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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会产业举旗 全面小康

山东省高唐县高寨村
借力电商，增强奔小康后劲

山东省高唐县清平镇高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7 户 54
人，脱贫任务较重。目前，镇上在村里建设的扶贫产业有光伏
发电和扶贫大棚，每年收益在5万元左右。虽然收益稳定，但
高寨村脱贫后劲依然需要增强。

“镇上有帮扶，但我们还要靠自力更生，精气神不能丢。”
作为负责人，高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士芳经过多方协调，决定依
靠自己多年种植黑小麦的经验和对市场的把握，把黑小麦产
业作为本村的扶贫产业做大做强。

“现在我们利用村内的黑小麦资源，打造了‘清平厚土’品
牌，种植高端黑小麦，并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对外销售，增
加村集体收入，同时助力贫困户增收致富。”刘士芳介绍，2016
年，高寨村从省农科院引进黑小麦，试种成功后，成立了高寨
村富硒黑小麦基地。由于富硒黑小麦硒的含量比普通小麦高
36倍，且具有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优点，广受市场欢
迎，村里不少贫困户都加入种植黑小麦的行列。

高寨村是省定贫困村，自2018年在聊城市商务局驻高寨
村第一书记王宗磊带领下，村里成立了高唐县厚土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开拓线上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村子逐渐富裕起来。
该公司积极与镇上生产特色农产品的厂家开展合作，并与淘
宝、大型超市等平台对接合作，将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户帮扶和
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

张波 本报记者 陈晨

将军来了，王家冲村变了样
【故事记录人】李绍伦

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王家冲村民都把刘建新看成是村里
的“贵人”。

武元英当了几十年村妇女主任，说起初次见到这位“贵
人”时，声音仍十分激动。“2016年秋天，一位头发花白、衣着朴
素的老人打听村办公室，结果只看到几间破烂的房子。”武元
英说。那位老人眉头紧锁，一边在村里转，一边听人介绍村里
情况。当时的王家冲村4个自然塆 231户1255人，贫困户34
户134人，五保户16户17人。除了有一条72拐的进出路外，
只剩下一个字：穷！

“就在这里不走了！”
“首长，还是到别村看看再说吧？这里条件实在是太

差了。”
“我来红安就是要攻最难的碉堡。”
白发老人语气坚毅。
老人拿出 10 万元现金，交给村支书：“先把村部重修一

下，钱不够，我再筹，打仗总得要个指挥部。”接过老人的钱，村
支书才发现老人身上的羊毛衫居然破了几个洞。

后来村里人从县人武部那里得知，原来这位老人是原湖
北省军区副政委，名叫刘建新。

当年11月，老人第二次来村时带来三样东西——衣服、
被子、被套，送到三位特困户王振松、汪锋彬和王根华家里；30
万元钱，完善村部建设；一床“褥子”放到村委会将八张椅子拼
成的“床”上。刘建新就在这张床上睡了三年半。

后来村里的大事小情，刘建新都责无旁贷：整治村居环
境，刘建新帮助筹钱筹物；汪军良家和王世成家拆危房建新
房，他分别捐款4万元和3万元……

村支书武建立算了一笔账，三年来，刘建新先后拿出65
万元帮穷扶困。“他把王家冲人当亲人啊！”武建立说。

2019年9月24日，王家冲村热闹非凡。王家冲水库至窑
洼塆1.8公里扶贫旅游路正式竣工通车。这件大事也少不了
刘建新的参与。

刘建新与原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汪金玉少将一起，听说村
里修路缺钱，就想方设法筹措了90万元项目资金送到村里。
他们叮嘱村干部，要修通刀背岭这条上山的路，把这山打造成

