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石超奇 张向南
记者 李彦东

本报讯 日 前 ， 陕 西 省

“全省扶贫扶志宣讲村村行”渭

南市委宣讲团走进华阴市孟塬

镇，为各村党支部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贫困

户 代 表 共 计 100 余 人 ， 讲 事

迹、讲故事、讲政策，提高干

部群众的政策知晓率，激发困

难群众的内生动力。

活动现场，秦峪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石万里宣讲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扶志工作的重

要论述、“两不愁三保障”的

基础要义和扶贫扶志工作的基

本要求；澄城县冯原镇团结村

第一书记刘永军分享了他在扶

贫过程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的宝贵经验；澄城县安里镇

刘卓村村民翟书民讲述了他不

等不靠、奋力脱贫的真实故

事。

与会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要摆脱贫困，先要摆脱意识和

思路上的困境，会上内容让大

家鼓起了自主脱贫的信心，引

领大家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勇

于挑战，奋勇前进。

陕西省“全省扶贫扶志宣讲村村行”走进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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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清晨，在安徽省肥西县

铭传乡三河村的青山绿水间，300

余亩集中连片的虾稻田在朝阳的映

衬下显得生机勃勃。一个人穿梭在

田间，寻找着藏在田中的虾。他就

是这片田地的耕耘者——青年返乡

创业党员刘武。

“稻虾共养模式并不是我首

创的，但我要做到最好，带领大家

一起干出品质，干出希望！”刘武

坚定地说。从泥瓦工到技术人，带

着为家乡做贡献的信念，这位年轻

的创业者把人生的战场从建筑工地

搬到了虾稻田。

当年，带着一张火车票，一床

棉被，一张草席，青年党员刘武回

到了生养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创业之

旅。一回到家乡，刘武就被故土喜

人的变化所震撼。硬化的道路、明

亮的路灯、休闲小广场等基础设施

应有尽有，更加坚定了他扎根家乡

谋发展的决心。

不过，刘武并不急于创业，而

是先到周边的乡镇、村庄进行考

察。在跑过几十个地方，看遍数百

个行业之后，刘武决定结合自身颇

有心得的养殖技术，发展备受市场

欢迎的稻虾共养项目。

很快，在三河村“两委”的协

助下，刘武开始挨家挨户沟通土地

流转事宜。从 1 亩地的签约开始，

他渐渐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一个规模300余亩的稻虾养殖基地

在三河村铺展开来。

虾子的大规模养殖，对于养殖

技术的要求很高，水质、虾子生长

速度、整体塘口养殖数量、饲料营

养配比等的把控，刘武都亲力亲

为，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每年高

温时节到来前，为了让虾子有阴凉

处避暑而生，并利用虾子为秧苗除

虫助肥，需要插种秧苗，而找准操

作时间点是关键。那段时期，刘武

每天早晨天微微泛白时便起来观察

天气，此外还要每隔4个小时测试

温度，仔细观察虾子的活性。刘武

说，为找准时机，那段时间吃不上

饭是常事，有时候大热的天洗澡都

顾不上，但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辛劳的汗水浇灌出了硕果。很

快，由于管理科学、生态健康，刘

武的稻虾养殖基地无论是虾子还是

成虾，都长势喜人，壳薄个大，受

到周边经销商和销售市场的广泛欢

迎，火爆时期每天可售出数千公斤

虾子。平均每亩田可产600公斤水

稻，总产量达 18 万公斤，每亩田

可产200公斤虾子，总产量达6万

公斤。每亩虾稻田比种植传统农作

物增收 2000 余元，总创收高达 70

万元。

一人富不算富，更重要的是带

动大家一起致富。刘武心中一直都

有着为家乡贡献力量的念头。趁着

收获的大好时节，他成立了专业的

养殖合作社，一家一家地动员村民

尤其是困难群众和他一起干。从养

殖技术到市场营销、质量把控，刘

武都倾囊相授，带着大家逐渐学

习。在他的带动下，3户贫困户及

30 多位村民加入了他的创业队

伍，实现了就业、增收，人均年增

收 9000 余元。贫困户汪志云说，

土地流转到基地里，人也到这里做

工，租金和工资能贴补家用，还能

学到养虾的技术，相信未来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三河村青年党员创业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只是铭传乡注入新鲜血

