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中，采取“支
部+人才”的模式，在村（居）党支部的组织下，充分利用农村基层
一线“土专家”“田秀才”培训周边贫困群众掌握多门技能，通过手
艺实现脱贫致富。图为近日，该市桐梓县高桥镇竹编“专家”饶安
平（右）正在传授技艺。 王世雄 彭光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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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季玮 王亚轩 本报记者 王帅杰

立冬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河南省范县
城关镇西张青营村食用菌智慧方舱里，新一茬
平菇却铆足了劲往外冒。种植户卞福亮虽是经
验丰富的老菇农，但关系到一季的收成，他仍丝
毫不敢大意，仔细查看平菇长势。

7年前，卞福亮还只能靠着打零工养活一家
人，人口多收入少，30岁出头的卞福亮成了村里
的贫困户。年轻力壮，却吃着国家的“救济粮”，
卞福亮心中很不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范
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的东风，卞福亮决心干
出一番事业，镇上建设了食用菌大棚，他一下就
承包了5个。靠着一股不断钻研的认真劲儿，卞
福亮的食用菌大棚每棚每年收入达到了 2 万元
以上。2017年，卞福亮实现了稳定脱贫。

2018 年，卞福亮成立了西张青营村金旺食

用菌合作社，开始带领周边的群众走上脱贫致
富路。凭着出色的干事能力和带贫成绩，卞福
亮当选为张青营村村委会主任。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卞福亮带头学习新种
植技术，并购买 5 套资料供种植户们学习，还到
清丰县食用菌种植基地学习。2019 年，卞福亮
引进了平菇新品种，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每棚每
茬平菇增产2000斤，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益，种植
户们的热情更高了。

今年，在村“两委”和卞福亮的积极争取下，
城关镇智慧方舱项目在西张青营村建成落地。
该基地共建有智慧方舱 40个，占地 600平方米。
智慧方舱内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均可以实
现智能化、精细化调节。通过层架种植，单个方
舱栽培面积可达80平方米，全年产出12茬平菇，
可实现食用菌全年生产无间断。卞福亮带头承
包了 4 个方舱，最近，试种的平菇迎来了收获。

谈起卞福亮，正在方舱采收平菇的冯爱聚竖起
了大拇指：“以前村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他给
协调着修了路。现在的路平坦宽敞多了，采了
蘑菇也不愁运不出去。”

修路，装路灯，新建村室、卫生室……村里
的基础设施大大改善，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
从贫困户到脱贫户，再到村干部，卞福亮紧紧扎
根在农村，努力为父老乡亲们办好事实事。卞
福亮经常看望村里的低保户、孤寡老人，村民们
有了困难，他都热心接待、耐心倾听、真心安慰，
帮助解决困难。他还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丰富
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村集体的凝聚力。靠
着务实、正派、亲民的作风，卞福亮取得了村民
们的信任和村里骨干的全力支持。

据悉，当下范县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作为全省17个村
（社区）“两委”换届试点县之一，范县坚持人选

标准把“严”，换届质量做优，按照“四有四带”
“四强四好”标准，把真正品行好、有威望、带富
能力强的优秀人才选出来，造就一支政治素质
强、引领能力强、服务本领强的基层带头队伍，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
力。卞福亮顺理成章被推选为村支部委员候选
人。“为人实诚，工作到位，俺支持他，票投给
他。”冯爱聚表示。

现在，张青营村西边村头坐落着新建成的
两排智慧方舱，东边是一座座望不到头的食用
菌大棚，南边 200 亩苹果树苗正迎风生长。今
年，卞福亮从烟台考察引进了1万余株矮化苹果
树苗，准备发展特色农业采摘园。村里培育起
了富民产业，也走上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的新
路子。“这几年村里变化真的很大，有党委、政府
和政策支持，我们就有动力，我对村里下一步的
发展很有信心。”卞福亮说。

卞福亮：昔吃“救济粮”今成“领头雁”

