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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故事

□□ 康宇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文/图

“不烧一把火，不见一缕烟，秸秆变成
钱，大家笑开颜。”这两年，这句顺口溜成了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每个村子最流行的
一句话。

科右前旗作为农业大旗，拥有416万亩耕
地，玉米、水稻、甜菜、马铃薯是主导产业，每
年仅玉米秸秆就达 110 多万吨。秸秆曾是当
地农民烧火做饭、喂牛喂羊的好原料，但随着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秸秆渐渐失去用
武之地，用不上、烧不得、没处扔，成了让农民
和基层干部头疼的“烫手山芋”。

近年来，科右前旗为解决这“老大难”探
索出了新办法，秸秆综合利用串起一条低碳
环保、百姓增收致富、取之农业又反哺农业
的“绿色产业链”。

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小秸秆要拉动大产业，政府解放思想、出
台政策、积极引领是关键所在。

2015 年，兴安盟与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及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共同主办了全国性秸秆产
业化大会，拉开了兴安盟秸秆产业化序幕。
2016年，原农业部、内蒙古政府将兴安盟列为
秸秆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地区，推动兴安盟秸
秆综合利用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科右前旗作为全区秸秆综合利
用样板县，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引进优质
新型企业助推产业发展，2016年，爱放牧生物
质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放牧集团”）
入驻科右前旗以来，该旗已构建了一条绿色
产业链，实现农业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

爱放牧集团是内蒙古首个万吨级秸秆生
物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年
生产炭基缓释复合肥9万吨，采用国际领先的
秸秆中低温厌氧快速炭化分离技术，生产生
物质炭基肥、高端专用肥、液体叶面肥、土壤
改良剂等系列产品。

“公司始终坚持‘立足农业、高效利用、循
环利用、绿色创新、反哺惠民’的经营理念，把
秸秆经过炭化处理后，变成炭化肥料，实现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推动农业可持
续、可循环发展。使用生物炭基肥，能节省肥
料、农药支出，实现增产，每亩可增收255元。”
爱放牧集团负责人于哲伟说。

据了解，爱放牧集团的入驻，还有效化
解了政府在环境整治问题上与群众的矛盾，
农民们不再随意乱烧乱扔秸秆，道路干净

了，环境变好了。俄体镇齐心村村民马文军
高兴地说：“现在秸秆能卖钱，能换肥，看我
们村多干净！”

脱贫攻坚战线上的“生力军”

“政府部门要及时了解掌握企业发展情
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政策服务。”

“让企业减税降负，确保民营企业应享
尽享。”

一个个掷地有声的优惠政策，让科右前
旗民营企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科右前旗提
升政府服务，优化高效便利的“软环境”，努力
增进外来企业的归属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为每个企业量身定制优惠条件。

“政府不仅给我们提供优厚的招商政策，
还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去年企业
退税 172.6 万元，让我们感到政府亲商、优商
的态度，我们一定会打出一片新天地。”于哲
伟坚定地告诉记者。

爱放牧集团在做大做强的同时，投桃报
李，积极争当社会帮扶排头兵，成为科右前旗
脱贫攻坚战役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两年来，爱放牧集团累计为各类公共
福利事业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达100万元；

2017 年 12 月，爱放牧集团向巴日嘎斯台
乡兴村源颗粒厂和归流河镇禾清源颗粒厂共
捐助4万元人民币，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购置
生产资料；

2018 年，爱放牧集团在归流河镇北民河
村、大石寨镇勿布林村建立秸秆扶贫造粒车
间，每村设备投资款近40万元，可为村集体每
年每村增收近50万元；同年，还在俄体镇景阳
村和团结村建立两个玉米芯、玉米秸秆收储
站，可有效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300 户，每
年为村集体增收近50万元。

兴安村村民包田喜说：“以前这些秸秆只
能留在田里烧掉，现在一亩地的秸秆能卖160
块钱。”

今年以来，科右前旗按照一个企业带动
一方群众的理念，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产业带动，助推了该旗农村贫困户脱贫致富，
极大提高了农牧民生活水平。

“小秸秆”撬动“大扶贫”

