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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一县一业脱贫攻坚一县一业

□□ 本报记者 张艳玲 实习生 杨毓

在峨眉山阴，岷江河畔，坐落着一座
2300 年建制史的“诗书城”，这里不仅是

“三苏”文化的发源地，也是绿色生态示
范城，更是气候适宜、物产丰饶的宜居
地，这就是四川省眉山市。眉山地处北
纬 30 度，气候适宜、物产丰饶，孕育出了

“中国泡菜之乡”“中国优质稻米之乡”
“中国柑橘之乡”“中国竹编艺术之乡”等
在全国都有名气的农业产业。

近年来，眉山积极融入成都平原经
济圈，3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先后入眉，中
国首家乐高乐园也在眉落户，在奔赴全
面小康的收官之际，眉山向世人展示着
其奋进的硕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在农
村。近年来，眉山农业农村面貌发生怎
样的变化？记者进行了走访。

“583”产业撑起一片天

在眉山市青神县百家池村，椪柑贴
上“橘香百家”标识，销往全国各地。依
托于柑橘的高标准规模种植，百家池村
人均纯收入比5年前翻了两番，成功当选
全国“一村一品”柑橘示范村和四川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

柑橘是川果的一张名片，眉山市更
是拔得头筹。2019 年，“眉山春橘”成功

登上“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榜”榜
首，全市种植面积超百万亩，占四川柑橘
总面积的1/4。

春橘酸甜，泡菜咸香。凭着一个泡
菜坛，眉山泡菜出了百亿产值的“东坡泡
菜”产业。自 2009 年以来，眉山连续 11
年举办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中国
泡菜看四川，四川泡菜看眉山。目前，东
坡泡菜已跃身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眉山“583”农业产业体系
日趋成型。东坡泡菜、眉山春橘、竹、
生猪、粮油 5 大主导产业；奶业、禽蛋、
水产种苗、东坡蜂蜜、彭山设施葡萄、
仁寿枇杷、洪雅茶叶、洪雅藤椒 8 大特
色产业；现代农业种业、现代农业装
备、现代农业烘干冷链物流 3 大先导性
产业，按照“主导产业市上统抓、特色
产业县区主抓、先导产业融入全链、主
管部门协调推进”工作机制，全面推
动，齐头并进。

与主导产业相比，县区主抓的特色
产业个头虽然不大，但却各具特色，经
过长期的市场检验，为当地农民提供了
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鼎鼎大名的

“彭山葡萄”先后在全国葡萄评比中斩
获 11 座金奖；洪雅茶产业年综合产值约
30 亿元；仁寿枇杷为当地农民增收近 7
亿元。

新业态层出不穷

3年前，原本在大学做老师的向珊辞
掉工作，回到老家悦园村种起了红心猕
猴桃。跨行创业，从零开始。因初涉农
业种植，她反复查阅资料、咨询果农、起
早贪黑。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100多亩
红心猕猴桃大丰收，产量达 60 余万斤。
为解决销售问题，她报名参加各类农民
创业培训，并建立起自己的电商平台。

不久前，向珊效仿彭山葡萄节、贵平采
桃文化节办起了猕猴桃采摘节，活动当天
吸引游客500余人，共销售近万斤猕猴桃。
在悦园村，像向珊一样的家庭农场有 50
余户，靠种猕猴桃，村子全年产值达5000
余万元，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200余人。

无独有偶。在公义镇新桥村，“稻香民
宿”成为彭山农旅、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名
片。早些年，民宿所在地杂草丛生，房屋破
损。2017年，新桥村经济合作社成立，全村
闲置的农房、废弃的砖窑厂等资源被盘活。

两年后，眉山古堰芯桥农业发展公司
成立，新桥村以“公司+合作社”模式,再将
20余亩荒地打造成特色民宿、荷塘月色、稻
香餐厅、亲子乐园4大板块，吸引周边游客
驻足，也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传统乡村变成了市民休闲后花园，
农业与旅游、文化、科技、养生等新产业
新业态深度融合、多元发展。据了解，

2018 年眉山市接待乡村游客 1080 万人
次，实现综合经营收入66亿元。

精准帮扶促脱贫

“住在山旮旮里头，路非常不好，种
点粮食都是靠人背进去，娃儿读书也很
不方便。”四川仁寿县怀仁街道黑虎社区
贫困户王金芳回忆起两年前的大山生活
仍记忆犹新。

2018 年以前，王金芳一家住在偏远
的山里，出行很不便。受益于国家扶贫
搬迁政策，一家五口搬进紧邻珠嘉场镇
的小楼房，3 个孩子都去了镇上读初中。
经社区帮助，夫妇俩就近找了工作，并种
植3亩多藤椒，家庭年收入从搬迁前的八
九千元增长到如今的5万多元，彻底告别
了大山里贫苦的生活。

王金芳家的脱贫故事只是眉山市践
行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一个缩影。
自“十三五”以来，眉山市成功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 32902 人，涉及 6 区县 120 个乡
镇 996 个村。2018 年底，11968 户贫困家
庭搬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小山村，开始
拥抱新时代美好生活。

为做好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近年来，
眉山市组织市、县、镇、村（社区）各级为搬
迁贫困户出谋划策，引导发展特色产业
12366人、现代服务业2086人、自主创业、
安排公益性岗位、就近就业安置6078人等。

诗书城下看小康
——四川省眉山市推动产业兴旺走笔

□□ 王朝阳 本报记者 肖力伟

每年金秋时节，世界的目光都会聚向
中国农科城——陕西杨凌，作为我国首个
国家级农业高新区，10月22日至26日，杨
凌赢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人气旺”，一直都是杨凌农高会的一
张最美“写真”，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三农”领域从业者，尽情畅游在“农海”
中。小到一把修剪刀，大到一台农业机
械，再到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应有尽有。