□□ 孙海玲 本报记者 郜晋亮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代
曲村，不大的活动场地上聚满了代曲村的牧民
群众，这里正在举行代曲村第二批产业到户项
目分红仪式。

“现在开始分红。”在牧民群众的欢呼与掌
声中，分红仪式正式开始。

“这次分到了两头羊，品种非常好！这已
经是我今年领的第九头羊了，靠着‘扶贫羊’日
子越过越红火。”牧民多杰扎西蹲下身摸了摸
手中牵着的羊，竖起大拇指说。

分红的“主办方”是村里的德君麻秀合作
社，自 2016 年成立以来，积极发展“扶贫羊”产
业扶持项目，争做牧民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自脱贫攻坚开始，我们逐步说服牧民群众参
加合作社，许诺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
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合作
社理事长扎西巴德说。

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曲麻莱县有着“江河
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是青海省深度贫困县之
一，也是全省乃至全国条件最为艰苦、经济发
展最为滞后的县份之一。

“产业结构单一，除了放牧，贫困群众普遍
缺乏其他技能。”这曾是曲麻莱县牧民群众生
活的真实写照。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曲麻莱县通过发展
畜牧业等特色产业、易地搬迁、技能培训……
五年时间，一项项脱贫举措在这里开花结果，
这片苦寒之地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2020 年 4 月 21 日，青海省政府发布公告，
批准玉树州曲麻莱县退出贫困县。

“截至目前，8 个贫困村、3404 户、11534 人
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全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
的 36.04%，到 2020 年实现绝对贫困‘清零’。”曲
麻莱县县长尼玛扎西介绍说。

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当属易地扶贫搬迁。
截至目前，曲麻莱县已集中安置贫困户 1569 户
5283人。

2016 年，成林一家搬迁进了县城里一套
60 平方米的住房。搬下山后，一家人的居住
条件变好了，然而搬迁下来后远离草场，没有
技能、没有后续产业愁坏了成林。在政府部
门的帮助下，成林来到县农牧民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学习烹饪。如今，成林已经在县政府

食堂顺利就业，从草原姑娘变成县政府食堂
的掌勺厨师，从一个生活窘迫的贫困户成为
有着固定工资的上班族。

2015 年，曲麻莱县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和
人力，建设了集唐卡、理发、美甲、服装、挖掘
机、汽修、金银匠、烹饪、装饰装潢等各类培训
于一体的培训中心，将全县 18 至 38 周岁的
5039 人进行筛选，纳入创业促进就业扶持政
策和创业资金支持范围，让牧民群众通过“一
对一、面对面、手把手”的免费技能培训，掌握
一技之长。

今天，草原儿女在各项脱贫政策的鼓舞
下，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这一主导产业，学习
新技能开启新生活，增收致富之路走得更加
稳当。

“江河源头第一县”开启新生活

“如果没有农行的大力支持，我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更不可
能通过养猪走上致富路！”日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赤化镇雷家
村的生猪养殖大户苟立珍谈起她的脱贫致富历程，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2014 年，通过精准识别，苟立珍一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农业银行四川广元分行了解到苟立珍
有多年养猪经验，便鼓励其发展生猪养殖产业。2018 年，该行向
苟立珍发放了 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帮助她走上了发展养猪的道
路，并以此顺利实现脱贫。

2020 年初，为响应国家生猪稳产保供号召，苟立珍准备扩
大养殖规模大干一场，但几十万元的资金缺口让她望而却
步。获悉苟立珍的困境后，农行四川广元分行再次向她发放
了 25 万元的“惠农 e 贷”。2020 年 7 月，苟立珍家一次存栏可
达 300 余头的养殖场顺利竣工。生猪出栏后，预计可实现销
售收入 200 万元。