今年春耕期间，科右前旗市场上的新兴
肥料“热卖”。“我今年是用20多亩地的玉米秸
秆跟公司换的炭基肥料，这个肥用着效果不
错。”居力很镇红心村贫困户王远峰告诉记

者。
去年，爱放牧公司推出“百村千户秸秆换

炭肥行动”，凡是接受公司赠肥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每年都可以用废弃的秸秆换取第二年
需要使用的炭基肥料。

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赠肥量高达 70 多
吨，总价值 30 多万元，覆盖 50 多个村，有 6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秸秆的综合利用技
术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扶贫工作的发展。去
年，由爱放牧集团、科右前旗人民政府和合作
社共同出资，在科右前旗建设了5家村级秸秆
造粒“扶贫车间”。

“扶贫车间”由村合作社提供厂房和存储
秸秆场地，旗政府和爱放牧集团出资购买生
产秸秆颗粒设备，并由爱放牧集团提供秸秆
颗粒生产技术支持，签订订单回收秸秆颗粒。

秸秆造粒设备生产线投资约 50 万元，每
年可生产近 1万吨秸秆颗粒。目前，这 5家村
级秸秆造粒“扶贫车间”已实现年收入 550 万
元，解决了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问题。此
外，爱放牧集团还用利润的 2%成立扶贫专项
基金，通过岗位扶贫、就业扶贫联结机制，帮
助贫困户脱贫。

□□ 贾锡平 贾文韬 徐凯

近日，笔者来到四川省苍溪县，农村大地一
片繁忙景象：村民们有的忙着销售雪梨，有的给
挂满枝头的红心猕猴桃施肥、除草……在五龙
镇双树村，猕猴桃园旁一块石头上刻着的“自强
农场”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笔者深入了解后，觉
得这里的经验值得借鉴。

自强不息的精神引领

走进双树村冯明武家，独臂的他正在小山
似的玉米堆边脱粒，旁边还放着几十筐刚采摘
的苍溪雪梨。

2011年，冯明武倾其所有，承包了一家纺织
厂的一个车间，生产纺织配件。经营不到一个
月，出了事故，他在制作配件时不慎将左手卷进
机器，送医后，截去了左小臂。当年年底，他和
妻子回到家乡。由于花光了积蓄，儿子又升学
用钱，2013年，欠债10多万元的冯明武被村里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艰难时刻，精准扶贫的系列政策帮了他
大忙，县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给他无息贷款 5 万
元，市、县两级帮扶单位及驻村干部为他送技
术、送物资，并以“以购代捐”的方式扶持他的

“自强农场”。
冯明武感叹道：“虽然我失去了一只手，但

有无数只手在帮助我！”
从此，冯明武更加努力劳作。2018年，他种

的猕猴桃获得大丰收，农场出栏70多头生猪，加
上土鸡养殖，年收入20万元以上。

双树村党支部书记刘华思说：“在冯明武自
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下，村里其他贫困户以他为榜
样，奋力脱贫，20多户农户（包括8户贫困户）主动
将土地流转给冯明武，并在其‘自强农场’务工。”

“有了这农场，以后肯定不会返贫了。”冯明
武的回答透着坚毅。

比产业比增收的新风气

来到文昌镇权家村3组权映昌家，新修的楼
房和旁边还未拆除的土坯房形成鲜明对比。

2016年，苍溪县政府在该村建果园，开展了
大量的宣传和技术培训，同时，为了鼓励农民自
建农场，每户支持3000元周转金和5万元以下的
财政贴息贷款。

“政策这么好，于是我就申请小额扶贫贷
款，但据说 60 岁了不能贷，我就找干部协调，终
于贷了5万元。”权映昌知足地说道

辛勤的汗水变成了丰收的果实。权映昌指
着自家的农场说：“去年我的猕猴桃初产卖了
7000多元，猪卖了 5000多元，鸡卖了 2000元，另
外儿媳妇打工挣了1万元。”

建“自强农场”，比产业比增收，在这里蔚然
成风。权家村 4 组 64 岁的刘大金对此深有体
会，他说：“周围的的人都在建农场、比发展，我
也行动起来，在农场里种猕猴桃、苍溪雪梨等。
去年我的收入就超过贫困线脱贫了，有人问我
会不会返贫，我的回答是，一点不担心。”

