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深度贫困

阅读提示：地处武陵山区边缘的松桃县，2009年全力打造
了8000多亩草场的“黔东草海”，引进该县历史上第一个毛驴养
殖基地。从“黔驴技穷”到黔驴“济”穷，驴产业托载起当地群众
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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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少雅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
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
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唐代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驴》中，一头驴
竟然吓到了老虎，全因贵州自古无驴。可近
日，记者却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简称松
桃县）见识到了“黔之驴”的新魅力。

梵净山东麓，松桃县盘石镇的“黔东草
海”上，芳草遍布，数百头毛皮黑亮的毛驴
徜徉其间，或吃草，或嘶鸣，“这是盘石镇的

‘黔有驴’生态养殖基地，也是松桃县近几
年引进的扶贫产业。”松桃县副县长刘攀告
诉记者。

自古无驴的贵州不仅有了养驴基地，驴
产业还托载起了当地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希
望。从“黔驴技穷”到黔驴“济”穷，松桃县驴
产业的基础何来，市场前景如何，带动脱贫能
力怎样？记者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深入基地，
一探究竟。

深挖资源禀赋
政府为小毛驴搭起好平台

地处武陵山区边缘的松桃县，75 万人口
中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
68.1%，是名副其实的苗乡，2014 年建档立卡
贫困户 15.87 万人，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26%。位于松桃县东北部的盘石镇更是由于
地处偏远、平均海拔较高、耕地分散，被列为
贵州省100个一类贫困乡镇之一，如何在立地
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
产业，一度成为让松桃县政府困扰的事情。

耕地不足但林草资源丰富、家底儿薄但
生态环境良好。面对杂草丛生、石漠化严重
的 3万亩林地资源，2009年，松桃县整合石漠
化、国土整治等涉农项目资金5600万元，全力
打造了 8000 多亩草场的“黔东草海”，形成了
集饲草种植、畜禽养殖和生态旅游多功能于
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

“山高路远”的劣势被扭转为“青山绿
水”的优势，目前，黔东草海上，放牧肉牛
5000 多头、羊 5000 多只、肉猪 1000 多头、兔 5
万多只、特种家禽 2 万多羽。大地是绿的，草
食动物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
各色的花朵。天苍苍、山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美丽景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

专注于发展驴产业的贵州鼎旺实业有
限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黔东草海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充沛的饲草供应吸引来的。2015
年，松桃县引进了该县历史上第一个毛驴养
殖基地。

在从来没有毛驴规模化养殖基础的贵州
养驴，还要发展成万头毛驴基地，成为当地带
动群众脱贫奔小康的产业，是不是有点异想
天开？产业投资方贵州鼎旺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秀梅告诉记者：“生态环境良好，饲草
资源充足，是毛驴养殖的关键基础。这片秀
美洁净的草场就是‘黔有驴’最好的品质背
书。”产业引进方松桃县政府也经过了深思熟
虑：“毛驴养殖技术门槛低，适合山地养殖、分
散养殖，如果贫困群众能够参与进来，将会是
一项不错的富民产业。”刘攀说。

大胆创新，小心实践，“黔有驴”就这样在
黔东草海上安下了家。与历史不同的是，这
一次的“黔驴”不再“技穷”，而是要成为助农
增收的好产业。

拓展产业链
企业让小毛驴唱出一台好戏

陈秀梅是位“80 后”，四年前到松桃县开
辟毛驴养殖基地时，她没想到自己会遇到那
么多的困难。惯于在干旱地区生长的毛驴来
到贵州，适应不了湿润的气候，大批的掉毛；
位于海拔1200米的养殖基地到了冬天就成了
山顶上的“孤岛”，车子在盘山路间一路打滑，
人上山都难，要把毛驴运出山几乎成了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但也有好消息，在科研团队的攻关下，平

均受孕率只有 70%的毛驴在松桃县达到了
80%，天然饲草养殖使得基地毛驴的各方面品
质上乘。在规模养殖的第三个年头，“黔东草
海”上的小毛驴打开了市场——基地原料专
供的驴宴火锅、黔有驴粉店开到了各大省会
城市，国内最大的阿胶生产商与基地达成合
作，基地出栏的肉驴和驴皮将获得稳定的收
购，驴肉通过精深加工，正在打造“黔有驴”绿
色优质驴肉食品品牌。