苟立珍的致富故事是农行四川广元分行金融扶贫的一个缩
影。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该行加强银政、银担、银企合作，创新推
出扶贫小额贷款、“惠农 e 贷”“政府风险补偿基金+贫困户”“农
担+产业+贫困户”“新型农业主体+贫困户”等金融产品和扶贫
模式，有效满足了脱贫攻坚差异化金融需求，为脱贫攻坚注入源
源不竭的金融“活水”。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该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65.1 亿元，占全
市金融机构的三分之一，扶贫贷款较年初增长 4.01 亿元，累计服
务带动 1576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针对已脱贫群众，该行继续加大金融政策宣传和信贷支持
力度，助力已脱贫群众产业升级，确保脱真贫、真脱贫、不返
贫，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无缝对接。截至目前，
向已脱贫群众新发放“惠农 e 贷”“富农担”等特色贷款 465 户
9300万元。 苏云莹 樊金凤 本报记者 李传君

四川广元市
金融“活水”强产业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建立起
“长效帮扶机制、公益岗增收机制、治愚扶智机制、项目保障机
制”等四项机制，巩固了脱贫成效，使辖区内贫困户增收有保障，
致富有信心。

在该镇小赵村贫困户赵良晶家中，窗明几净的住房让人看不
出曾是贫困之家。主人赵良晶说，这都是扶贫干部张学云的功劳，
学云像亲闺女一样帮助她。像张学云一样，梁水镇 200 余名机关
干部人人都有多户“穷亲戚”，长效帮扶机制做到“一户不脱贫，一
人不离岗”；公益岗增收机制让特殊人群有了“铁饭碗”。针对贫困
人员中有不少是存在脱贫障碍的身体残障人，镇上以设置公益岗
为突破口，使他们端上了“铁饭碗”；自强扶智机制让贫困户靠技术
脱贫致富。镇党委和镇政府根据帮扶对象个体情况，相继推出“食
品制作培训班，农机、电器维修培训班”等各类培训，助力贫困家庭
脱贫奔小康；项目保障机制使贫困人员长期受益。为了使贫困人
员脱贫后不返贫，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建立项目保障机制，目前共建
成鲁信粮食制品、立海集团肉鸭立体养殖等扶贫项目，每年可为贫
困人口分红上百万元。 相宝光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
四项机制巩固脱贫成效

“搬到安置区，出门便捷，居住环境好，小孩上学又方便，能够
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很满意。”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龙头乡贫困户
覃凤艳自从搬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英洞屯后，收入稳定，生活便
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龙头乡英洞屯移民搬迁点占地6.63亩，总投资约300万元，就
医、就学、就业产业配套同步规划、同步推进，19户70人搬迁入住，
其中贫困户13户50人。

近年来，宜州区对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屯实
施易地新建搬迁，建设了同福安置区、阳光丽苑移民安置区、福龙
乡横山安置区、龙头乡龙头社区安置区等 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10多户8000多人，入住率100%。安
置区同步配套建设水、电、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教
育、卫生、农贸等公共服务设施，能有效满足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需求。

该区还帮助贫困户发展蚕桑、核桃、养殖等产业，协调群众就
近就业或创业，设置移民安置区公益性岗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稳步推进各安置点产业发展和搬迁群众就业创业等后续扶持
工作。

目前，该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实行社会保障兜底 74户 130
人，实现稳定就业 3557 人，有 9 个扶贫车间吸纳贫困户 3246 人就
业，使搬迁户告别了“穷窝窝”，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莫电任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8000多贫困人口告别“穷窝窝”

攻坚路上

茭农王泽虎正在察看基地里刚种下去的茭白苗。

□□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文/图

“今年，凉山州茭白大丰收，不仅个头大
了、病害没了、产量高了，价格还翻了一倍。
看到老百姓增收，我们打心眼里高兴！”近日，
中国农业银行举行金融服务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主题发布会，一位讲述者的真情流露，让观
众颇受感动。

他叫闵云忠，今年 59 岁，来自浙江分行，
现任该行派驻四川凉山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组组长。“扶贫绝不是送点钱、送点物就完了，
最根本、最持久的还是要把产业扶起来，让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话音刚落，又是
一阵掌声。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产业帮扶
早已成为共识，但如何引产业、扶产业、壮产
业，仍是一个重大课题。深秋时节，循着闵云
忠的讲述，记者专门前往这片被誉为脱贫攻
坚“最难啃硬骨头”的土地，探寻大凉山深处
的“农行力量”。

