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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汝阳县
启动电商扶贫新模式

日前，在河南省汝阳县郭木线半岛国际段，
一个运营面积2500平方米，总投资600多万元，
具备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等功能的汝阳县电商
产业园隆重开园，这是该县联合电商企业精心
打造的，包括集中办公、集中培训、一条龙服务
的发展平台，开创了电商扶贫新模式。

汝阳县电子商务产业园项目以“加快产业
升级、促进产城融合”为核心要素，旨在大力整
合全县农副产品资源和旅游商贸资源，吸引电
子商务企业和物流快递公司入驻，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此次新入园的汝阳电子商城项目由政府打
造、天涛公司搭建平台、新华书店提供第三方服
务，分网上商城和线下体验店两个部分。网上
商城又分为社区生活购物商城系统、乡村精准
扶贫爱心商城系统、政府采购平台系统、智慧
校园优秀教育资源交流系统、电商企业孵化系
统等五大功能平台，能够满足城镇居民、乡村
农户、机关单位、学校学生、实体企业等多方需
求。线下体验店包含以新华超市参与的多家
的大型购物商场，居民可以享受网上购物，实
体店取货和当天下单当天送达的方便、快捷网
购体验。 刘超

北票市1534公顷土地
被纳入生态产业扶贫工程

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盎然，眼前的贫困即
将一去不复返。自实施“442”生态产业扶贫以
来，不仅染绿了一片片荒山，也带动了一批批贫
困户脱贫。今年，辽宁省北票市继续推进“442”
生态产业扶贫，确保每一个乡镇至少拥有一处
面积34公顷以上的生态产业扶贫工程。

作为北票市“442”生态产业扶贫的“样板”，
台吉镇的坤头波罗村走在了全市产业扶贫的前
列。去年，按照“442”生态产业扶贫模式，坤头
波罗村6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分红912元。

“今年，我们继续扩大合作社种植面积，栽
植榛子，套种辣椒和板蓝根。辣椒和板蓝根栽
植当年就可以见效，为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贫
困户带来更多的收益。”据坤头波罗村君华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贵君介绍，君华种植专业
合作社是北票市“442”生态产业扶贫模式中第
一个为贫困户分红的合作社。

“我把自家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再到合
作社打工，不仅收入稳定，还能照顾老人。我
对合作社充满信心，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因为
家中老人常年患病，致使生活贫困的李贵友就
是受益者之一。

与此同时，北票市其他乡镇“442”生态产业
扶贫工程建设也如火如荼，渐入佳境。在去年的
基础上，今年北票市将1534公顷土地纳入“442”
生态产业扶贫工程，可带动920户贫困户2024口
人脱贫。 张辉 张旭 王化龙 文/图

灵山县
光伏发电产业照亮脱贫路

近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三海街道英爪村
委光伏发电站项目工地现场建设紧张进行，大
棚铁架已建好，工人正铺设光伏发电板，技术人
员进行机器调试，为光伏并网发电作最后准备。

英爪村是该县 2017年预脱贫村之一，为了
发展村集体经济，经过多级联动决议上马实施
光伏发电站，项目总投资 42 万元，搭建阳光大
棚350平方米，建设总装机容量30千瓦。

英爪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国峰说：“今天早上
11 点建成开始并网发电，到下午 3 点发电将近
100度。这个光伏发电站，预计每天至少可以发
电 150度，按照电价每度 0.83元的价格来计算，
每年就可以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4.5万元。”

2017 年，灵山县共有 22 个预脱贫贫困村。
目前，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为了发展贫困村
的集体经济，增加收入，该县召集镇、村干部，驻
村第一书记和群众代表商量探讨，收集多方意
见，寻找“造血”良方。

通过多方考证，光伏发电既环保节能，收益
又稳定，决定重点发展光伏发电项目，共投入
400 多万元分别在三海街道英爪村、平山镇里
村、武利镇大沙村等 14个预脱贫村建设装机容
量340多千瓦的光伏发电站，各村装机容量根据
本村实际，最大达到30千瓦，最小也有12千瓦。

目前，14个村的光伏发项目已经全部动工，
计划在 6 月底全部竣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
后，年均可发电超出 50 万度，年均收益 40 余万
元，将惠及全县 1.3 万户，共 5.5 万群众，其中建
档立卡户 821 户，贫困人口 3428 人，光伏产业
的建成将扭转该县贫困村软弱的集体经济发
展局面，实现由“输血式”的扶贫向“造血式”的
扶贫转变。 张广松 黎熙舟