“毛驴的附加值还不止于此。”基地负责人
陈汝芳告诉记者，驴骨、驴血都是重要的药材
原料，驴奶粉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400
万元一吨，就连驴粪都是上好的有机肥原料，
每天工人清扫完驴舍，驴粪便马上被买家‘抢’
走了。”

强劲的产业发展势头让小毛驴有了带领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后劲儿”，流转土地、务
工就业，土地和扶贫资金入股，目前已经有
113 户村民从养殖基地拿到了分红。“每年分
红 1600元，再加上每个月的务工收入 2400多
元，基地进入我们乡的当年，我全家就脱了
贫。”盘石镇桃谷坪村村民田老兰告诉记者。

共享发展成果
乡亲们让“黔有驴”真正扎根

“仅仅一个基地，不能算贵州真的有了驴
产业。我们需要当地群众一起参与来养驴，
让乡亲们都能受惠的产业，才能有生命力。”
陈秀梅说。

经过前期的科研攻关和生物适应性实
践，“黔有驴”养殖基地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
如何在当地进行毛驴养殖的标准化流程。下
一步的任务，是落实“公司+合作社+农户”养
殖模式，做大养殖规模，为接下来的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打基础。并定下未来五年发展战略
计划，成立了贵州黔有驴生物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具体负责实施，计划在松桃县联合
发展 50 个专业养殖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年代
养毛驴200-300头。

“每15个贫困群众成立一个合作社，代养
200头驴，育肥周期为 8个月，公司提供驴苗、
草料和防疫服务，每头驴的代育肥纯收入约
为 1200 元，平均每户农户可以通过养驴年收
入 1.6 万元。单单这一项收入就可以保证一
户贫困家庭脱贫奔小康。这还不包括他们在
养殖之余打工、流转土地、繁殖驴驹等收入。”
陈秀梅算了一笔“保守账”。

“这几年的探索，让我们看到，对于贫困
群众而言，一头驴就是一个小银行。”松桃县
委副书记、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
长吴廷友说，“下一步我们会由松桃扶贫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资金，帮助村集体
与养殖基地进行合作，以驴产业壮大集体经
济，让‘黔有驴’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成
为‘济农’产业。”

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好戏，贵州松桃实现——

从“黔驴技穷”到黔驴“济”穷

图为2018年年底，贵州省松桃县贫困户从养殖基地拿到了分红。资料图

□□ 本报记者 张仁军

曾经的贫困，让人牵肠挂肚；今天的脱贫，
让人激情满怀。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建设镇杨家店村有农户 543 户、1873 口人，以种
植玉米、高粱、番茄、花生等农作物为生。受干
旱歉收及价格和因病、因学等因素影响，部分农
民收入少，生活陷入贫困，到 2015 年初，全村有
贫困人口104户、286人。

在镇、村两级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阜新
市实施新一轮“集团帮村”工程成员单位的鼎
力帮助下，去年，该村选准产业项目，投入资
金，成立了村集体企业——泽农薯类制品厂，
建设恒温库，购进农产品加工设备，使杨家店

村旧貌换新颜，贫困发生率低于 2%，并于 2018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今年 52 岁的村民韩井军是地道的庄户人，
说起脱贫的事儿，他有切身体会：“过去我们家5
口人就靠种 30 多亩地的玉米维持生活，父母年
迈多病，生活不能自理，孩子又上大学，日子过
得那真叫难。现在，村集体流转了我 9 亩地，一
亩地一年给 500 块钱，剩下 20 多亩地种青贮玉
米。家里还有6只‘扶贫羊’，老伴儿外出务工有
收入，我平常在村上的粉条厂干零活也有收
入。如今，日子过得宽绰多了。”

杨家店村一方面以村办企业农产品加工为
基础，流转土地 1300 亩，调整种植结构，推动农
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壮大村集体经
济。泽农薯类制品厂在生产红薯粉的同时，投

资建设存储量200吨的恒温库，购进薯干加工设
备，做到加工与存储“两条腿”走路，避免了种植
风险。同时，依托村党支部领办的养殖合作社，
发展林中圈舍和坡地养殖，并对扶贫羊集中管
理。投资建设养鸡场，发展品牌草地溜达鸡和
鸡蛋，做到农民增收和集体收益双赢。

