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举旗 全面小康

□□ 本报记者 唐旭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陕
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就藏在这样
的山区中。

十几年前，金米村还是个“吃水肩挑人抬、
赶集翻山越岭”的贫困村，2015 年贫困发生率
达 21.85%，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88 户、553
人。如今的金米村，却在众山环绕下犹如一颗
蚌中珍珠，散发着勃勃生机。这一变化全来自
金米村的一个宝贝——木耳。

秦岭多宝，木耳就是一个。近年来，柞水
县把木耳产业作为“一县一业”的重点来抓，带
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金米村由此发生改变。
截至 2019年累计脱贫 187户、549人，贫困发生
率降至0.23％。

在超过4000平方米的大棚里，肖青松和妻
子何小燕正在采摘木耳。大棚里整齐有序地
挂着 17 万个菌袋，每个菌袋上密密麻麻生出
200多个黑黝黝、肉乎乎的木耳。

“几年前还在城里打工的我听说村里有
‘借棚还耳’的项目，马上回来‘借’了两个大
棚。现在种植木耳3.36万袋，实现增收4万元，
2019 年我就‘脱贫摘帽’了！”肖青松兴奋地为
记者介绍着他回乡的经过。

肖青松口中的“借棚还耳”是柞水县为鼓
励贫困户加入木耳种植产业想出来的办法。
所谓“借棚还耳”或者“借袋还耳”是由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企业签订借贷合同，农户与村集体
经济组织签订“借棚还耳”“借袋还耳”协议。

村集体经济免费提供大棚和木耳菌袋，每季木
耳采摘结束后，农户将成品耳上交统一销售，
村集体组织将销售资金扣除借袋成本后返还
贫困群众。

柞水县的这种方式，让贫困户无须资金就
能参与木耳产业。每户贫困户都能被吸纳进
木耳产业，享受到产业带来的效益。

目前，金米村将所有的木耳大棚和菌包认
领到户，带动 130 户贫困户积极参与木耳产业
发展，户均增收 4600 元，金米村的木耳产业越
做越旺。

小小的木耳能带动整个金米村脱贫致富，

仅有吸引贫困户的巧办法还不够，优良的技术
也是木耳产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

“上任后，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柞水县有得
天独厚的木耳生长条件，可是木耳产业技术研
发滞后、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让木耳质量上不
来，销路打不开。”作为挂职干部，利斌 2018 年
到柞水县后，就发现了这个制约木耳产业发展
的问题。

发现问题后，利斌积极协调搭建了李玉院
士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及深加工基地等创
新平台，先后协调科研骨干人员 30 余人次，培
训农户和技术人员千余人次，为柞水选育出 5

个宜栽品种并大面积推广，研发出木耳超微
粉、木耳益生菌等示范产品，有效提升了产品
附加值。

目前，柞水已搭建了木耳研发中心、大数
据中心、原种繁育中心等平台，研发出了木耳
菌草茶、木耳益生菌、木耳挂面等深加工产品，
通过“借袋还耳”“借棚还耳”、土地流转等方
式，帮助全县6944户产业扶持户户均增收5000
余元，稳固了长效产业脱贫之路。

“两年间，全村的木耳产业发展到百万袋
级别，离不开每位党员的努力。”金米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江百川说。在江百川看来，
这一切与金米村坚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
为产业脱贫的有效支撑密不可分。

金米村组建了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推
行“党支部+集体经济+贫困户”模式，通过支委
联产业、党员联农户，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
富的“双联双带”模式，覆盖全村贫困户。村党支
部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成木耳分拣包装生产
线，带动贫困户130户，户均年增收4600元。

2020 年金米村种植木耳 185 万袋，共有 89
个大棚木耳及部分地栽木耳，其中智能连栋木
耳大棚 5 个，农户通过手机即可实现对大棚的
控制，同时根据电脑实时数据分析，自动控制
通风、遮阳、喷水等操作，实现了大棚操作实时
化、智能化。

如今，金米村不仅有“金耳朵”，还发展林
下经济作为主导产业的有效补充，发展中药材
和早园竹套种基地 500 亩，通过领养和租赁经
营，带动贫困户3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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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季节的青海高原上，牦牛藏羊膘肥体
壮，沿黄流域的冷水鱼逐年增加，河湟谷地数百
亩马铃薯喜获丰收。一幅幅以产业为支撑的美
丽乡村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产业是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源。自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以产业扶贫为主线，变“输血”为“造血”，不
断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开启了一条稳
固长效的脱贫之路。