四川省广元市：深处秦巴山区腹地的贫困市；白堃元：

耄耋老人，与广元茶产业相伴 20 年；广元茶叶：生态、有

机、特色、精品……是什么将他们紧密相连？请看——

□□ 刘明志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在有着“山东海拔第一村”之称的
山东省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淹子岭
村，硕果压弯枝头的桃树将山体装扮得
郁郁葱葱。眼下，到了桃树疏果的关键
时期，贫困户韦想政忙得顾不上回家，
边干活边告诉记者：“这儿海拔高、温差
大，桃子个大、口感脆、甜度高，市场上
很抢手，不愁卖。这两年村里发展采摘
游，更火了，来这儿玩的游客也都喜欢
带点回去。”

与多数贫困户一样，今年68岁的韦
想政也曾有本“难念的经”：山岭薄地种
粮食刚够自家吃，日子过得紧巴，他一
把年纪还要外出打小工补贴家用。前
几年，看人家种桃挣了大钱，可他一没
本钱，二没技术，光着急不顶用。考虑
到村里和老韦这样的贫困户还有不少，
淹子岭村党支部对所有贫困户免费提
供苗木和技术指导。老韦赶上了好时
候，一口气种了3亩蜜桃，再加上可以到
附近的合作社打工，去年一年收入3万
元，彻底脱了贫。

靠山吃山，如何让贫困户迈开自主
脱贫的步子？嵩山将蜜桃产业作为精

准扶贫的主导产业，在全域推广蜜桃种
植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
团”取暖。今年，嵩山就新栽蜜桃50多
万株，全区蜜桃种植面积4万亩，遍及16
个村，其中覆盖8个省定贫困村。

走进沟河村的盛世果蔬合作社，这
家合作社2007年创办，由起初15人发展
到现在社员716户，发展蜜桃2万亩，吸
纳26户贫困户入社，在资金、技术、销售
等方面对他们“开小灶”，其中23户贫困
户已拔了“穷根”。“蜜桃还没上市时就不
断有客户打电话预定，目前合作社已预
售出168万斤蜜桃，产品销路根本不用犯
愁，青岛、日照等各大超市都是我们的固
定客户。”合作社理事长聂孝世笑言。
2016年，该合作社仅为青岛利群超市供
货额就达174万元，今年产值预计更高。

去年以来，嵩山又开始尝到了产业
融合发展的甜头。4月底到5月初，万亩
桃花盛开，染红了山川，南北纵深10公
里的嵩山蜜桃旅游观光带成为游客流
连忘返的美景地，一度无人问津的古村
落，成为如今人气爆满的旅游热地。“镇
上整合资金集中投入，完善了基础设
施，打造了旅游线路，形成了‘春赏花、
夏避暑、秋采果’的旅游链条。”嵩山生

态旅游区管委会主任夏树英说，“今年
开春以来，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游客人
数都能超过1000人。”

同样因“桃花经济”火起来的还有
农家乐。日前，马家嵧村迎来了载着青
岛山哥俱乐部56名游客的大巴，让农家
乐老板娘魏小兰忙了个脚打后脑勺，她
一边收拾着中午要炖的土鸡，一边说
道：“平均每天要接待三四桌，多的时候
七八桌，俺估摸着一年能挣十多万呢。”

蜜桃打头阵，“山货”经济也跟着火
了。瞧准了这一商机，嵩山培植壮大盛
世果蔬、九杰核桃、海波柿子等15家合
作社，研发生产出蜜桃、杏仁、佛手瓜等
礼盒装旅游商品，初步形成了以蜜桃为
龙头，以杂粮、有机蔬菜、干果为带动的
丰富产品线。“游客在这儿吃过饭，都喜
欢买几盒礼品带回去，我这儿一个月最
高时卖出了4000多元的礼盒呢。”在沟
河村生态农家乐，老板王秀军指着一屋
子的当地农产品说道。

据统计，嵩山做活“桃花经济”，推
进产业融合发展，已发展各类合作社76
家，农家乐30多家，发展乡村旅游扶贫
示范村3个、示范户70家，带动2000多
贫困户彻底脱贫。

6月的甘肃省陇南市，气候宜人，景色
秀美。在武都区各乡镇的花椒树旁、橄榄
田里、采茶路上，随处可见扶贫干部和村
民共同劳动的场景。

在马街镇沙坪万亩花椒综合管护示
范基地，笔者见到了正在管护花椒树的村
民杜全宝，他说：“去年我摘了 600 斤花
椒，收入3万多元……”近年来，武都区注

重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科研攻关、品种改
良等，使花椒产业迅速步入良性发展轨
道。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近100万亩，总产
值由2010年的10亿元上升到现在的24亿
元。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花椒占比达
到 56%，在全国县区当中花椒种植面积、
产量、产值、品质均名列前茅。