滞销核桃打了“翻身仗”

“没问题，下个礼拜，我再陪你去趟有关
部门，争取按时开工。”采访进行中，闵云忠就
完成了一次现场办公。作为“红娘”，闵云忠
不仅要牵线，还得作为娘家人，张罗打点落地
的逐项事宜，这让一旁的张建国很是感动。

张建国从事油脂行业半辈子，过去在老
家浙江衢州办企业，主营榨菜籽油，年产值
两亿多元。谈及为何要“远嫁”蜀地，还得
从去年 5 月农行董事长周慕冰的一次考察
说起。

核桃是凉山州的第一大产业，近 1200 万
亩的种植面积，丰产期产量达50万吨，几乎家
家都种。可由于地处偏僻，加上缺乏加工，当
地核桃以鲜食为主，经常丰产不丰收，“掉地
上都没人捡。”周慕冰得知后，当即便将销售
课题交给了浙江分行。

接过任务后的闵云忠马上走村入户搞调
研，发黑发霉的核桃堆成小山，着实令他揪心
不已。20天后，11家企业老总飞抵凉山，其中
就包括张建国。这些年，张建国并非没想过
转型，随着消费升级，个性化、品质化是大势
所趋，核桃榨油无疑是片蓝海。经过多次洽
谈，他与凉山最终联姻。

万万没想到，今年 8 月，张建国突然打起
了退堂鼓。原来，由于东西部的文化差异，
导致项目推进过程中时有磕绊，这让首次跨
省创业的张建国很是担忧。这一动摇令闵
云忠同样忧虑不已，所幸在他的帮助下，阻点
逐个被破除，一个月后，项目终于完成了所有
手续。

据了解，整个构架设计中，政银企各有分
工：政府负责农民的组织化，今后，去皮、清
洗、剥壳、烘干等中间加工环节交由各地完
成；农行通过推出“核桃扶贫贷”，为这些主体
提供金融支持；张建国则负责定标准、下订
单、搞加工、走市场。根据计划，两期全部上
马后，有望解决20万吨的核桃。

“我们一直在倡导从输血到造血，转变
的关键在建机制，怎么去赋予造血功能，又
如何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串联起来。未来，
张建国的榨油项目，以及这些产业链将织成
一张网，真正让血液活起来。”闵云忠形象
地说道。

“舶”来产业有新姿

如果说核桃是本土产业，那么被誉为“美
人腿”的茭白，则是凉山的“舶来品”，引自江
浙地区。记者抵达会理县，驱车直入小黑箐
镇后，道路两旁的水田里，眼下都是刚种下去
的新一茬茭白苗。此行目的地，是该镇茭白
种植面积最大的白沙村。

“往年这时候进村，全是烟气腾腾，各家
各户都在烤烟。最多的一年，村里种下了
8000多亩烟叶。”白沙村党总支书记蔡贵山当
了 13 年村干部，一边说一边比画着，“你看那
瘌痢山头，就是过度砍伐留下的，3 吨柴火只
能烤一亩烟叶。”

转机出现在五年前。当时，邻村有人“首
吃螃蟹”，开始种起了时髦的茭白。在苏浙沪

一带，一斤茭白能卖上好几块钱。种得好，亩
收入过万元不在话下。于是，白沙村开始有
人效仿，年轻人王泽虎就是其中之一。

王泽虎早年在矿上打工，一年就2万元收
入。因为没技术，他先拿 3 亩地试种，不懂就
去“偷师”。还别说，摸爬滚打，头年就赚到了
钱，便大胆扩面积。只是没想到，好景不长，
没两年，锈病来了，滞销也接踵而至。有些农
户甚至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闵云忠得知此事，还是从一位农行退休
干部阿卓哈布那听来的。他是彝族的土司，
在当地颇有威望。阿卓哈布先外围打探了一
圈，确定闵云忠的为人后，这才联系见面，并
摆出了这道火烧眉毛的难题。

