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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县既是国家级生态县，又是红色革
命老区县。莲花县依托丰富厚重的“红色”
文化资源，研发了一系列红色党课，并按照

“课堂在田野，吃住在农家，人人当教员，百
姓齐参与”的理念思路，于 2016 年 10 月在坊
楼镇沿背村组建了全国第一所没有围墙的
干部学院——甘祖昌干部学院，纳入了中央
组织部党性教育培训基地备案目录。截至
2019年 10月底，已吸引全国 20多个省、市（自
治区）4万余名学员前来学习培训，成为红色
培训的新地标，开辟了革命老区以红色培训

助推脱贫攻坚的新路径。
目前，沿背村已开办民宿55户，其中贫困

户9户，共有床位220多个。三年来，全村民宿
总收入达439万元，户均增收8万元。同时，与
江西银行对接联络，组织沿背村既不能参与讲
课演出，又无法开办民宿，也没有提供公益岗
位的24户贫困户，免息贷款购买了4辆旅游大
巴车、2辆商务车，组建成立了客运车队，让贫
困户变“分红户”。从2017年11月至今，大巴车
队运营收入达130余万元，入股的贫困户每年
每户可获得3600元的“分红”收入。

与此同时，莲花县不断丰富“绿色”文化资
源，着力推动境内各类生态资源系统开发，促
进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系统融入，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打造人民安居乐业的“莲花福
地”、国内知名的四季花海旅游目的地，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莲花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莲花县生态旅游扶贫通过以“政府+公
司+旅行社+农户”模式，引导贫困户参与生态
旅游产业建设，让贫困群众在旅游开发中增
效、增收。全县 44个村纳入全国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规划建设一批以农事体验为主的

农家乐旅游产业项目。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旅
游产业，成立莲花旅游发展公司，形成以市场
为主体的旅游投资实体，促进生态旅游扶贫
示范带跨越发展，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近年来，莲花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强烈意识，着力构建生态制度、生态
质量、生态经济、生态创建、生态惠民五大新高
地，努力打造“莲花福地”“红色绽放”“生态文
明”三大名片，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为革命老区和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态扶贫探索新路径。

□□ 本报记者 李锐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南临淮河，北靠西淝
河，颍河、济河贯穿其中，素有“五河三湾七十二
湖”之称，地处沿淮低洼处，是海拔高度仅 19米
的行蓄洪区，2011 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和大别山片区县。上世纪 90年代，颍
上县为配合抗洪救灾行洪、蓄洪 45次造成经济
损失约 62亿元，当地长期陷于无法发展稳定长
效产业的脱贫困局。

近年来，颍上县按照“宜水则水、宜牧则牧、
宜渔则渔”的原则，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水禽养
殖、水生蔬菜“三水”产业，探索出一条以水兴县、
以水富民的路子。

面对“水利不兴、百业不举”的严峻形势，颍
上县先以治淮为重点，筑堤建坝，开沟挖塘，蓄泄
兼治，着力完善庄台及行蓄洪区的水利功能，加
快水患向水利的转变，变“民生洼地”为“生态宜
居高地”。

针对地理条件和资源特点，县政府编制出台
《沿淮行蓄洪区适应性农业发展规划》《颍上县水
域滩涂养殖发展规划》，明确在长期淹水湖洼地
地域，尽可能实行退耕还湖、还水、还湿，发挥湿
地生态功能，利用丰富水草资源，发展淮河麻鸭、
皖西白鹅等优质水禽；在水稻产区、淮河颍河河
道滩涂区、沿淮蓄滞洪区和沿湖低洼地区扶持发
展水生蔬菜；在八里河、煤矿塌陷区、灵台湖等重
点水域发展水产养殖，着力发展“三水”产业，走
农牧结合、立体种养、产业脱贫发展之路。目前，
发展稻虾、稻泥鳅、稻蟹等综合水产养殖 20 万
亩，发展莲藕、茭白、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10万
亩，发展鸭、鹅等水禽养殖 300万只。利用沿淮
洼地水草繁茂的优势，发展牛、羊 10 万头，“三
水”产业的“骨架”和版图日益完善。

颍 上 县 委 加 大 政 策 扶 持 力 度 ，从 2017
年-2019年连续三年对稻渔综合种养明确给予奖
补，对当年新增稻田综合种养面积50亩以上的，
每亩奖补300元。对贫困户发展优先支持，凡贫
困户自己发展稻田综合种养4亩以上的，每亩奖
补1000元，每年最高补助5000元。凡稻田综合经
营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按带动脱贫户数每个
奖励2000元。县政府出资8000多万元设立农业
发展小额信贷风险保证金，为全县行蓄洪区发展
特色产业的贫困户和带贫主体，购买“保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实际收入”的农业综合保险。