大家不仅比谁家的农场建得好，还形成了
团结互助的好风气。“在梨和猕猴桃的授粉和销
售季节，大家都相互帮忙，在技术上也相互传

授，毫不保留。”刘大金说。

助脱贫、防返贫的好平台

据苍溪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办公室副主
任唐伟介绍，为了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带动贫
困户发展产业自强脱贫、防止脱贫之后返贫，县
委县政府出台政策，对有发展意愿、发展能力的
贫困户，按照“四有四到户”模式，激励贫困户建

“自强农场”。
为了将分散发展种植养殖业的贫困户带入

大市场，苍溪县还推行“合作社+贫困户”抱团发
展模式，由村组建合作社，对建“自强农场”的贫
困户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五统”服务。

由于有了资金和优惠政策的支持，再加上
合作社的统一服务，苍溪县的“自强农场”如雨
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据统计，2018年，全县
已建成“自强农场”1.56 万个，发展特色产业 4.3
万亩，人均产业收入5600元，“自强农场”正成为
当地村民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双保险”。

今年54岁的林冰锋是广西省岑溪市大隆
镇白碟村的贫困户，妻子黎仁芳 2014 年在医
院检查出患有脊髓炎，花了 30 多万元医疗费
后还是于 2017 年底病故。家中现有 6 口人，
其子林灿荣和其女林灿凤长期在广东打工，
儿媳妇李海萍在家照顾她年幼的子女。发展
孔雀养殖业前，家里的经济来源仅靠子女打
工获得，生活一度比较困难。

2017年底，林冰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
力帮扶和村民林滨花的引导下，筹借了 60 多
万元资金在广西横县的一个孔雀养殖基地合
作养殖孔雀。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目前养殖场面积已
扩展到500多平方米，孔雀养殖数量也由刚开
始时的 70 多只繁殖发展到现在的 280 多只
（其中雄孔雀 70 多只，雌孔雀 200 多只）。按
照目前孔雀的市场价格每公斤200元计算，每
只雄孔雀价值约为 1000 元，雌孔雀每只价值
约为 800 元。正常成熟的孔雀每只利润可达
500元，小孔雀苗每只约为200元。

为了追求市场效益，林冰锋主要养殖成
品观赏食用孔雀，场里雌孔雀每年产出的
3000 多枚孔雀蛋，孵化后只作为扩大养殖规
模的种苗来养殖。同时，林冰锋还在 2017 年
种植了5亩优质甜脆的错季三华李，将养殖场
的孔雀粪便进行无害化发酵处理后，作为生
态肥料给果树施肥。林冰峰养殖的孔雀因良
好的品质，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商家慕名前
来订购，远销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每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左右。2018 年底，林冰
锋家庭收入 3.1万元，人均纯收入 5099.17元，

“八有一超”各项指标均达到脱贫标准，顺利实现脱贫。
林冰锋对党和政府的帮扶充满感激之情，对于今后的发展，

他笑着说：“近年来，政府给予我大力帮扶，并引导我发展种养产
业，还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我筹集产业发展资金，使我脱贫过上好
日子，非常感谢党和政府！”

从今年开始，林冰锋带动村里一些贫困户加入到孔雀养殖行
列，对想养殖孔雀的贫困乡亲，他把孔雀苗分发给他们养殖，共同
脱贫致富。对于不想养殖孔雀的贫困乡亲，林冰锋聘请他们到场
里务工，增加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 孙眉

湖北竹山
夫妻养鸡助农致富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近日，笔者到湖北省竹山县双湾村采访杨锐、王丽夫妇散养“脱贫
鸡”的故事时，仿佛置身于《牧羊曲》歌词中描绘的动人美景。

远处不时飘出阵阵“咯咯咯”的鸡鸣声，白羽乌鸡、郧阳大鸡
混在一起，数不胜数。他们夫妇的瑞博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群众
脱贫致富的故事，成为十里八村的美谈。

杨锐是深河乡双湾村二组人，2011年从部队退伍。服兵役期
间，练就了做事干练、能吃苦，重情义、有爱心的品质。退伍后他
先打工后返乡，向父亲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并取得了兽医资格
证书。