据驻村“第一书记”耿磊介绍，去年，杨家店
村已实现整村脱贫摘帽。今年，村里确定下一
步目标，就是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优化，让农民生活向全面小康迈进。

彰武县章古台镇宏丰村同样是“集团帮村”
工程项目村。在“集团帮村”成员单位和驻村干
部的帮助下，宏丰村因地制宜，建设了红鲜椒特
色种植、牛羊养殖和精品果园等脱贫项目，带动
农民增加收入，实现脱贫摘帽。

为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牢
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重点帮扶贫困程度深的
贫困村如期脱贫，根据《中共阜新市委阜新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精神，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中扎实
推进新一轮“集团帮村”工程，确定阜蒙县建设
镇杨家店村、彰武县章古台镇宏丰村等 16 个重
点贫困村为新一轮“集团帮村”工程项目村。通
过集团式帮扶，到2020年末，实现项目村主导产
业形成规模、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
发展、村容村貌整洁靓丽、基层组织领导发展和
服务群众能力显著提高、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稳
定脱贫、贫困村全部销号、两个省级贫困县如期

“摘帽”。
据悉，实施“集团帮村”工程 7 年来，全市先

后 4 轮共组建 56 个帮扶集团，帮扶重点贫困村
56 个，实施脱贫项目 457 个，使 1.95 万户、5.2 万
贫困人口直接受益，多数村已成为脱贫攻坚整
村脱贫示范村。

阜新市：“集团帮村”合力攻坚

□□ 本报记者 邓保群 姚媛

云南省罗平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
热条件好，在 30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有
80 余万亩集中连片油菜花，6 万亩光叶紫
花苕和近百万亩上千种野生植物蜜粉资
源，如此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蜜源优势，不仅
吸引蜜蜂到此繁衍生息，也成为养蜂人向
往之地。

有花海，有蜜蜂，有和蜜蜂一样勤劳的
人，因而产生了“甜蜜的事业”。近年来，罗
平县采取政府引导、龙头带动的方式，打造

“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运
行模式，实施“一窝蜂”精准扶贫行动，截至
2018 年 6 月，先后投资 700 万元扶持全县
868户、2962人通过发展蜜蜂养殖脱贫。

据了解，罗平县现组建了20个蜜蜂养
殖专业合作社，50个蜜蜂养殖基地，合作社
与蜜蜂养殖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将其吸纳为社员，每户贫困户每年可分
红 1000 元至 2000 元。蜂产品由芭蕉箐农
业科技开发公司和腊峰蜂业公司与合作
社、贫困户三方签订收购协议，实行市场保
护价收购，每箱蜂可实现利润1500元左右。

在“中国蜜蜂文化第一村”芭蕉箐村，
蜜蜂繁忙，人也忙得不亦乐乎，村民宋文科
说：“家里有十几箱蜂，每箱一年可以割出
2000元左右的蜜，收入还算不错！”

养蜂的人多起来了，也带动了相关产
业，村民李云才就专门做蜂箱，“一周大概
能生产 100 多个，每个蜂箱售价 120 块钱，
一年下来能有十来万的收入。”

为了打开蜂产品市场，拓宽销路，基地
还为养殖人员提供蜂蜜的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培训，充分利用
互联网电商平台以及各种新兴媒介，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直
接利益联结关系，秉承“认养一窝蜂，甜蜜两家人”的发展理念，开
展“一窝蜂认养”精准扶贫行动。

何谓“一窝蜂认养”模式？据芭蕉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翁建雄介绍，认养人支付 3000元就能认养一箱蜜蜂，认养
的蜜蜂寄养在公司基地或贫困户家里，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
贫困户养殖，认养人每年至少可获得12公斤土蜜蜂。

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发展，罗平县养蜂业的品牌打响了，先后
荣获“全国蜜蜂春繁基地”“国家优质蜂产品生产基地”“国家成熟
蜜基地”等称号，注册了“罗平蜂蜜”国家地理证明商标，并成功举
办了 2017年、2018年“中国·云南·罗平国际蜜蜂文化节暨蜂产业
高峰论坛”。

