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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清河县发展现代农业带动产业扶贫——

合作社“百花齐放”贫困户“筋强骨壮”

江苏宿豫区大兴镇：做强瓜蒌产业 扶贫“一个不落”

广西横县：点面结合织牢富民“产业网”
□□ 王华桂

在广西横县南乡镇大沙村的桑蚕产业示范
园，虽然产业园的养育培训办公大楼还在建设
中，但却不影响村里的贫困户韦厚新到产业园
务工。“我来产业园帮工，每天有近 100 元的收
入。我家已经流转了一部分土地给产业园，每
亩的租金收入为每年700元。”韦厚新说，明年产
业园正式建成后，她不仅有务工工资，还可以提
高养蚕技术，靠卖蚕茧得到更多的收入。

大沙村桑蚕产业示范园按“龙头企业+贫困
村（基地）+贫困户（农户）”模式，流转土地520
亩，每年按每亩700元一次性付租金给农户。大
沙村村民合作社投资 100 万元，按保底增值模
式，保证村集体分红10万元以上。产业园还设
置固定岗位50个以上，吸收部分贫困户进入基
地参与养蚕和桑园管理，真正实现贫困户有持
续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村集体分红收入和劳
务收入。

在横县，为增强贫困村“造血”功能，像大沙

村桑蚕产业示范园这样的扶贫产业园，全县共
有31个。近年来，横县积极组织开展产业扶贫
工作，大力推进扶贫产业与多种经营形式融合
发展，通过发展农业示范区、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
产业扶贫“造血”功能。同时，加大对扶贫产业
资金奖补到户和对村集体产业的重点支持，使
扶贫产业建设既有面上覆盖，又有点上支撑。

横县还以发展农村电商为契机，积极探索
“党建+电商+扶贫”模式，引领贫困群众借力电
子商务脱贫致富。56 家电商企业与 56 个贫困
村、125个电商从业者与650多个贫困户、95个
村淘合伙人与56个贫困村第一书记结成帮扶对
子。通过电商带动，累计帮助贫困村增收8500
多万元，2000 多个贫困户从电商发展中受益。
一张扶贫产业“网”不断扩大延伸。

2016年以来，横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0646
人，46 个贫困村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 2018 年
底的2.2%（按农村人口88万人计），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效。

□□ 钱良好 文/图

成群结队的鸭子在水里嬉闹、白花花的鸭蛋装满篮筐……望
着眼前的一切，安徽省庐江县柯坦镇葛庙社区立岗村村民徐方法
一脸的喜悦。近年来，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帮扶下，他通过自己的努
力，终于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过上了好日子。

徐方法今年57岁，是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家境贫
寒，妻子三级智力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两个女儿还在学校读书，家
里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只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面对家里的现状，徐方法曾经心灰意冷，仅凭家里几亩土地，
想脱贫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看到附近有人养殖蛋鸭挣了钱，也想
试试。于是，在镇村帮扶干部上门走访时，他吐露了心思，想发展
蛋鸭养殖，希望能得到帮助。

帮扶干部立即与镇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他们一起来到徐方法
家中，为他流转了村外的荒滩水面，搭建了2个1000多平方米的鸭
棚。农技人员手把手教他蛋鸭的饲养、防疫、疾病防治和饲料配比
技术，还带他参观了镇上的标准化养鸭场，现场学习幼鸭养殖技
术。有了技术，徐方法信心倍增。

就在徐方法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手上
缺少启动资金。为了让徐方法早日脱贫致富，葛庙社区负责人与
县农商行取得联系，为他申请了5万元贫困户无息贷款。

有了这笔钱，徐方法养殖了1000只蛋鸭。虽然每天起早贪
黑，但年底一算账，养殖还亏了本。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决心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地摸索，徐方法
终于掌握了蛋鸭的养殖技术，不仅把第一年赔的钱都给挣回来，而
且还有了盈余。随着养殖经验越来越丰富，2018年，他开始扩大
养殖规模，现在存栏蛋鸭达到3800余只，年收益超过10万元。

