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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会产业举旗 全面小康

老表“打赌”记
【故事讲述人】乔连军

“老表，这次打赌我输了。这是你赊给我 8 亩金银花苗
圃、化肥和电费的钱，共1.4万元，请收下！”

“什么输不输赢不赢的，当初打赌是一个激将法，目的
是让你种金银花致富。现在你种金银花成功了，我比什么
都高兴！”

这是发生在河南省商水县巴村镇胡集村“励志脱贫光荣
户”刘建民家中的一幕。

打赌认输的人名叫訾所听，来自巴村镇小訾村。跟他
打赌的人名叫刘建民，来自巴村镇胡集村。因俩人辈分一
样，又从小在一起玩，见面就以“老表”相称。

这场特殊的“赌局”源于 2019 年 9 月一天中午发生的事
情。那天天气比较热，訾所听在自己地里剥玉米，又累又渴。
在对面路边收装金银花的刘建民喊他歇一会儿。于是两老表
吸烟喝水，闲聊起来。

“老表，玉米收成咋样？”刘建民问。
訾所听如实说了玉米只有五六百斤产量，除去投资投工

不赚钱。随后他又打听起刘建民的金银花情况。
“还可以，一亩收入近万元。”刘建民说。
訾所听一听这么高的收入，马上表示怀疑：“你别吹牛，就

那一小点点的金银花，一亩地会收入近万元？”
“别不信，敢打赌不敢？”刘建民问他。
生性倔的訾所听一听就站起来：“有啥不敢的，你说咋赌？”

“你这 8 亩地全部栽植金银花，苗圃、肥料、农药、电费
全部赊账，当年一亩地金银花让你收入 5000 元，第二年亩
均收入 8000 元、第三年 1 万元，年底还账。若实现这个目
标，赊账不要了，若实现不了，你闲时帮我义务干农活。”刘
建民说。

“中，中，中！就这样定了，不容反悔。”倔强的訾所听一口
答应，心里却打了鼓。

看出了訾所听的疑虑，刘建民向他保证说：“苗圃赊给你，
技术免费教，烤箱用我的，金银花我帮你烤，帮你销。你只要
出力干就行。”

说干就干。2020年春节后，訾所听把与刘建民相邻的8
亩地全部栽成金银花，经过精心管理，金银花长势好、不生病、
产量高，再加上疫情之下金银花市场行情好，亩均收入达到
5000多元。而刘建民按照承诺，为訾所听提供苗圃、肥料、农
药、技术，并帮助烘烤和销售，使訾所听靠种金银花致了富。
这就有了刘建民家中，訾所听想把种金银花的赊账钱赶快归
还，兑现打赌时的承诺的那一幕。

跟訾所听一样，3 年前，刘建民自己也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在镇人大扶持下，他通过种植20亩金银花于2019年成
功脱贫。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赊销苗圃、免费技术培训、帮助
烘烤和销售等服务，带动当地300多户群众及贫困户种植金
银花900多亩，并创建了巴村镇金银花种植基地，让金银花成
了扎根当地的“致富花”。

□□ 本报记者 唐旭

在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庙岭村，
有一支队伍，用拼搏、奋斗、实干践行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带领庙岭村走上了产业脱贫
的道路，他们就是九台区农业农村局驻庙岭村工
作队。

庙岭村位于九台区东南部，共有 321 户、
124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 户、36 人。2016
年，驻村工作队进驻，开启了庙岭村产业脱贫的
新篇章。

工作队进驻以后，第一时间召开了村“两委”
班子座谈会，认真了解产业发展及贫困户现状等
情况，初步交流了开展脱贫攻坚的意见。在此基
础上，工作队连续入户 20 余天，对贫困户进行了
全覆盖式的实地调查，并对村产业发展的情况进
行了调研。在庙岭村的每一条道路上，都印下了

他们的足迹，每一名队员的日记本上都写满了记
录的文字。在掌握了庙岭村和村贫困户的基本
情况后，工作队围绕如何更快更好地脱贫展开了
深入讨论，从致贫原因到脱贫阻碍，从立时见效
到长期巩固，一幅产业扶贫的美好蓝图被清晰地
勾勒出来。