引进湖北省监利县楚莲源莲藕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设项目，通过“两入股—合作”模式有效
带动贫困户脱贫收入。其中通过流转 102户贫
困户土地入股及带资入股方式，带动贫困户每
户年增收 5000 余元。引进安徽省云富翔有限
公司，发展稻田小龙虾（河蟹）等综合种养基
地，提供 80 个就业岗位，带动 70 多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全县 78个贫困村均实施特色产业扶贫
项目，每村均有一个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一个以上的产业扶贫基地；帮扶每一户有条件、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展一项以上特色种养
业，根据奖补标准，每年给予每户 5000 元产业
发展扶持资金……

颍上县支持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能人大
户、家庭农场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支持行蓄洪区贫困户自主调整种养结构，发展特
色产业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带贫减贫长效机制，促进贫困村集体
经济和贫困户增收。

数据显示，颍上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
10.39%降至 2019年 6月的 1.21%，正式退出国家
级贫困县序列，实现了从穷在水上、困在水上到
富在水上、美在水上的蝶变。

安徽颍上县

“三水”产业带来的蝶变

唐志评

科技扶贫的“土专家”
【故事讲述人】蒋甲济

2018年秋天，广西兴安柑橘滞销，12万斤果烂橘园，倾倒路旁，
226家果农遭遇损失，一脸苦相。

2019年秋天，兴安柑橘货畅其流，24万斤好果成为“抢手货”。
果农们拨拉着果子，笑着说：“果好、‘路’通、人给力。”
他们所说的“人”，名叫唐志评，是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名科

技特派员。
唐志评是个“土专家”：在县水果技术指导站干了30年，把兴

安10个乡镇的水、土、塘、温、虫、蛾都了解个遍，对适宜水果种植
的各项条件烂熟于心，从土里刨来的“经验”很管用。

5年前，兴安柑橘产业遭遇“黄龙病”，唐志评到处游说“砍！一
棵莫留！死得干净，活得才洒脱！”这“黄龙病”是柑橘病时的“癌
症”，不死也是祸。于是，全县的柑橘一夜之间换上了“南丰蜜橘”，
两年开始挂果，三年盛产，柑橘产业重振“雄风”。现在，全县的“南
丰蜜橘”年产量达 24 万斤，产值达到 7 亿元，带动贫困户 510 户
1555人脱贫，成为脱贫大产业。

唐志评这位“土专家”擅长“田野沟通”。唐志评每日都要到
田间地头去，走访果农的果园，观察并了解果树的生长情况，查
看其是否有病虫害，为农户购进果蔬种子或苗木提供咨询。

农民什么最缺，他就专门“进补”什么。他举办各式各样的种
植技术培训班，辣椒、葡萄、蜜橘、罗汉果和猕猴桃等作物全在他的
笔记本上；果蔬的生长习性、繁殖方法、栽培技术要点，一一罗列；
常见病虫害及解决方案等条分缕析，唯恐遗漏。什么品种施哪种
肥，打哪种药，事无巨细。有时，连盖个尼龙膜，支个架，他都要把
握“方向”。

兴安贫困人口主要在山区，山区土地贫瘠，种植难度大。唐
志评在兴安种了20多年，种植面积14.6万亩，产值达15亿元的葡
萄产业，如何才能“上山”助脱贫？这个问题成为科技特派员的
大课题。为此，唐志评查资料，向高校老师请教，在海拔400多米
的山上住下来，体验温差，又比对适宜山区种植的葡萄品种，最
终选定了“温克”品种，经过3年的试种，大获成功，山区几个乡目
前已种植5万亩，产值达到6亿元，带动贫困户1120户，为山区脱
贫打好了产业基础。

2019 年 10 月 8 日，兴安县城银杏广场，喜庆的锣鼓声中，
“兴安县电子商务产业中心”成立。这是在唐志评和科技特派
员们的倡议运作下建立起来的。2018 年的柑橘滞销，他看到
了水果丰产却销售不畅的问题。如何畅通销路？外出学习时
了解到“农业+互联网”是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有效途径，
唐志评和科技特派员们建议县委县政府巧用媒体，通过微信、
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平台销售；利用网红流量，与“巧妇 9 妹”

“小六搞野”“乡野丫头”等今日头条运营团队打通破解蜜橘滞
销“经脉”。通过“党建+电商+物流+金融+扶贫”服务模式，
线上商城、农村电商，一齐使力，才使 2019 年的柑橘卖得出、
有得赚。

唐志评所服务的高尚镇等乡镇地处石漠化山区，土地土层
厚度薄，植被稀疏，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普通的果蔬存活率低。
2018 年底，唐志评考察后从邻县引进了一个新的甜柿品种——
日本太秋，再联想到兴安县遍布山间的野柿子，他向专家请教
得知，太秋早熟、树势强、结实的特点，适宜在海拔 300-700 米的
山地种植。他在兴安县农业局的支持下引进日本太秋并建立