“绿色银行”。现在，村里曾经闲置的4100余亩林地成了游客
的打卡地，也成了村民的增收新来源。

2018年，听说要新修王家冲至刘光泗塆的“一河一路”，刘
建新又帮助争取来390万元的项目资金。

刘建新还在村里标了6个“作战高地”，发展产业项目：10
亩菊花示范田是“5号高地”；嘴角石山上5000棵金果梨树园
是“4号高地”；河边，与随州市九口堰蘑菇专业合作社合作建
设的10亩香菇生产基地是“3号高地”……

这些年，让王家冲村民过上好日子，成了老人心头最大的
牵挂。2019年大年三十的上午，他专程来到王家冲村，与乡亲
们一起过春节，在村里住了31天，走村串户唠家常。大年初
一，他家家拜年，每家送一斤红糖一斤红枣。“我还要在王家冲
干十年！”王家冲的乡亲们听到他这样说。

现在，王家冲村组组通上了公路、塆塆亮起了太阳灯、门
前塘水清澈，曾经穷困的王家冲村迎来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 本报记者 唐旭

初冬时节的双合村一片火热繁忙的景象，
排列整齐的一座座越冬韭菜大棚，里面满是翠
绿的韭菜，村民们充满热情地进行着割韭菜、打
捆、装箱等工作，一辆辆生鲜货车满载着新鲜的
韭菜送往周边市县。

三年前，黑龙江省桦南县双合村还是名副其
实的贫困村，耕地面积少，当时村里的青壮年劳
动力几乎全部进城务工，村内人心涣散。2017
年驻村工作队入驻后，挑起了双合村脱贫致富的
重担，积极寻找脱贫致富的良方。在不断努力
下，双合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强村的致富路。

想要带着双合村走产业脱贫的路并不容
易。驻村工作队初到双合村走访时发现，大部
分村民积极性并不高，顾虑重重，认为发展产业
没什么希望。正当工作队发愁怎么给农户做工
作时，双合村支部书记首先站出来表了态。“村
里人思想比较保守，没有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干，
作为村民的领头雁，我们必须要敢于尝试。”支
部书记周长清对工作队队员们说道。

有了村书记的支持，工作队坚定了发展产业
脱贫致富的信念。2017年，村“两委”班子、工作队
先后6次远赴牡丹江市双庙子村考察学习棚室越
冬韭菜项目，并找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对
本村情况进行研判，充分发挥双合村距离县城较
近、交通发达、销售便利的区位优势，紧盯城市“菜
篮子”，谋划发展越冬韭菜大棚项目。

锚定了发展产业的目标，双合村建成了 28

栋越冬韭菜大棚，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的运营方式，引领双合村贫困户加入合
作社。为了让村里贫困户踏实跟着合作社干，
村内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子，采取“1+1”“1+
2”帮扶模式，引导 25 名贫困户签订协议，参与
到韭菜大棚生产经营当中。

“这个韭菜大棚要是有活儿，我们贫困户就

来干，每天能挣 80 块钱。等到有收益了，我们
每户还能分到钱！”说起韭菜大棚的收益时，双
合村贫困户关桂芹别提多高兴了。

双合村按照“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走、合作社
跟着产业走、贫困户跟着合作社走”的思路，助
推越冬棚室韭菜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推动扶贫工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2019 年，大棚年产韭菜 11.2 万公斤，实现
纯收益 33 万元，村集体增收 5 万元，带动 30 余
名村民到越冬韭菜基地务工，人均增收 2 万多
元，推动双合村脱贫致富走上了快车道。

2016年脱贫的村民张晓红，如今致富的劲
头更足了。“我们村为了帮助大家伙儿脱贫，修
建了韭菜大棚，我们在大棚里打工，平时割割韭
菜，除除草，干点零活儿，每个月能挣 2000 元
钱，不用跑到县里去打工了，照顾老人也方便了
很多。”

双合村工作队、党支部多方协调，扩大规模
建设越冬韭菜二期项目，新建越冬韭菜大棚90
栋，加工整理车间300平方米，使越冬棚室韭菜
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二期投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纯利润 123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桦
丰村、幸福村、富荣村150余人务工增收。