说干就干，扶贫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工作
队与村“两委”班子达成一致后，立即投入到产业
建设的实践当中。工作队确定的第一个产业是
黄牛养殖。可贫困户没有资金和场地，自己养殖
不现实。工作队决定，借助李占河多年养殖黄牛
的便利条件成立合作社，由贫困户出资入股获分
红，李占河自主经营。在征得李占河同意后，工
作队积极争取，由九台区农业农村局协调资金30
万元，用于扶持贫困户入股李占河黄牛养殖合作
社。这一举措可谓一举三得，既解决了李占河资
金短缺问题，又免去了贫困户掏腰包出资，还保

证了贫困户稳定受益。截至2019年年底，贫困户
已累计分红12万元。目前，该合作社黄牛存栏数
已发展到65头，市场估值100万元左右，持续分红
不成问题。

一业初成，二业继兴。在黄牛养殖合作社初
见成效的同时，工作队又开始了棚膜经济产业推
动工作。工作队根据贫困户劳动能力、田地状况
等综合因素，再次向区农业农村局争取资金36万
元，建成12座大棚，交由12户贫困户自主经营，种
植蔬菜瓜果等农产品。

工作队还邀请区农业专家多次到现场进行
科技指导，帮助联系销路，免费代运产品。很快，
棚膜产业步入了可持续发展轨道。仅棚膜产业
一项，12 户贫困户每年户均纯收益可达 6000 元，
最高的年收入近 2 万元。同时，他们还引进了辽
源袜业项目，争取九台农商银行扶持，吸收贫困
户免费入股，每户每年可获得分红 5000 元；并面

向全村招工，增加了全村的劳务收入。目前，三
大扶贫产业已经成为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支撑。

工作队深知扶贫绝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为
了使扶贫产业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工作队打出
了一套组合拳。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出租
勾机、销售牛粪等增加收入，实现村集体年收入6
万元；大力推进民生建设，多方争取上级资金，累计
投入近千万元，改善了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实行
责任包保制度，20户贫困户全部落实了区农业农
村局、街道和村“两委”班子一对一包保。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增强了全村上下干事
创业的信心，激发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收官之战、全面实现小康的旺盛斗志。2020
年，工作队继续争取农业农村局支持，帮助村集体
建设一处占地100亩的大榛子产业基地。目前，2
万余株大榛子苗已栽种完毕，成活率达到 90%以
上，为庙岭村集体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刘伟 本报记者 唐旭

寒冬三九，在山东省沂水县龙家圈街道寨里村
扶贫大棚内，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一个大棚跑到另一
个大棚，她就是寨里村党支部书记晋宗红。“这几天
气温骤降，我担心大棚内的温度太低，棚内的黄瓜、
葡萄苗会冻坏，让脱贫群众的收入减少。”晋宗红说。

让晋宗红如此挂心的扶贫大棚是 2020 年刚刚
在寨里村落地的扶贫生态农业园项目。该项目占
地面积 100 亩，利用专项扶贫资金 580 万元，建设高
标准冬暖式大棚 18 个及附属配套设施。全部投产
后预计可带动 24 个行政村 271 户、387 名脱贫人口
稳定增收。

“以往冬天农闲时，村民就在家里闲着，很多贫
困户就断了收入。”晋宗红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她和村“两委”，先后组织人员到寿光等地学习考察，
选择通过冬暖大棚种植补齐脱贫群众冬天收入缺
口。“大棚种植可提早3个月上市，价格是露天种植的
2倍以上，脱贫户冬天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晋宗红
介绍说。

可是建起大棚却没有那么容易。
“别动我的地，你们把我种了半辈子的土地收去

了，我吃什么。”地上附属物清理到最后阶段，村里的
贫困户刘祥吉生气地说。在大棚建设过程中，像刘
祥吉这样没有看到好处就不同意建设的贫困户有很
多。为了顺利建成大棚，晋宗红带领村“两委”成员

挨家挨户做工作。
“我觉得心里没底，占了我的地，我就没有劳动

收入来源了。”刘祥吉回忆说：“是晋书记来我们家好
几次，跟我说给我补偿和建设扶贫大棚的好处，我才
同意。”

在反复做工作后，全村10户贫困户在内的88户
完成土地流转100亩，2020年9月份扶贫项目顺利建
设完成。据了解，土地流转为农户年均增收1200元。

大棚建成后，“棚里种什收益高”成了新问题。
由于寨里村有草莓种植传统，村“两委”中有人建议
继续种草莓。晋宗红却觉得要摆脱固有思维，要把
大棚项目发挥最大作用。寨里村通过外出考察学习
大棚种植技术，并邀请种植专家到村里实地勘察，最
终决定种植收益更高的水果黄瓜及葡萄等。