2013年，他和做过营销、电子商务等工作的房县姑娘王丽结
为秦晋之好。婚后，王丽也向丈夫学习养殖技术。

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夫妇俩从网络、电视、报纸等媒
体上了解到很多惠农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他们
暗自思量：家乡山场面积大，水草资源丰富，为何不在家乡发展养
殖业呢？杨锐把散养生态土鸡的想法与家人商量。“这主意不
错！”家人纷纷赞成。

说干就干。在乡、村、组的大力支持下，2014 年 7 月，夫妇俩
多方筹资 40 多万元，租赁了闲置多年的原堰沟小学 2000平方米
校舍、50亩山场，建成标准的孵化室和600平方米的鸡舍。

2015 年，首期引进郧阳白羽乌鸡、郧阳大鸡鸡苗共 1 万只。
夫妇俩严格按照科学养鸡的方法喂养，鸡苗全部成活，长大后投
入市场，获得散养土鸡的第一桶金！尝到甜头的夫妇俩又连续投
资放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土鸡，还专门种植了5亩黑麦草等优质草
种，收入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16 年 10 月，杨锐注册成立了竹山县瑞博养殖专业合作
社。一个月后，成立了湖北睿博生态农牧有限公司，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经营，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不久，又成功注册

“睿博农鲜”商标。
夫妇俩刻苦钻研养殖技术，不分昼夜地细心养护土鸡，并利用

邮乐购、淘宝等多家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销售土鸡和鸡蛋。一只
普通肉鸡的市场价40元左右，而杨锐夫妇养殖的郧阳白羽乌鸡、郧
阳大鸡，都是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能卖100余
元。广州、上海、武汉、十堰等地的客商纷纷购买，产品成了香饽饽。

他俩还通过免费发放鸡苗、提供技术指导、回收成鸡和鸡蛋
的方法，让当地农户饲养郧阳白羽乌鸡、郧阳大鸡，带动近20户贫
困户脱贫。 朱本双 文/图

□□ 罗新刚 钱文峰

“现在的政策真好！县医院的大夫进村为
我们检查身体，生病住院费用以后也不用我们
交了，扶贫政策真是为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健康
撑起了‘保护伞’。”近日，山东省莘县莘亭街道
办事处四女树村48岁的村民张广乐高兴地说。

2018年以来，莘亭街道办事处联合莘县泰
安医学院鲁西分院，以精准医疗扶贫为载体，组
织医务人员深入到本街道 38个村，为 116户贫
困户 310 名贫困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与他们签
订健康双签约服务协议，定期为他们提供免费
健康检查和送医送药活动。

打开扶贫户的健康档案，贫困人口的基本
情况、医院“补助”政策、“两保、三救助、三金”医
保扶持政策及住院费用补偿情况等一目了然。

“有了贫困户家庭健康档案，一家人的健康问题

就不用担心了，医务人员对我们的健康情况了
如指掌。你看每一次的体检结果、治疗措施和
住院费用报销情况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上面。”
李庄村的王金华说。

莘县泰安医学院鲁西分院对需要住院治
疗的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建立“精准扶贫绿色
通道”，医院为贫困村民实行“一站式服务”，
病人只需提供身份证、合作医疗证及贫困手册
等，医院经精准识别后按“先诊疗后结算”的规
定安排住院，并由专职工作人员帮助贫困群众
取药和报账。“报账资料由医院工作人员到病
床前收取，贫困患者什么都不用操心，出院后
只需等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领取报账资料就
可以了！”该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贫困户住
院产生的所有费用，经新农合、精准补偿、二次
兜底补偿等途径解决后，自付费用为‘零’，不
用掏一分钱腰包！”

“烫手山芋”成了“宝贝疙瘩”
——内蒙古科右前旗秸秆综合利用实现精准扶贫见闻

“自强农场”为脱贫和防止返贫扣上“双保险”

杨锐杨锐、、王丽夫妇正在喂鸡王丽夫妇正在喂鸡。。

当地农户正在将桔秆粉碎后打包当地农户正在将桔秆粉碎后打包。。

莘县医疗救助撑起贫困户“保护伞”

近年来，江西省永丰县以绿色产业助推脱贫攻坚，扶持群众利用荒山坡地营造特色经果林，在
防治水土流失、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治山治水又致富。图为永丰县新天地家庭农场里的砂糖
橘果业基地。 刘浩军 杨卫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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