徐方法养殖蛋鸭成功后，遇到其他养鸭户慕名前来取经，他都
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养殖经验，乡邻蛋鸭生病，他还主动上门帮
助救治。对村里经济困难的养鸭贫困户，他不但从技术上进行帮
扶，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销售等问题。

8月7日，湖北省安陆市王义贞镇花园村电子扶贫车间，10多名易迁户正在加工电子元器件，验收通
过后，打包装车出口欧美、日本等地区和国家。近3年来，安陆市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910户1974
人，建立集中安置点54个。安陆市按照一个集中安置点至少有一个产业扶贫基地要求，统筹2630万元易
迁后扶资金，兴建扶贫车间54个，带动1000多名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增收超过1万元。 朱辉 摄

□□ 孙春丽 王双爽 林德学

“镇里教我栽瓜蒌，一亩超过五亩收（成），两
年俺家脱了贫，小康路上大步走。”这是江苏省宿
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大庄村三组村民陆敬余不久
前在镇里召开的精准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激情朗
诵的一首打油诗。近两年，该镇靠产业发展而快
速脱贫的低收入农户达1580多户。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最有力的方式，但是
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引导，就很难形成规模、彰
显特色，必须立足镇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精准
立项，精准施策，精准运作。”该镇党委书记蔡坡
深有体会地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17 年

“三夏”农忙刚结束，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导就
带领农业、水利、工贸等部门和村党支部书记以
及种养大户和低收入农户代表到潜山县、东至县

等高效农业产区观摩学习，通过走访、对比，集思
广益，最终选择以种植瓜蒌来实现脱贫致富。

17 个村党支部书记和 7 名个体大户以及部
分大学生村官先行先试，有的种60亩，有的种80
亩，最少的也有 30 亩。陈洼村党支部书记张绍
成一次就流转土地136亩种植瓜蒌，仅聘请低收
入户劳力参与常年田间管理就有16人。

做大做强产业，干部带头是关键，服务跟上
是保障。镇里因势利导，及时成立瓜蒌办，注册
6个瓜蒌生产合作社，特别是投资600多万元，兴
建占地2000多平方米瓜蒌籽加工企业，注册“兴
呱呱“瓜蒌籽商标。与此同时，一大批农户尤其
是低收入农户在扶贫信贷帮扶、干部“捆绑式”帮
扶、免费技术培训、免费机械服务等优惠政策激
励下，由当初的“不想干、不敢干”转变为“我要
干、我快干”，不但把家里的责任田拿出来种植瓜

蒌，还见缝插针，利用房前屋后种植瓜蒌。今年
以来，全镇新增瓜蒌种植户达6326户，全镇种植
总面积突破1.3万亩，今年年收入将达到8000万
元。在此基础上，2018年和2019年初，大兴镇已
连续两年举办“江苏·大兴瓜蒌节”。

启建村四组低收入户施恩东人口多、劳力
少，自己常年有慢性病，去年镇里把他家列为重
点帮扶对象，免费提供种苗和搭架用的水泥桩
等，在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种植瓜蒌 120 多棵，镇
瓜蒌办技术员经常上门指导管理。去年秋后，他
家仅瓜蒌籽就收入8600多元。老施说：“3年后，
卖了瓜蒌根，收入可以翻番了。”

有劳力的低收入户自己种，无劳力的特困户
由村干部“包”着种，带着种，全镇1589户对象户
一个也不落下。同心村八组特困户熊井昌年老
体弱，常年有病，两个孩子一个身体残疾，一个在