闵云忠的老家浙江德清，正好是有名的
“茭白之乡”，他立即联系当地一家茭白收购
企业。老板姚军华翌日便赶到，考察一圈后，
当场承诺包销，并且投资创建“植物医院”，提
供用肥、用药等一揽子技术支撑。

“植物医院”挂牌已有一年，记者看到，针
对茭白各类病虫害的药剂分门别类摆上货
架，一旁还堆有茭白的专用肥。据悉，这是全
县首家茭白“专科医院”，今年服务面积就达
到了4000多亩，今后有望超过2万亩。

经过科学指导和统防统治后，今年，小黑
箐镇的茭白锈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两
年间，姚军华帮助当地销售茭白 8000 多吨，
为种植户带来近 4000 万元收入。尝到甜头
后，很多茭农扩大了种植面积，镇里的茭白
现代农业产业园还专门制作锦旗感谢扶贫工
作组。

产业扶贫讲门道

“金融活水怎么精准灌溉？如何来发挥
最大效能？这里头大有门道：首先，得形成一
定产业链条；其次，要尤为关注带动能力强的
新型主体和龙头企业；最后，再根据产业特
征，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如此，便能事半功
倍。”走在田埂上，陈伟科深有感触。

陈伟科来自农行诸暨支行，是东西部协
作“双百结对”交流干部，去年到农行凉山会
理支行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后，他便借鉴浙
江经验，根据会理县的三大农业主导产业，推
出了针对烤烟、石榴、茭白三款的“惠农 e 贷”
产品，不仅利率优惠，还快捷方便。

王泽虎告诉记者，以前农民贷款缺乏抵
押物，只能“多户联保”，现在有了“茭白 e贷”，
金额高了、方式变了，去年他就贷款 20 万元，
用这笔钱又流转了 15 亩土地，用于茭白和药
材扩大种植面积。

看到效益后，就连年过半百的刘兵，也按
捺不住改行，从卖摩托变卖茭白。去年，他与
几个朋友共同投资，建了个农产品初加工冷藏
库。刘兵直言：“以前没冷库，茭白大批成熟
后，只能着急出货，时常被压价。眼下好了，冷
库能储存1000吨茭白，茭农有了议价权。”

同样，从来没贷过款的刘兵，这次也通
过“茭白 e 贷”，获得 30 万元的贷款。接下
去，他准备跟茭农签订购销合同，为了提高
使用效率，还计划丰富冷库功能，带动更多
农产品销售。

“我们进驻凉山后，在产业帮扶上，尤为
注重引入企业主体，不断完善产业链和提升
市场竞争力。这些龙头壮大起来了，有了市
场效益，自然就能带着农民一起致富，扶贫才
能可持续。”闵云忠告诉记者，这样的案例已
有不少。

在冕宁县宏模镇山河村，来自浙江长兴
县的葡萄产业在这里扎了根，领衔者是长兴
葡萄种植协会的会长高福明，他流转了 1000
多亩土地，模式就是“公司+农户”，预计可惠
及该镇200余户贫困户，带动2000余人就业。

在甘洛县平坝乡，竟“无中生有”出了一
个白茶产业，目前流转土地已达5300亩；会理
县的马铃薯经过农行牵线搭桥，引入企业订
单后，摇身一变成了休闲食品的加工原料；凉
山有“中国茧丝之都”美誉，去年，宁南县锦泰
丝业投产后，为当地茧丝业再添重码。

“工作组14名挂职干部，帮扶时间虽然只
有两三年，但我们希望，能够把企业留下来、
扶起来。只有把产业链建起来，‘扶贫链’才
能铸得稳，百姓增收致富才能可持续。”采访
末，闵云忠再次强调说。

金融盘托起产业“扶贫链”
——四川大凉山深处的“农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