“兴安县农业农村局甜柿示范园”，纳入 2019 年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项目，创立了近 30 亩的“兴安县农业农村局甜柿示范园”。
2019 年，唐志评所栽种的日本太秋结出了丰硕果实。

在金石山区种植百香果、猕猴桃，在白石山区种山地葡萄，在
高尚镇凤凰村种植紫玉淮山，在漠川种辣椒……一个一个新的品
种，在“土专家”的尝试下，在贫困村结出“脱贫果”，他又让这些“硕
果”沿着“网络”的时代通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国人桌上的美味，
品尝到科技的“甘甜”。

卢伟

金银花串起农家女增收新链条
【故事讲述人】茹希佳

“真没想到，中药田的效益这么好，更没想到‘娘家人’
还能帮我开发出金银花鸡和鸡蛋来，让我管着一片地，收着
两份利。”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陈师镇寿丰家庭农场主卢伟
兴奋地说。

今年40岁的卢伟本来是当地镇上小有名气的民办幼儿园园
长，但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当地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因此，留守
儿童也相对较多。为了让更多父母能在家门口就业，卢伟萌发了
发展农业种养产业的念头。可是农业经营并非易事，卢伟在摸索
中吃尽苦头。

幸运的是，正当卢伟一筹莫展时，妇联“娘家人”向她抛出
了橄榄枝。卢伟所在的陈师街道红旗村是江苏省妇联扶贫定
点结对帮扶村，“妇女的需求和困难就是妇联组织帮扶的方
向。”江苏省妇联驻村扶贫干部、江苏省委驻涟水县帮扶工作队
队员刘晓庆说。从此，卢伟和妇联组织、帮扶工作队结下了深
厚的情缘。

在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卢伟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现代农业培
训班。在培训班上学习之后，卢伟看到特色生态种养有发展前景，
便果断在陈师镇寿丰家庭农场流转了 100 亩土地，种上了金银
花。“金银花是中草药，为了确保它的药用价值，不能使用化学肥
料、农药，但田间管理的人工费用太高，让我不堪重负。”卢伟的烦
恼，“娘家人”和帮扶工作队第一时间帮忙出谋划策。“试着养鸡，鸡
不仅可以清除田间杂草，啄食害虫，鸡粪还能用作肥料，用金银花
喂养出来的鸡，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一举数得。”听到大伙儿的一
致建议，卢伟心里有了底。

在“娘家人”和帮扶工作队的持续关注下，金银花长势喜人，金
银花鸡、金银花鸡蛋应运而生。看到不断增长的产业效益，卢伟喜
不自胜：“自从加入了工作队‘安东米富’品牌，我们的金银花鸡、鸡
蛋更好卖了，价格节节升高，每只鸡从原来100元涨到168元，每个
鸡蛋从原来的1.5元卖到3元，还供不应求，我们团队尝到了农业
种养的甜头。”

在创业成功的路上，卢伟作为女性创业典型，妇联组织给予了
她“巾帼创业标兵”“最美女性”等诸多荣誉，并且还被选为涟水县
妇联执委、陈师街道红旗村妇联副主席。“在我摸索创业的路上，是
妇联鼓励了我，培养了我，我要带动更多的妇女姐妹脱贫致富奔小
康。”2019年，卢伟牵头成立了‘卢伟金银花种植基地’妇女微家，目
前，已带动周边100余名妇女姐妹就业，为低收入的务农妇女人均
每年增加经济收入6000元以上。

□□ 本报记者 胡明宝

隆冬时节，走进赣西边陲的革命老区
莲花县，群山环绕，山水相间，薄雾缠绕，
层林尽染，犹若一副绿水青山水墨画。不
久前，莲花县获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称号。这一荣誉背后正是莲花县坚
持走“生态立县，绿色发展”之路的坚守，
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
刻实践。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莲
花县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紧抓江西省生
态扶贫试验区建设试点县机遇，将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深度融合，
通过生态治理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生态种养脱贫一批、生态旅游脱贫一批等“四
个一批”，全面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努
力打造赣西生态扶贫先行区、全省生态扶贫
试验区、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态
扶贫示范区。

莲花县森林覆盖率达 73.78%，境内丘陵
起伏，河流众多，自然资源丰富。自生态扶贫
试验区建设试点以来，莲花县厚植生态资源
优势，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新模
式，逐步走出了一条结合生态保护补偿推进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