校读书，家境一贫如洗。去年春天，村里帮他家
流转了 3 亩土地种植瓜蒌，从种苗栽植、田间管
理一直到收获上市全部由村党支部书记徐建军
带领 6名村干部义务帮忙。秋后，3亩瓜蒌收成
良好，加上责任田种粮收入，当年就实现了脱贫
目标。今年他家的瓜蒌和庄稼长势更好，收入更
多。老熊喜笑颜开，他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
脱贫奔小康。去年，全镇其他 16 个村居都采取
了同心村的做法，46 户特困户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实现脱贫致富。

谈到今后打算，镇长卢开坤表示：“帮钱帮
物，不如帮个好思路；给金给银，不如发展好产
业。我们将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咬住目标，加大
投入，创新举措，精益求精，进一步做大做强瓜蒌
产业，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出彩，把瓜蒌品牌
做得更响亮。”

□□ 许金亭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文/图

河北省清河县在脱贫攻坚战中，积极引
导全县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发展现代农
业，走规模化、绿色发展之路，在自身发展壮
大的同时，带动贫困农民一同奔小康，收到了
喜人成效。据悉，该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200户14382人，近两年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帮扶，已有 6352 户 11717 人摘掉贫困户帽子，
余下贫困户有望在2020年前全部实现脱贫。

典型引路，走规模化、绿色发
展之路

清河县日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3
年4月，6年来带动300多户820余人走上富裕
路。县委县政府把该社树为典型，采取大会
表彰、现场观摩和媒体推介宣传等形式，在全
县进行推广。

1981年，韩冬雪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搞
起瓜果蔬菜种植。因没有规模，产品只能在
周边吆喝着卖，费力不小，效益却很不理想。
再看乡亲们，也都是车推肩挑串村或赶集市
卖，有时卖不出去，只能白白烂掉。

韩冬雪静下心来进行了市场调查，发现
一些蔬菜商贩从外地批发来的“无害化果蔬”
很受欢迎，不但卖得火，价格还高出不少。这
使她受到很大启发：必须走规模化绿色种植
之路。韩冬雪有了成立合作社、带动乡亲们
种植无害化果蔬的想法。几经筹备，清河县
日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了。

韩冬雪四处联系，与奶牛饲养场、养羊
场、肉牛饲养场签订协议，购买牛羊粪。合作
社一上路，就按照无害化标准施肥、播种和田
间管理。虽然提高了成本，却赢得了好口碑，
由本地市场逐渐扩展到京津冀的一些大城
市。千禧果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超
市卖到 6元/斤，一棚 3亩大千禧果收入就近 2
万元；比较廉价的韭菜，仅中秋节和春节、元
宵节三茬就收入1.2万多元。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合作社又投资300
多万元，把暖棚由起初的 6个扩展到 12个，冷
棚由 30个扩大到 68个，绿色种植逐步走上规
范化发展之路，今年夏季已申报“日月牌”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

韩冬雪说，办合作社不仅是为了自己致
富，还要带动更多的贫困户一同奔小康。油
坊镇赵店村的赵金柱，是个 60 多岁的独身老
人，因腿有残疾不能下地干活，成了贫困
户。韩冬雪主动找到他家，让他为合作社看
大门，不但提供一日三餐，每月还发给他
2000 元工资。记者看望这位老人时，他激动

地说：“冬雪有一颗大爱之心，她是我们贫困
户的贴心人！”

“合作社以扶贫为圆心，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都不亏待打工的农民。”韩冬雪讲了件事
儿，去年冬天一场狂风暴雨把合作社的大棚
砸了个乱七八糟，损失了 60 多万元。员工们
心想，这下咱们的工钱没准了。韩冬雪看出
了员工们的担心，为了让大家安下心来，找亲
朋好友借来一笔款，提前把工资发给大家，并
带领大家加班加点整理修复被毁的20多个大
棚，种上了高端瓜果蔬菜。通过加强管理，春
节期间产品就上市了，一棚“礼品瓜果”收入5
万多元，把暴风雨造成的损失补了回来。

差异化推进，做到“百花齐放”

清河县在推进产业扶贫中，注重引导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绿色发展主基调的同
时，创新办场办社，做到“百花齐放”。