“我都50多岁了，没想到还能在自家门口找到活
干。”隔壁村里的苗本国说。从大棚黄瓜苗的种植、
灌溉、管护到现在，他一直在大棚里工作。“我身体不
好，干不了出太大力气的活。现在在家门口找到这
样一个工作，我的生活也有奔头了，心里也踏实了。”
苗本国说。

据了解，该项目可提供就业岗位 176个，其中可
为脱贫人口设置岗位 20 个，年人均增收 3000 元以
上。目前，项目已实现收益 34.8 万元，其中 10.44 万
元用于寨里村集体增收，并为周边 24 个村 271 户、
387 名脱贫人口差异化分配 24.36 万元，年人均增收
600元以上。

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心里踏实

近年来，江西省永丰县结合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着力发展
生态林果业，在绿化自然环境、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果农实
现生态脱贫绿色致富，用实践与实效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之道。

图为永丰县新天地家庭农场水土保持生态果业基地，七
都乡马蹄洲村果农忙着分拣、搬运刚采摘的砂糖橘。

刘浩军 摄

甘肃庆城
发展牛产业，过上“牛”日子

近年来，甘肃省庆城县桐川镇党崾岘村创新扶贫方式，因
地制宜，以大户带小户，积极发展规模化养牛产业，带动群众
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3800元上升到6800元。

党崾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段来包 2015 年在政府的扶持
下购买了第一头肉牛。他说：“以前我家以单纯种粮为主，经
济效益很一般，现在调整了种植结构，大部分土地用来种草养
牛，一头牛年收入超过万元，产个牛犊又能卖个万八千的。”

像段来包这样的分散养殖户，在党崾岘村有 93 户，共饲
养肉牛560头。党崾岘村还成立了丽园肉牛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肉牛饲养，繁育，销售，及饲草种植，存储为一体，按照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发展之路，带动村民发展种养产
业，建成标准化牛棚 3 座，配备饲料加工、贮存等设施。2020
年先后出栏肉牛 350头，获纯利润 100多万元多元，扶持 50多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现在尚有存栏469头。

“目前，在合作社打工的贫困户有30户，饲草种植1200多
亩，供牛场所用，粪便做成有机肥利用，节省了很多成本。贫
困户在合作社入股，一年就可以分红4300多元。”丽园肉牛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堂礼说。

李世栋 李云 张晋恺

云南昌宁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产业全覆盖

近年来，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为载
体，规模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升贫困地区农户持续增收能
力。2020年，全县具备农业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产业100％覆盖。

据了解，昌宁县农业农村系统 2020 年全年共实施种植
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高标准粮田建设等产业发展项目
163个，投入产业扶贫资金8777.38万元，累计获得产业扶贫项
目扶持的贫困户共计10402户、41674人。 洪专

万山深处产业旺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扶贫产业探访

打出“组合拳”帮扶展风采
——记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农业农村局驻庙岭村工作队

贵州万山汞矿遗址转型后的朱砂古镇景区。 资料图

□□ 本报记者 龙成

万山纵有万重险，依然脱贫富民间。
万山，古称“大万寿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

中部。万山区地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过去基
础设施较薄弱，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直属于贵
州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万山区将扶贫产业作为首要任务，
集中力量引进新产业、转型旧产业、突出强产
业，通过因地制宜打造万山地区的扶贫产业矩
阵，不仅让万山脱离了深贫之困，还为迈向乡村
振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基础。

自 2018年 9月，万山区便正式退出了贫困
县序列。截至2019年底，全万山区37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698 户 25743 人
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55%降至0。近日，
记者深入黔东北腹地，对万山扶贫产业矩阵一
探究竟。

巩固提升特色产业

“想不到我五六十岁了，还能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收入，真是感谢小杨对我的照顾。”记者走
进铜仁市万山区黄道乡，现年60岁的肖满香激
动地说。

肖满香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女不
在身边，之前因为岁数大没有活干。她口中所
说给她解决工作的“小杨”，就是贵州百汇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元桃。

“以前家庭条件不好，只能放弃学业出去打
工。积累一些财富后，每次回家看到乡亲们还
是过着这么苦的日子，我就想着一定要回来带
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杨元桃说。杨
元姚从 2015 年回乡种植蔬菜后，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打造高规格标准化大棚，并在2017年流
转土地700多亩地，建成了集观光旅游、农业种
植、技术培训为一体的农业公司。