坊楼镇东边村充分利用莲花县生态扶贫
政策，大力发展林果产业。通过村干部或致
富带头人带头领办、村党员主动参与、村民

自愿参与、贫困户统筹参与的产业发展的
“一领办三参与”新模式,建立种植布朗李示
范基地 100 亩，辐射带动党员、群众、贫困户
种植布朗李 375亩，黄桃、黄金梨、杨梅、井冈
蜜柚等 480 亩，带动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
元。另外，布朗李采摘带动了百合基地和红
枫林等景点发展乡村旅游业，每年吸引县外
游客 10万余人次。

近年来，莲花县因地制宜发展兼具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林果产业和林下经济
产业。仅 2018 年，全县完成人工造林 2 万
亩，补助资金 910 万元；低产低效林改造
5.31 万亩，补助资金 1060 万元；封山育林和
天然林保护面积 23.7 万亩，补助资金 392 万
元；集体生态公益林管护 31 万亩，补助资
金 400 万元；果业扶贫面积约 3400 亩，涉及
贫困户约 1000 户，补贴资金 34 万元；油茶
造林约 4800 亩，涉及贫困户约 600 户，补助

资金 393.6 万元。
结合精准扶贫，探索政府购买生态环境

管护服务机制创新，成为莲花县推进生态扶
贫的一抹亮色。2018年，莲花县选聘了345名
贫困户担任生态护林员，267名贫困户担任生
态护河员，800多名贫困户担任保洁员，每人
每月发放工资约1000元左右。通过贫困户参
与生态保护，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实现贫困
户增收。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莲
花县将打造生态产业作为生态扶贫的重要抓
手，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打造了一批生态扶
贫生产基地，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借牛
还牛”“借鸭还鸭”、提供就业岗位、发展休闲农
业观光旅游等形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贫困户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莲花县吉内得有机和绿色水稻生产基地
位于高滩村，这里地理位置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稻米生长周期长，土壤富含硒元素，生态
环境绝佳。基地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通过

“老种子+传统耕作”的模式，将贫困户嵌入到
生态循环产业链上，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
有机水稻模式。

高滩村十组贫困户罗道启，儿子肝硬化，
每年治疗费用要几万元。2017年，在吉内得
公司带动下，通过“借牛还牛”模式，领养了 3
头牛。有机稻田产生的稻草给贫困户喂牛，
牛粪还田，增加土壤肥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
环模式。农忙时节，罗道启带着牛在稻田犁
地，一天还可以赚200元。

“上个月刚卖了一头牛，像我们这种生态
养殖的牛肉价格高，卖了 1.4万元。”据罗道启
介绍，依托吉内得公司的带动，实现了多重收
入，流转给公司 7 亩撂荒地，每亩流转费 420
元，务工收入每月2700元，加上种植油菜及平
时出售土特产的收入，去年挣了近 4万元，罗
道启轻松实现脱贫。

像罗道启这样的当地村民还有很多。该
基地还推行鸭稻共生、稻田养鱼等扶贫模式，
并通过订单农业带动了莲花县传统大米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1225户农户增收，被国务院扶
贫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为全国就
业扶贫基地。

无独有偶，莲花县胜龙牛业坚持生态养
殖，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在良坊镇清塘村、梅州村、高坵村贫困户领养
了500余头“扶贫牛”，在良坊镇梅州村等贫困
村发展了 2000亩皇竹草产业，带动 1400余户
贫困户增收。

莲花县与井冈山大学、安徽霍山县跃胜
百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百合扶贫产业进

行深度合作。井冈山大学负责提供先进的科
研技术和强大的专家技术团队，霍山县跃胜
百合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百合种植销售加工
等。一年来，带动 24个村 8000余农村劳动力
从事百合种植，种植面积达1500余亩，每亩年
收入达8000元左右。

近年来，莲花县以“立体循环农业、高效
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为发展方向，建成
荷花博览园、优质水稻油菜示范园、高效蔬菜
示范园、农产品加工物流贸易产业园等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吉内得新田园休闲综合体产
业园、井冈缘杜鹃红生态园等现代田园综合
示范平台，打造了一批坚持生态保护与脱贫
攻坚有机结合的生产基地。

绿色打底擘画生态扶贫试验田
——江西省莲花县生态扶贫试验区建设观察

厚植生态优势，实施一批生态扶贫工程

创新扶贫机制，打造一批生态扶贫产业

开发“红色+绿色”资源，发展一批生态文旅产业

位于山东省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把乡村旅游、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脱贫攻坚密切结合，全县所有AAA级以上景区均创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带动
近千人就业脱贫，实现了乡村旅游兴旺，农村产业红火，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保护的
喜人局面，该县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特色产业百强县、全国农村创
业创新典型县。图为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非遗产品展示区的非遗工艺品，吸引游客购买。

郑树平 摄

莲花县吉内得有机和特色水稻生产基地。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