双合村还看到了韭菜加工的价值，开拓发
展韭菜深加工项目，生产“富河牌”有机韭菜花，
打造佳木斯地区韭菜专业村。未来，双合村将
以韭菜大棚为核心，建成融合光伏发电、黏玉米
种植的多功能、现代化产业园区，助推全镇特色
产业快速发展。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这是对我最
大的认可，也是我最大的希望。”看到日益富裕的
村民，双合村工作队队长张秋阳充满了信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双合村党支部和驻
村工作队以实际行动，探索寻找到适合双合村
的发展方向。如今，双合村正逐步摆脱昨日的
贫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 本报记者 唐旭

一条路弯弯长长，一面塬沟沟坎坎。望着
山塬坡沟间梨树结满的香水梨，在宁夏南部黄
土高原沟壑区已扶贫一年多的穆海彬，会心地
笑了。

38岁的穆海彬，是宁夏科技厅生产力促进
中心副主任。他主动请缨奔赴“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的海原县，投身脱贫攻坚一线，担任关桥
乡方堡村第一书记。

在他的带领下，驻村工作队为当地量身打
造了一支“带不走的科技队伍”，为激发群众脱
贫致富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通过
科技扶持，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年收入达
到 9000 元左右。全村香水梨种植收入达到村
民家庭收入的 30%左右，拉动全村香水梨销售
产值达到2200万元，亩均增产1500元左右。

“要让后山变成花果山，更要成方堡村的金
银山。到那时，村民的腰包鼓了，心气儿足了，
日子美了，作为第一书记，我的‘考试’才能交卷
了。”穆海彬说。

在多次请专家把脉问诊、到先进村学习取
经之后，穆海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村民代
表大会，明确了“产业立村、绿色发展”的发展思
路。结合村里实际情况，他提出了主导发展香
水梨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旅游、设施蔬菜和特色
养殖业的“1+3+N”复合立体式生态经济产业
发展方式。

思路明确了，穆海彬亲自带动全村群众开

荒拓土，成功引进山西玉露香梨种苗 2 万余
棵、推广种植 500亩，栽植水蜜桃、核桃 140亩，
并在极短时间内委托专家制定了方堡村乡村
旅游规划。

“方堡村的梨花节现在办得红红火火，累计
旅游收入 64 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100 余人次。”说起方堡村的绿色旅游产业，穆
海彬一脸笑容。

村里的乡村旅游办得红火，村里的产业也
不能放松。穆海彬积极邀请专家学者在 1000
亩挂果香水梨种植区集中示范推广生物防控技
术、平衡施肥技术及果树修剪技术，他以“保姆
式”科技服务，引导香水梨种植户科学种植，使
香水梨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解决了种的问题，卖的问题怎么办？围绕
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穆海彬又开始
找路子、想办法。

穆海彬入户宣传产业补贴政策。在他的谋
划和筹措下，按照“招商引资拓路、企业扶贫纾
困”的思路，积极与宁夏不老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对接洽谈，并深入浙江杭州等地寻求技术合
作，在香水梨膏开发方面取得成果。

在驻村扶贫队的不懈努力下，方堡村累计
争取各类科研资金 220 万元，撬动政府投入
3000 余万元，引导群众推广示范新栽香水梨
5000亩，建立300亩科技示范核心区，技术辐射
1000亩，实现香水梨挂果3000亩。

香水梨产业发展壮大起来，穆海彬又在村
里陆续发展起韭菜、肉牛产业。他积极争取自治

区科技厅投资，又聘请区市县各类专家推广种养
技术，成立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并吸收建档立卡
贫困户入社。他推行高效牛营养舔砖、饲料科学
配方等技术，培养出养殖科技示范户10户，香水
梨科学种植示范户44户。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经
济收入，还示范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群众
购买农资困难的问题，穆海彬以个人担保方式，
在方堡村建立了“肥料超市”，平价售出 100 吨
肥料，在为群众提供方便的同时，实现企业从中