“养殖投资小、见效快、不占耕地、不用粮食。”翁建雄觉得，未
来养蜂业的市场前景应该会很好。截至2018年，罗平县全县养殖
蜜蜂5.36万群，培育蜂产品加工龙头企业3家，年加工生产蜂产品
3000余吨，实现蜂产业产值1.5亿元。

“现在喂蚕省时又省力，我要扩大养蚕规模！”日前，广西柳州市柳
北区石碑坪镇新维村贫困户朱燕梅说，以前没有喂蚕机，不但要区分大
蚕小蚕各自的区域，很耗费时间，而且喂桑叶时还经常会踩到蚕。蚕房
改造后，空气流通好了，容易误伤蚕的难题解决了，喂蚕效率也大大提
高，现在只需要 5 个人就能完成过去 10 多个人的工作量。

2019 年，柳北区推出蚕房标准化建设项目，由镇农业服务中心组织实
施，免费在辖区三个主要桑蚕养殖村的贫困户中全面推广，拟更换屋顶
1920 平方米，建设自动投料系统、自动上蔟系统各 23 台（套）。建成的标准
化蚕房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大蚕房的条件，具备隔热、通风、控温补湿、轨道
喂叶、方格蔟自动上蔟等功能，贫困蚕农的蚕茧产量、质量提高了，养蚕更
省时、省力了。同时，柳北区采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合作社保
价回收蚕茧，确保农民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带动更多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建
设中，培育出一批技术过硬、专业性强的职业农民。 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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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静宁县通过实施“补助建棚、贷款养牛、良种
补贴、新增奖补”等措施扶持肉牛养殖产业，截至目前，全县肉牛
存栏量达6.5万头，出栏1.72万头，其中3.04万头牛由1.03万户贫
困户饲养，牛产业已成为当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和富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之一。图为该县界石铺镇康源牧业养牛联合社的工人正
在饮牛。 王毅 摄

柳州市柳北区

全面推广蚕房标准化建设项目

陕西省动员省级社会组织
成立12个脱贫攻坚合力团

为全面动员陕西省省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7月 24日，陕西省民政厅联合
省扶贫办在西安市召开省级社会组织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推进会。会上，陕西省民政厅动员 143家省级社会组织成立了
12 个脱贫攻坚合力团，每个合力团由 10 家以上省级社会组织组
成，以“多对一”方式集中帮扶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区）和省民政
厅牵头包联的洛南县。会议明确了合力团的责任、重点任务，并
对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合力团和对口帮扶的深度贫困县
进行了工作对接，商讨下一步帮扶计划。

据了解，作为全国最早一批启动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省
份，陕西省各级民政部门采取有力措施，3年来共引导动员近8000
家社会组织发挥行业优势，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慈善救
助、志愿服务等工作，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5亿元，帮扶贫困群众46
万余户，为陕西省脱贫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 赵波 秦华

西藏林芝市优质农产品
组团进驻广东交易市场

7月 20日，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在广东省广州
市挂牌，西藏林芝市的优质产品组团进驻交易市场。“林芝馆”现
场制作新鲜松茸，还有藏猪火腿、“林芝老酸奶”、林芝茶叶等，林
芝市的优质农产品主打“原生态”“健康”牌，广受消费者青睐。

据了解，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协调了林芝市委宣传部和
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旅发局等多个部门，组织了20多家企业的
200多种产品率先在交易市场中亮相。在先期进行的企业对接座
谈会上，有进驻意向的企业达 40多家，涉及干松茸、藏猪火腿、藏
香和茶叶等400多种产品。

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经
营。市场主要提供给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西藏、黑龙江
及重庆 8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贫困地区，以及广东省 21个地级以上市经营特色扶贫产品，所
有铺面三年免租金。 梁兰

7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科右中旗举办万人刺绣
培训大会，现场签订订单合同
1000万元，创造了“规模最大的
蒙古族刺绣技艺展演”大世界
基尼斯纪录。2016 年以来，科
右中旗以图什业图王府刺绣扶
贫车间为平台，在全旗173个嘎
查培训农牧民 1 万余人，带动
2.1 万余名妇女参与到刺绣产
业中。图为展演期间，刺绣老
师在指导刺绣技艺。

白俊华 闫维国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