
莲产业。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建有莲花种植基地4处、加工厂1处，种植睡莲134亩、1.78万株。全村1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加入合作社，仅通过睡莲产业就带动户均年增收4600多元，并于2018年整村顺利脱贫摘帽。 资料图

百个产业脱贫典型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