“我们这里的环境好、气候宜人，所以种出
来的蔬菜品质特别好，应季时候每天都有大量
的蔬菜送到湖南、贵阳等地，基本上订单都得提

前一个月预订。”杨元桃说。
据介绍，杨元桃不仅通过流转土地让周边

村民得到实惠，还采取入股分红和提供就业的
方式带动贫困户共同发展。仅2019年，公司发
给当地村民工资就超 200 万元，其中贫困群众
就业就有27人，直接增收40多万元。

“通过百汇源农业等龙头带动，我们建成了
蔬菜、香柚、油茶等特色致富产业，并且培育了
28 个新型经营主体提升本地特色产业。农业
产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
业保证。”黄道乡党委书记舒德告诉记者。

黄道乡的特色产业之路是万山区特色产业
之路的一个缩影。

“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劣势
为优势，并且想方设法支持产业做大做强。这
是我们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产业振兴乡村
振兴的底气。”万山区相关负责人说。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

“万山本是个富裕的工业城，可是矿场关闭

了以后，老百姓缺了经济支柱，日子过得非常困
难。”万山镇副镇长陈慧勇回忆说。

记者这才了解到，万山曾有亚洲第一大汞
矿，素有“中国汞都”之称。可是往日的辉煌没
能阻挡资源枯竭的脚步，2000年后矿场政策性
关闭。

“因为汞矿关闭造成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
来源，回来看见父亲为了家里的生活也愁白了
头。”作为当年汞矿职工家属的吴计系回忆起当
年父亲下岗的家庭窘境。

2016 年，当地政府提出“发展全域旅游”
“产业原地转型”的规划，在万山汞矿在保持原
貌不变的基础上，原地转型升级打造“朱砂古
镇”，发展旅游产业。这一产业转型给了吴计系
回乡工作的机会。

“罕见的 970 多公里的地下采矿坑道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征，我们利用好原汞矿遗迹遗址、
万山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凉爽气候，打造成集旅
游、休闲、文化、度假为一体的‘泛旅游’产业共
生体。”陈慧勇介绍说。

2018 年开园后，“朱砂古镇”独特的矿场

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据了解，开园以来景
区门票收入就达到 4800 万元。“第一年收入
就将近 8 万块，一下就脱了贫！”吴计系高兴
地说。

像吴计系这样在景区工作的本地人还有很
多，这都是受益于当地“旅游业+贫困户”的模
式。景区建立了与建档立卡户对口帮扶机制，
通过工作、分红、产业带动等形式保障了750名
贫困群众的稳定增收。

据统计，2019年万山及周边乡镇的朱砂市
场销售额达5亿多元，带动就业两千人以上。

引进新兴高科技产业

记者走进位于万山经济开发区的贵州万仁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生产车间内一片
繁忙景象，车身主体、配件、组装等生产线有序
运作。

“作为贵州省重点招商引资的大型新能
高科技企业，公司在研发中融入绿色理念，采
用环保公益，设计产能可实现年产整车 15 万
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企业为载体，上下
游联动，带动大概 4000 人就业，能有效帮助
当地的贫困脱贫。”万仁汽车副总公里胡志敏
告诉记者。

“以前汞矿倒闭了后，我就失业了，现在有
这样对口的工作，加上现在这样的待遇，我觉得
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万仁汽车生产保障部部长
姚胜刚说。

年龄近50岁的姚胜刚，在矿场倒闭后便去
了温州谋生。2019 年他听说家门口有一家大
型企业落户，赶快回乡应聘，后被顺利录取。“跟
之前在汞矿负责安全生产的专业还对上口了，
在家门口一样可以挣钱！”现在每天忙于汽车各
种安全保障检测工作的姚胜刚满足地说。

据介绍，万山区设立产业扶贫项目基金，将
基金作为贫困股金入股万仁能源汽车项目，按
照每年提取 8%投资收益，其中 4%用于入股企
业的贫困户分红。现已带动750名贫困人口脱
贫增收，稳固群众“硬收入”保障。

缺水，是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发展产业的一大困境。养鸽子用水量少、出栏快、市场
稳定，成为不少缺水山区精准选择的主导产业。广西田东县平略村的养鸽基地年产4
万对乳鸽，每年能有70多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还能提供30个就业岗位。

图为前来打工的高龙乡渭山村村民班迷回正在给乳鸽添加饲料。
本报记者 王可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