张铁梁 文/图

临朐山区脱贫走了“桃花运”

白堃元白堃元：：

不舍广元茶山不舍广元茶山，，不卸对口扶贫担子不卸对口扶贫担子

此番半个多月行程，白堃元
带有“紧急任务”：近年来，广元的
黄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亟待
制定全程生产的技术规程。作
为最早研究黄茶的专家之一，10
多年来，白堃元在浙江的天台和
缙云致力于推动黄茶产业发展，
已有诸多经验。这事，非白堃元
莫属。

现在，白堃元极力推动黄茶
在广元的种植。在他看来，市场
的本质就是供需关系，要抢占先
机就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专。由于黄茶仍属新鲜事物，
对种啥品种，怎么管理，如何采
摘、加工，又该如何包装、营销？
对这些事情，白堃元仍坚持每年
去几趟广元，亲力亲为进行指导。

如今，生态、有机、特色、精
品，是人们对广元茶叶的共识；

“米仓山茶”“七佛贡茶”“广元纯
黄茶”这三大区域公用品牌也是
远近闻名。茶产业已然成为了广
元的支柱产业。

为了广元早日脱贫，年近耄
耋的白堃元一直在行动。

20 年的坚守，累不累？白堃
元摇摇头。他说，自己的座右铭
就四个字——不忘初心。“对于扶
贫，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指手画
脚，而是应该俯下身，持之以恒地
干，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就是最好
的回报。”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了一个好
消息，白堃元在中茶所找到了对
口帮扶的接班人，是位博士毕业
的优秀青年学者。广元脱贫，指
日可待。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文/图

白堃元又要去四川广元了。老爷子年近耄
耋，面颊清瘦，满头银发，不过看着精神矍铄，说
起话来慢条斯理。从杭州到广元，行程将近 1900

公里，过去大巴、火车来回倒腾，光路上就得两天
两夜。现在虽然飞机能直达，但从市里下到村庄
仍得翻过一个个山头，这对年轻人来说也算是不
小的挑战。

从 1997 年的初次遇见，白堃元与这个深处秦

巴山区腹地的贫困市结识已有 20 个年头。即使
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任上退休后，白
堃元并未卸下对口帮扶的担子。在广元青川和旺
苍两县，远山郁郁葱葱的茶树，是扎在白堃元内
心深处的呼唤，矢志不渝。

一杯茶，唤起了白堃元 20 年前的记忆。
1997 年，浙江组织 20 多位知名企业家，前往对

口帮扶的广元、南充等地考察。这其中除了赫赫有
名的大企业，还有唯一一家科研机构，那就是白堃
元所代表的中茶所。刚开会，敏锐的白堃元就发现

“异常”。
按理应以茶待客，可每个人面前光一杯白开

水。难道广元人不喝茶？等工作人员端上本地茶，
白堃元方才恍然大悟：茶汤如同酱油水，既难看又
难以下口。当地领导私下坦言，广元确实没好茶。
怎么会？白堃元不信！2000 多年前，广元即名为

“葭萌”，意为“茶叶生长的地方”。历史如此悠久
的地方，岂会无好茶？

到村里地头一看，尽管对贫穷白堃元并不陌
生，但眼前情景还是让他大吃一惊：许多村民仍身
着中山装，脚穿解放鞋，住的土房四方透风，床上

棉絮又破又黑，经常食不果腹。考察时，白堃元还
发现，几片干枯的玉米地里藏着几棵零星的茶树。

为何不喝茶，原因水落石出——农民不懂种
茶，更不懂制茶，炒茶用的竟是炒菜的锅。最后，
炒出来的茶自然形如梅干菜，汤呈酱黑色，还带着
一股浓浓的菜油味，老百姓从不把茶叶拿出去卖，
吃饭、开会也确实拿不出手。

广元到底能否种茶？白堃元观察到，尽管当
地山高雾多、积温较低、降水量少，但分布明显的
立体气候，加上水土富硒、富锌的优势，同样无与
伦比，相反非常适宜发展高端有机茶，只要注意
茶园选址，提高种茶、采茶和加工技术，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