西赵庄盛世庄园的葡萄采摘，火了乡村
旅游；东野社的1200亩桃园，吸引来了京津冀
络绎不绝的运输车辆；坝营镇现代农业园区
的四季蔬菜，火了区域内的批发市场……

各打各的优势仗，强壮了合作社的“筋
骨”，也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高裴村
农民王垂耀，流转了 680 亩土地，闯出了一条
发展富硒农业的致富之路。他在贫硒地里，
采用科学方法，施足富硒底肥，在农作物生长
的关键节点上喷施叶面硒肥，种出的黑小麦
每公斤含硒量达700微克，小米达650微克，玉
米、红薯等农作物也通过权威部门检测达到
了富硒标准，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区。

现在，王垂耀正朝着“种养结合”的循环
发展之路发展壮大：利用自产的富硒玉米秸
秆做饲料，饲养富硒蛋鸡、富硒肉牛等，力促
富硒家庭农场更上一层楼。常年或季节在
王垂耀农场打工的有 30 多名农民，农场每年
发给这些农民的工资就达 60多万元。

这几年，在差异化中找准市场定位已成
为清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共识。

韩冬雪说，我们从不“随大流”，例如甜
瓜，既种植年轻人爱吃的“绿宝”，又种植老人
喜爱的“绵甜瓜”。今年合作社引进日本的新
品种“小玉西瓜”，5月份头茬采摘时，郑州、济
南、太原等地的商客络绎不绝，在合作社打工
的几十名员工，一连几天加班加点采摘、打
包、装车，虽然忙的不亦乐乎，整个合作社却
是笑声一片。

在大田作物上，日月合作社也不与周边
合作社“挤一条路”。日月合作社种植的 800
多亩小麦，每年都会提前签好协议，作为几
家种子公司的育种基地。每当小麦抽穗后，
就派员工一垄垄地“提纯复壮”，每亩比普通
小麦多卖 300 多元，每年为合作社增收 24 万
多元。

“别人有的，我们也能千方百计变为
‘优’”。韩冬雪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原先
合作社的 200 多亩冷棚韭菜，与其他合作社
一样，采摘韭菜花以每斤3元的价格卖给酱菜
加工厂。后来了解到韭菜籽富含维生素C、胡
萝卜素、钾、钙等微量元素，具有温补肝肾的
功效，便大胆创新，购买了烘干、研磨、包装等
设备，改做韭菜籽粉加工。去年夏天，他们带

着韭菜籽粉参加第三届京津冀产品对接大
会，40克重的小包装，一袋能卖到15元。

农业结构优化，农村人均收入
1.3万元

近两年来，全县农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设施大棚的果蔬及露地菜随处可见，
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县总耕地面
积的 10%以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虽然减少
了，但总产量却逐年提高，连续两年增幅在
10 个百分点以上，全县农村人口人均收入达
1.3万元。

县扶贫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县尚有
贫困人口 958 户 2238 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
脱贫更有把握了！

“无害化山楂”“无害化金银花”“无害化
大 蒜 ”“ 无 害 化 肉 牛 ”“ 富 硒 小 米 ”“ 黑 小
麦”……清河县一批绿色农产品品牌暂露头
角。前屯村的犇鑫肉牛养殖场，靠种植的800
亩玉米作肉牛饲料，400多头牛的粪便发酵后
施在 120 亩苹果园里，兼养蚯蚓，利用蚯蚓饲
养 2000 只鸡，鸡粪填入沼气池用来发电供养
殖场照明。靠着这样的绿色循环，肉牛养殖
场每年就有 400 多万元的收入。肉牛场收益
好，打工的农民工也沾光。每逢节假日上班，
他们都享受国家规定的双倍工资。