抓特色重效益，激活致富造血功能

“草原的太阳升起来了哟，格桑花儿开了；家
里的牛羊多起来了哟，生活条件好了；幸福的日
子过上了哟，脱贫农牧民笑了”。

入冬后的直亥雪山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辽阔的森多草原，牛羊如珍珠般散落其间，贵南
迎来了高原丰收的季节。59 岁的冷本加在自家
门口，望着悠闲踱步的牦牛，用自编的藏歌吟唱
着家乡的美好生活。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地处龙羊峡上
游，自脱贫攻坚战启动以来，探索出“一人一牛，一
人十羊”的到户扶贫产业发展之路。2018年，贵南

县全面完成30个贫困村退出，2193户8636名贫困
人口成功脱贫，实现脱贫摘帽目标。如今该地区的
黑藏羊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产业优势并非一蹴而就，青海省通过落实“试
点探索、示范推广、全面提升”三步走战略，集中形
成了以股份制合作社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模式和制
度。截至目前，全省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数量达
到961个，实现了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全覆盖。

“2019年，试点合作社社员人均收入达14479
元，比6个自治州农牧民平均收入高2925元，高出
25.3%，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从体
制机制上闯出了一条符合青海实际的草地生态
畜牧业发展新路子。”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
处处长杨毅青说。

育龙头强品牌，释放扶贫带动效应

“高寒、边远、闭塞、草畜矛盾突出”曾经是青海
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镇拉格日村的标签。
也正是这些问题制约着拉日村的发展，使这个纯畜
牧业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10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只有2512元，贫困人口占全村的70%。

“要改变牧民生活，必须抱起团来，走合作社
的路子，带动大家共同发家致富。”2011 年，二社
社长俄多一个大胆的设想，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也改变了牧民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转变畜牧业生产方
式、探索科学养畜。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目前该
村已构建起设施养畜、科学养畜、草畜平衡、协调
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同时，拓展二三产增收空间，连续八年分红，全村
牧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循着“它”的足迹，泽库县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65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形成了村村有合作社，
乡乡有“有机畜牧养殖基地”，户户都是“有机生
产畜牧合作社”成员的新格局。

青海省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青海
在帮扶过程中“输血”和“造血”并重的坚持。

为使村集体经济“破零”，青海省制定了《关
于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全
面推进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完成了全省 8
个市州43个县（市、区）4172个集体经济组织清产
核资工作。目前，基本确保了每个贫困村至少有
一家带贫能力强的合作社。

与此同时，青海全力打造“生态青海、绿色农
牧”品牌，2018 年以来，累计投入 1.3 亿元打造

“青”字号农产品品牌，先后发布了玉树牦牛、祁
连藏羊等16个区域公用品牌。

近年来，在品牌强农政策引领下，高原农牧
业特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
势，青稞、牦牛、藏羊等一批“青字号”品牌正加速
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

促融合拓增收，厚植稳定脱贫根基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扶贫产业
园区里，牧民加央洛赛现在每天就在这里上班。说
起拿着稳定工资的生活，加央洛赛脸上扬起了幸福
的笑容。“公司会对我们培训，我们编织的毯子卖到
了全国，听说明年还会去国外展销，放到以前我都
不敢想还能去国外看看。”加央洛赛笑着说。

青海以园区为平台，引导龙头企业在乡镇和
贫困村建立生产基地。既吸纳当地贫困群众就
地就近就业，也拓宽了当地群众就业渠道。

近年来，青海以三产融合为重点，加快转变
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构建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和合作经营方式。按照《青海省现代农牧业产业
园总体规划（2017～2020年）》，创建了2个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园区+龙
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联贫带贫帮扶机制。

同时，青海积极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
托管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动贫困地区龙头
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同贫困群众建立稳定
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社会化服务有效提高了土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促进农户向二
三产业转移，促进农牧业产业提质升级。

青海：产业筑底激活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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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嘹亮，响彻山谷，成群的鸡、鸭、牛、羊
追逐嬉戏，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哈同山
下的铁布肯乌散乡查干阿德尔格村的养殖合
作社里，呈现出一幅产业花开的喜人景象。

一项产业就是一条致富路子。两年来，
查干阿德尔格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纯收
入将近 2.17 万元。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25 万元。