随即，在白堃元的脑海中，几个关键词逐渐清
晰：生态、有机、特色、精品。待考察完毕，老板们
纷纷出资，中茶所虽“囊中羞涩”，但有的却是技

术，白堃元遂与当地签订了一项名为“对口帮扶，
恢复发展广元地区茶叶产业”的协议，时间是 8 年。

从此，白堃元有了两个家，从西子湖畔到巴山
蜀水。最初，为了让技术落地，每年在广元的工作
时间有 3 个月。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他乐在其
中，白天夜里，生怕错过一分一秒。

搞产业和科技帮扶，白堃元自有一套。他先从
品种优化入手，逐渐淘汰老茶种，用“龙井 43”“龙
井长叶”“中黄一号”等无性系新品种取而代之。
再是解决种在哪里的问题，他提出“低海拔、背风
口、深土层、有水源、便交通”的建园路径。怎么
种？则主推“施足底肥、突出保水”的方法。

2000年，白堃元到了退休年龄，他却向单位申请
继续对口帮扶。就这样，白堃元一直坚持着。前几
年中茶所领导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决定不再返聘，不
过老爷子“倔得很”，仍舍不下广元的茶山。

采访中，白堃元一直强调，对口帮扶广元茶产业
发展并非他一人之劳，而是团队作战。有浙江各部
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有中茶所各类资源的
导入，也有全体同事们的无私奉献。

如今，广元茶叶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光
看茶园面积，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尤其是广元、旺
苍两县，在新世纪后，每年呈翻倍式增长。有了经济
效益，当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种茶专业户，茶农也越来
越精于管理和加工。

在浙江，茶叶的机械化炒制早已成熟应用，但
在广元仍是“一家一户，一口锅子”。“随着产量提

升，必须将种茶和制茶分离，采取分工化合作。”白
堃元很清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加工环节的
标准化。”

怎么培训？白堃元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必须在
浙江开办培训班，专门培训栽培、加工和营销，时间
为 1 个月，每期 30-40 人，吃住行由政府买单，课程
安排则交给中茶所，这一建议得到了几方拥护。作
为班主任，白堃元抵制“搞花架子”，每位学员必须下
地干活、亲手炒茶，看完先进的生产线要写心得体
会，培训班结业还得考试。

许多学员培训完都感慨：“还能这样制茶！”不过

光看没用，还得趁热打铁。如何激励主体投资生产
线，改进提升制作工艺？在白堃元的推动下，2010
年，浙江出台专项帮扶政策，在广元扶持10家企业，
只要引进一条先进生产线就予以补助30万元。

过去在广元，茶叶厂家单打独斗，所制茶叶各不
相同。如今，生产线让标准化很好地落地。“别小看
这30万元，撬动的却是两三百万的投资。”白堃元兴
奋地告诉记者，在广元这样的生产线将近 20 多条，
成了全市名优茶加工的绝对主力。白堃元坚持认
为，有限的帮扶资金就要用在刀刃上，必须产生“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

广元的茶叶恢复发展了，加工技术也日渐成熟，
但新的的问题又接踵而至，茶叶的销售怎么办？如何
开拓新市场？茶叶的品牌又该怎么建设？特别是当
青川和旺苍两地的茶园面积扩张至20万亩，营销是
一个必须解答的课题。

白堃元直言，种得再多、加工得再好，只有卖出去
了产品才能变成商品。他建议广元实施“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品牌”的“母子品牌”战略：一方面，由政府整

合资源，搞推介、做营销，降低企业闯市场的成本；另
一方面，支持市内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并购重组等方
式组建龙头企业，打通从种植、加工到终端市场的产
业链条，实现示范引领。

白堃元还给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在加工上实行精品
与中端并举，在营销上回避向南推进的同质化竞争劣
势，转而抢占和挖掘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市场。现
在，广元市重点打造“米仓山茶”“七佛贡茶”“广元纯黄

茶”三大区域公用品牌，每年由政府出面，带着各大企业
前往周边主要消费城市，进行品牌宣传和产品推介。

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合奏”，释放出事半功倍的效
果。几年中，在青川，40 多家规模茶叶企业抱团发
展，合并组建成七佛贡茶集团；在旺苍，20多家茶企
强强联合，成立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企业闯市场有
政府做靠山，政府创品牌又有企业打前战，产业发展
的层次势必得到显著提升。

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把产品变成商品

包吃包住搞培训，解决加工环节标准化

协议一签8年，白堃元有了两个“家”

找到了对口扶贫的
接班人

武都区：花椒撑起农民收入“半边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