获利、农民从中受益、村集体从中发展壮大。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穆海彬带领村“两

委”班子交出了一份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合
格答卷。

昔日“羊肠路，荒山头”“沟峁无绿色，吃
水贵如油”的方堡村，如今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环境优美、产业繁
荣、富美和谐的“梨花小镇”和生态绿色脱贫
示范样板村，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
庄大道阔步前进。

2015 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吹响了脱贫攻
坚战的战斗号角。2016年11月国务院印
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要立足
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
挥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作
用，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
制，在每个贫困县建成一批脱贫带动能力
强的特色产业，在每个贫困乡、村形成特色
拳头产品，使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
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产
业扶贫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是促进贫困地区发
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扶贫
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了一
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自我发展典型，也
涌现出了一批联贫带贫效果显著的产业帮扶

典型。这些产业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担当尽职，是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不
懈奋斗，是社会帮扶力量的无私奉献。

据统计，2015 年以来，全国共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100 多万个，建设各类产业扶
贫基地30多万个，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特
色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产业，构建了“县
县有主导产业、村村有致富项目、人人有脱
贫门路”的产业扶贫格局。产业扶贫已经
成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覆盖面最广、
带动人口最多、减贫效果最好、可持续性最
强的扶贫举措。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收官
之年，中央提出要做好总结宣传，讲好脱贫
攻坚故事。为响应中央号召，农业农村部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组织编
写《产业扶贫故事（上、下册）》，从全国产业

脱贫、帮扶先进事迹中选取200 个典型范
例，上册收录100个产业脱贫故事，从贫困
村和贫困户两个角度进行展示；下册收录
新型经营主体、科技人员、驻村队伍、产品
销售、社会力量等五个方面100 个产业帮
扶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全国各省区市精
选出来的脱贫、扶贫优秀典型事迹，从一个
侧面生动反映了产业扶贫成果，彰显脱贫
攻坚的伟大成就，为中国扶贫事业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后，我国将进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本书
提供的案例故事，必将激励和鼓舞广大干
部群众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
兴贡献更大力量，也可以为各地实施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更有发展活力和市场
竞争力的乡村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装满“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黑龙江省桦南县双合村产业脱贫记

以产业立村，攻“贫中之贫”
——记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派驻海原县关桥乡方堡村第一书记穆海彬

双合村韭菜大棚。 资料图

穆海彬（左）与村民交流大棚蔬菜生长情况。 资料图

近日，农业农村部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产业扶贫故事（上、下册）》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途径，产业扶贫在持
续推进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产业脱贫、帮扶的先
进事迹。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关于要做好总结
宣传，讲好脱贫攻坚故事号召，农业农村部扶
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国产业脱贫、

帮扶先进事迹中选取200个典型范例编写成书。这些典型
事迹展现了全社会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动画卷，
也将以各地的先进经验模式不断助推扶贫产业持续发展、提
档升级，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
力量。 本报记者 唐旭

讲好产业扶贫故事 写活产业帮扶文章
——《产业扶贫故事》评介

潘洪洋

扶贫笔谈《
产
业
扶
贫
故
事
》
出
版
发
行 在江西省永丰县佐龙乡龙潭村绿色家庭农场，入股农场

的贫困户正在采摘金沙柚，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近年来，永
丰县推行党员村组干部帮扶贫困户、家庭农场吸收带动贫困
户、乡土人才联系培养贫困户机制，以“党建+基地+贫困户”
的形式，发展水土保持生态果业。在荒山坡地营造井冈蜜柚、
沃柑、脐橙、砂糖橘等水保经果林，不仅治理了水土流失，还让
贫困户每月都能收获不同种类的水果，保持收入不间断，稳步
脱贫致富。

图为永丰县佐龙乡龙潭村绿色家庭农场果农收货金
沙柚。 刘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