这是近年来查干阿德尔格村党支部及国
网塔城供电公司“访惠聚”住村工作队，坚持

“党建+合作社+农牧户”发展模式，成立牲畜养
殖专业合作社，所取得的扶贫成效。不仅为牧
民增收致富找到新的增长点，还为实现贫困村
产业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

“合作社成立后家里养了300只羊，除了养
羊的收入，合作社每月还给我和妻子6000元的
工资，再也不用愁两个女儿大学的学费了！”查

干阿德尔格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西日布· 托米尔
巴特高兴地向记者介绍合作社帮助大家脱贫
的情况。

村里合作社成立后，像西日布· 托米尔巴
特这样的贫困户都脱了贫。“今年，我家收入10
万元没有问题。”查干阿德尔格村村民布塔黝
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能过上现在这
样的幸福生活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布塔说，

“相信我和我的村都会越来越好的。”
查干阿德尔格村是牧业村，123 户牧民拥

有草场36.37万亩，然而牧民养殖牛羊都是靠传
统的散养，产业结构单一，以前的牧民只能守
着“金土地”过穷日子。

如何增加村民收入？查干阿德尔格村党
组织立志破解这一难题。

2017 年村“两委”及工作队成员挨家挨户
走访调查，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以

“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户”的模式，筹集 50 万
元资金，成立了养鸡合作社。

查干阿德尔格村第一书记杨西成介绍，为
了动员村里的牧民都参与进来，村党支部以

“劳务+培训”模式组织村民到养殖合作社边干
边学，实现“要他养”到“他要养”思维模式的转
变。自2017年起，还从集体经济收入中拨款给
全村3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每户发放2只生
产母羊发展生产。

“跟着产业走，产销不用愁；跟着支部干，
大家有钱赚”，已成为查干阿德尔格村广大党
员群众的共识。

合作社走上正轨后，先后与 9 家单位食堂
签订定向养殖协议，解决了销售难题。驻村工
作队及村“两委”又开始打造“查村草原臻品”
品牌。2017 年—2019 年“查村草原臻品鸡”累
计出栏1.3万余只，实现利润45万余元。

合作社为拓宽销售渠道，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查村草原臻品”微电商平台。通过微电商
平台，宣传贫困户家中的畜产品、奶制品等，搭
建购销平台，通过互联网渠道积极帮助牧民群

众、贫困户销售优质羊肉、奶疙瘩、奶酒等畜产
品，助力贫困户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2017
年—2018年累计实现销售总额超过12万元。

在托底定向收购和电商销售的共同作用
下，贫困村的农产品顺利销售出去，合作社和
村民赚钱了。首批 36户社员人均增收 3000元
以上，查干阿德尔格村的养殖业由此快步走上
了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

“以前卖不掉的奶制品、奶酒通过电商平
台一下就挣了 5000元。”村里 65岁的老党员焦
肯· 别木布加甫说。这位65岁的老党员既看过
过去查干阿德尔格村的贫困，又赶上了现在村
里的兴旺，“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大家思路宽
了、销路畅了，钱包都鼓起来了！”老人激动的
心情溢于言表。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查干阿德尔格村践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不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接续，
让各族群众在宜居宜业的环境中实现小康梦。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柑橘产业促增收

近日，在广西贵港市子阳柑橘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园里，满
山圆润金黄的砂糖橘、皇帝柑密密麻麻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
望的景象。“我们种有砂糖橘、皇帝柑及沃柑三个品种，面积
500多亩，亩产可达到7000到8000斤。”负责人黄子阳介绍。

据了解，果园有30多人常年务工，包括5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自从子阳柑橘种植合作社成立以来，当地农户受益颇多，
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挣钱。“一天挣80元左右，一个
月工作20多天，可挣2000元到3000元。”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目前，港南区已在八塘、新塘、桥圩等 8 个镇发展柑橘种
植合作社30多个，采取“党支部＋合作社＋产业基地＋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式，园区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村民通
过土地流转、劳务输出、入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最终
实现股金、租金、薪金“三金”收入，有力助推贫困户增收致
富。“发展柑橘产业是港南区振兴乡村经济、助力精准扶贫的
重要举措，目前，柑橘种植已经遍及辖区各镇，吸纳 930 多名
贫困人员务工。据统计，今年已挂果的柑橘园有近3万亩，预
计产值可达3亿元。”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灿伟说。