脱贫有了带头人，农民致富的步伐更
快了。连庄食用菌合作社负责人孙鹏涛，
是个走路靠双拐的残疾青年，他培育的各
类菌菇远销全国各地。孙鹏涛发家致富后
不忘众乡亲，连续举办了三期食用菌生产
免费培训班。为了支持学员们发展菌类生
产，孙鹏涛还免费提供菌种，拖着残疾的双
腿进行现场指导，带动了 30 多名残疾青年
脱贫致富。

携手贫困户一同奔小康，正成为清河县
各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的共同心声。西赵庄村
多数农民原来都是靠农业种植过日子，农民
收入处于全县下游。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有
个叫赵玉芬的年轻妇女，流转了 2000 多亩土
地，投资建设了集休闲旅游、观光采摘为一体
的庄园，园内种植了国槐、梧桐、垂柳、白杨、
白腊等树木，林下养殖了上千只鹅，还种植了
60 亩巨峰葡萄，平日游客不断，每逢节假日，
还吸引许多城里人来这里观光旅游。村里有
60多个村民在庄园里打工。村民崔之其年过
六旬，全家 4 口人靠着 6 亩薄田过日子，每年
收入 5000 多元。土地流转后，每年仅流转费
就有 6000元，再加上他打工收入的 2万多元，
收入比原来提高了4倍多，一举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

孙鹏涛孙鹏涛（（右右））在给学员讲解平菇培育技术在给学员讲解平菇培育技术。。

脱贫故事会

徐方法正在查看养殖蛋鸭情况徐方法正在查看养殖蛋鸭情况。。

徐方法养蛋鸭走上致富路

那是2017年4月的一个午后，我背着沉甸
甸的行囊来到贵州省剑河县观么镇三合村，在
这里开始了“脱贫驻村”生涯。三合村，不是我
的出生地，我却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因为这
里有我与群众结下的乡情和亲情。

走访群众是我每天都要完成的事情。一天
早上，我到三合村二组村民彭永伍家走访，一进
家门，就看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正在烤火。我
感到非常诧异，才到10月中旬，对于我们年轻人
来说还比较热，怎么现在老人就开始烤火了？

“您好！老人家，才到10月中旬您就觉得
冷了呀，是身体不舒服吗？”我不解地问道。

“老了，经不住冷呀。从9月开始，早上都要
烤火了，请问你是哪位？”老人与我攀谈起来。
我急忙蹲下身，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回
答道：“我是三合村第一书记杨光林，今天来了
解一下您家的基本情况，看看是否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助解决。”

交谈中得知，老人名叫彭长友，84岁，是一
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曾在战斗中立下三
等功。1954年回国后，参加了西安经宝鸡至成
都铁路的修建，直到1961年修完湘黔铁路，才
退役回家务农。

战火纷飞和艰苦建设的岁月已成过往，现
今彭长友日渐衰老，儿子儿媳为了照顾老人没
有外出务工，全家仅靠几亩薄地维持生计，家庭
经济比较困难。

“家庭这么困难，当初怎么不叫您儿子向村
里申请贫困户？”我着急地问道。

彭长友老人拍着胸脯说：“我儿子当初是准
备申请的，我不准许。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

不能给党和国家增加负担。我儿子儿媳还年轻，有手有脚，必须自
食其力。争当贫困户我脸上无光！”

从那一天起，我便与彭长友老人成了忘年交，经常到他家去，
听他讲打仗、修路的故事。每每看到老人精神抖擞，我心里也就踏
实多了。同时我也暗下决心，要尽己所能帮助老人一家摆脱贫困。

2017年底，老人的孙女考上大学后享受到了相关扶贫减免
政策，他的儿子彭永伍在村里当起了护林员。2017年11月，我
又到县民政局帮助老人申请了“复员退伍军人生活困难救助金”
3000元。

去年冬天来得早。天一冷下来，我就去看望彭长友，送了他一
件棉衣。离别时，彭老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老人家注意身体，过两天再来看您。”
“我赶上了好年头，一定把身体养好，争取活到120岁！”
（作者系贵州省剑河县观么镇三合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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