10月23日，记者先后探访了农高会C
馆、D馆，着实感受到了农高会上的“人气”。

“这个南瓜重达108斤，这两天参观的
群众特别多。”宝鸡展位工作人员王风军介
绍。围着两个硕大的南瓜，参会群众或与
南瓜拍照留念，或咨询种植技术。据了解，
这个南瓜品种叫“巨人”，是宝鸡市太白县
农业农村局2015年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
该品种生长周期快、果型大，口感好。太
白县作为高山蔬菜种植区，海拔高、光照
足、病虫害少，具有较强的优势。

说到人气旺，安康展区的一座魔芋塔
是个焦点。“从远处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魔
芋塔’，所以来看的人特别多，这两天人气
爆棚呀！”一边招呼着参会群众品尝魔芋制

品，一边为记者介绍，安康展位工作人员鲍
洪琴忙得不可开交。近年来，安康市围绕
建设“全国魔芋产业第一市”目标，成立了
全国首家安康市魔芋产业研究院，突出科
技创新，破解技术瓶颈，强化示范引领，推
进全产业链开发，推动了魔芋产业快速发
展。目前，年加工鲜芋 80万吨，产值 65亿
元以上，并先后开发出安康魔芋精粉、休闲
食品、配料食品、保健食品4大类70多个品
种，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农高会是农业领域的“科技盛会”，展
厅里展览展示的高科技设备、高新技术也
是参会群众慕名而至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C馆智慧农业展区，一台“冰箱”里种植
的绿色植物颇受群众追捧，“为啥植物长
在柜子里，没有阳光和土壤还能长得这么
好？”一名游客问。“这个叫植物生长柜，主
要采用植物营养液育苗和栽培技术，同时
通过人工智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光、水、
肥、气，没有自然因素，植物也能长得很
好。”展区工作人员介绍。

每年，无数的海内外群众汇聚杨凌参
加这一盛会，仅去年参会群众就有 166 万
人次，对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带动特
色现代农业发展、加强中外农业科技合作
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高会上的“人气王”展区嗨了

□□ 龙成

近年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
县坚持把牛养殖作为全县脱贫攻坚的着力
点和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
通过抓项目、建基地、带农户培育畜牧产业，
使全县农牧业经济有了新的增长，目前，牛
养殖已成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中潜力显现、
优势凸现的产业，县上确定为加快农民脱贫
致富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经过实际调研，积石山县制定了“1+5+

3+N”产业扶持工程（1 即户均就业 1 人；5
即户均养5头牛；3即户均种植中药材3亩；
N 即特色种植、草食畜牧、林果育苗、劳务
输出、文化旅游）和“栽多补多，种多补多，
养多补多”的激励机制，确定了通过发展养
牛业增加农户收入的脱贫战略大方向。

积石山在推进牛产业扶贫的过程中，
坚持“政府扶持与群众自筹相结合，全程技
术服务与扩量增收相结合，合作社带动发
展与广泛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注重激
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对所有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发展牛产业的给予扶
持，今年已扶持发展养牛贫困户 887 户，户
均补助 3000 元，发放补助资金 266.1 万元。
并且通过饲草种植、收购带动养牛户 7098
户，户年均增收 200 元。围绕养牛产业，推
动深度贫困村发展旱作农业等产业，基本
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

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完善的运营体
系。首先，按照“户申请、村核实、乡镇审核、
县级备案”的程序，由乡镇政府根据贫困户
发展需求签订养殖协议，组织贫困户自行实

施到户产业项目，通过乡镇自验和县级验收
后，由乡镇政府将扶持资金通过“一卡通”直
接兑现到户。其次，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
金、谁负责任”的原则，建立全过程、公开透
明的监管机制，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确保项
目和资金安全运行。同时采取群众自愿的
原则，按照产业扶持相关政策，将奖补资金
入股到合作社，进行贫困户分红。最后，按
照“党委政府主导，公司化运作，贫困户入社
入股分红”的总体思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

积石山牛

本报讯（记者 刘强）在日前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5 位
妇女代表围绕“脱贫攻坚路上的巾帼力
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 位代表分别
是：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鑫鑫
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岳桂玲，陕西省
扶风县召公镇吴家村村民王喜玲，湖南省
花垣县十八洞村原党支部书记、十八洞村
妇联主席石顺莲，广西灵山县三海镇苏屋
塘村村民甘有琴，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
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代表们一致认为，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广大妇女同
胞巾帼不让须眉，撑起了脱贫攻坚战的“半
边天”，像苗绣一样“绣”出一片新天地。

石顺莲曾经是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
在退休以后帮助村民做起了苗绣。她告
诉记者，做苗绣就是为了让村里面的留守

妇女能在家门口赚一点钱，现在苗绣也越
做越好。从2018年开始，中车株洲公司和
十八洞村合作，让高铁和苗绣结合，村民
们在家里就能做中车的大单，每个绣娘一
个月可以拿到2000至3000元的工资。

甘有琴，网红“巧妇9妹”，是一位农村妇
女。2019年她的全网粉丝达到1000多万，
视频总播放量达10亿。2019年帮助家乡销
售农产品 1200万斤，销售额 3700多万元。
她说，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更多有需要
的人。“现在我们联合字节跳动和今日头条
做了一个项目，‘巧妇9妹03生鲜直播孵化
基地’，把新鲜的水果以及鸡鸭鹅销往全
国，这是个免费培训项目，直接到平台报
名，我们会把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再注册
一个号，就可以在西瓜视频、抖音直播带货，
以此来孵化更多的网红，带动农产品销售。”

妇女代表谈“脱贫攻坚路上的巾帼力量”

“绣”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