吴纪序 谭天力 朱秀琼

安徽省界首市魏窑村
林下种药材带贫效果好

近年来，安徽省界首市魏窑村根据“农场+基地+贫困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实施林下种植药材产业精准扶贫，稳定增加
贫困户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示范推进，以奖代补。魏窑村通过“以奖代补”等形式，选
出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服务效果好的能人，成立林下经
济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给予重点扶持。因地制宜，辐射带
动。魏窑村林下药材种植主要以“林+白勺、林+大青根、林+
人参”为主，几年来产值连续增长，成为有名的林下药材种植
基地，总量居全市前列。同时也打造出了以生态休闲为主的
林下景观资源，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休闲观光。创新方式，集约
经营。魏窑村坚持多元化投入，探索以农民、企业、贫困户为
主体的多元化林下种植发展投入机制，鼓励农户以土地、资
金、技术等要素作价入股，承担种植环节的生产管理，让农民
从产业链的专业分工中受益。坚持创新发展，加强与药材收
购公司对接，深化加工合作意向，宣传推介林下药材产品，扩
大特色药材产品知名度。目前，魏窑村林下种植药材面积已
达1600亩，每亩地每年可增加收入600元左右，每年产值可达
96万元。 谢树立

初冬时节，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岞峪村金丝皇菊
种植基地的金丝皇菊进入采收期，农民抓紧采摘、分拣、烘烤
金丝皇菊，供应市场。从2019年开始，该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
式集中土地进行金丝皇菊种植，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方
式建设金丝皇菊加工厂，发展食用花茶加工，帮助村民脱贫致
富。图为村民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岞峪村金丝皇菊
种植基地采摘金丝皇菊。 杨韬 摄

河南商城县
2100个贫困户受益光伏发电

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荒坡丘陵多，光照充足。该县
利用这一特点，大力发展光伏发电扶贫产业，让当地的2100户
贫困户直接受益，光伏电站也被当地贫困户称为“阳光存折”。

“从2017年开始，这项分红已经四年了，每年领两次，一共
领了1.2万元钱，等于是我的定期存款折。”已经脱贫的楚德江
笑得合不拢嘴。据了解，559户1987人的田湾村，曾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69户279人。2012年，河南省住建厅定点帮扶后，经过
实地考察研究，决定结合商城县总体产业扶贫规划，利用村里
光照时间长的大面积荒坡，建设光伏电站，助力扶贫。

“我们村的光伏电站规模已经达到300千瓦，每年收益稳
定在 30 万元左右，能带动 60 户贫困户，每户每年到户分红
3000元左右，剩下的收益用于村集体经济。”河南省住建厅派
驻田湾村第一书记李育军介绍。“每个光伏电站可以稳定运
行 30 年左右，能带来持久、长远的效益。随着新立项光伏扶
贫项目的落户，将有更多的群众会因为拥有‘阳光存折’而奔
上小康路。”商城县扶贫办光伏扶贫项目负责人洪金先介绍，
光伏发电产业已被该县列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产业之一。 杨绪伟

木耳生“金”富村民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金米村木耳产业脱贫记

哈同山下产业花开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查干阿德尔格村培育畜禽产业记

木耳养殖基地。 资料图

近年来，青海大力推进特色产业扶贫，推动青稞产业产业链进一步延伸，青稞米、青稞饼干、β-葡
聚糖等特色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青稞产品附加值的不断提升，有效地促进了青海牧区贫困牧民群众
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郜晋亮 摄

山东省宁津县长官镇
产业扶贫助188户贫困户脱贫

山东省宁津县长官镇在积极引进扶贫项目的同时，结合
镇域产业项目挖掘潜力，寻找促进多方受益的政策切入点和
帮扶角度，力求“种下一颗种，开出多样花”。

2016 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共投入光伏发电项目资金 390
万元，建设6处光伏发电太阳能板项目组，为贫困户产生收益
分红 110 余万元。除了用好上级扶贫资金之外，长官镇在内
部资源“借力”上下功夫。2017年以来，镇级产业扶贫资金共
投入 251 万元。特别是长官镇和膳蛋鸡养殖项目投入资金
112万元，2017小曹喷漆车间投入资金55万元，昊锟车间投入
资金62万元，红尊藤艺加工车间投入资金22万元。为贫困户
产生项目收益分红50余万元。

截至目前，长官镇共有实际享受政策贫困户 188 户 389
人，危房改造132户，扶贫产业项目收益分红160余万元，全镇
18个重点村已实现“五通十有”并全部摘帽。 李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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