液、推动乡土人才培育的一个缩

影。当下，铭传乡通过集中技术培

训、党政班子成员分片关心帮扶、

特色产业提升奖补、优秀乡土人才

评优评选、提供宣传平台，强化本

土品牌建设等方式帮助乡土人才快

成长、易扎根，让生态好，产业

兴，居民安，乡村旺。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成为了当地新的发

展目标。

他们带领乡邻一起致富
——安徽肥西铭传乡推动乡土人才扎根发展助脱贫

通讯员 廖涛 王修文
记者 李向东

8月21日早上，家住河南省南召县云阳

镇山头村的周成会吃完早饭，便骑车赶往邻

近的铁佛寺村，到南阳市锂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扶贫车间上班。周成会的家庭因

病、因学致贫，经济窘困。今年进入扶贫车

间上班后，既有了稳定的收入，又能照顾老

人、孩子，周成会才感到对生活充满希望。

铁佛寺村村民臧小刚早年在深圳一家电

子元件厂务工。为回报桑梓、造福家乡，他

和同在广东发展的同村表哥放弃了在外的优

越生活，毅然返乡创业。2019年春季，二人

共投资500万元，在老家铁佛寺村创办了南

阳市锂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加工生产锂

离子聚合物电池。公司全部投产后可以吸纳

80多名劳动力就业，安置周边5个行政村的

30多名困难群众稳定就业。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云阳镇注重凝聚社

会力量，动员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采取鼓励

创业、培育产业、带动就业的措施，利用乡

情亲情感召，吸引在外事业有成的游子回乡

创业，培育特色产业，安置群众就业，共同

奏响脱贫攻坚大合唱。目前，云阳镇已吸引

15人回乡创业，共创办9家企业，带动全镇

327户、380人发展特色产业，使69户贫困户

顺利脱贫致富。

云阳镇白行村村民靳贵杰退伍返乡后，

于2014年租赁40亩土地种植玉兰，并在山上

养殖黑山羊。他成立了豫阳富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安排10余名困

难群众帮忙打理玉兰树和放羊。靳贵杰还开办了一家“军旅驿站”农

家乐，发起成立南召县退伍军人创业联盟，已会聚退伍军人18人，发

展养鸡、花卉苗木种植等项目，带动60多名困难群众增收致富。2019

年7月，靳贵杰荣获南阳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云阳镇通过深入实施“联系一批在外人士、引进一个回归项目、

服务一名回归人才”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工程，开展“引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制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发挥回乡

创业园、回创服务站作用，吸引在外优秀人才回归创业、反哺家乡，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群众受益的扶

贫新格局。

2012年，在外发展的山头村村民王晓，在家乡亲情的感召下辞去

企业高管的职务，回乡创办了南召县锦天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了全县规模最大的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公司斥巨资建成占地

600余亩的玉兰生态观光园、占地800余亩的玉兰谷，在县内建立2600

余亩苗圃基地，在北京、西安、浙江、山西等地建立5000余亩苗圃基

地，王晓成了全县首屈一指的“花木大王”。

王晓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辐射带动县内2万多户群众种植花卉苗木10万亩，直

接帮扶带动600余户贫困户增收致富。他的公司开辟了200余个就业岗

位，就业群众人均年收入2.5万元，推动了“一人务工，全家脱贫”。

通讯员 赵静茹 许正勇
记者 陈自林

魁圩乡距离广西靖西市城区

53 公里，驱车走盘山公路，往返

需4小时。脱贫攻坚战总攻的号角

吹响以来，近3年的时间过去，魁

圩乡已旧貌换新颜。

2015 年，魁圩乡全乡精准识

别贫困户 1981 户、8742 人，贫困

发生率为 35.26%。经过 3 年的努

力，贫困发生率已于 2018 年底降

至5.82%。2019年，魁圩乡计划脱

贫 246 户、964 人，将贫困发生率

稳控至1.88%。

要战胜贫困，魁圩乡首先向

短缺的基础设施宣战。近年来，

魁圩乡党委、乡政府通过积极申

请，获得财政、扶贫、发改、水

利、文体等部门立项和“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共计近3亿

元，投入一批屯级路、巷道硬

化、篮球场、戏台、饮水工程、

排污工程等基础建设。目前已实

现全乡 16 个村 （街）、192 个自然

屯通水泥路，昔日漫天黄沙的路

变成了今朝通往幸福家园、通往

产业基地的水泥路。

坛马村建设供水设备，实现了

向 13 个自然屯的 458 户、2025 名

村民全面供水，全村安全饮水也已

达标。魁圩乡坛马村第一书记李康

说，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导致魁圩乡

长期缺水，饮水工程的建设使坛马

村村民真正用上了自来水，等天下

雨用水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魁圩地处大石山区，石漠化严

重、生产环境恶劣。要想获得发

展，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村集体

经济便应运而生。魁圩乡因地制宜

发展集体经济，开辟出致富新路。

康和村是魁圩乡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样板村。2013 年，时任康

和村党支部书记的潘剑在村中承

包了220亩坡地开始种植脐橙，成

为了康和村规模化发展脐橙种植

的第一人。2016 年果树开始挂果

后，潘剑便吸收周边村民到果园

务工，增加了村民的收入。2017

年，新任党支部书记黄发矿上任

后，成立了五星康成合作社，紧

抓烤烟、桑蚕、水果“三种一

养”产业发展，引导包括贫困户

在内的47户农户发展沃柑+脐橙种

植，共计500亩。

康和村的脐橙和沃柑色泽鲜

艳，口感上佳，且种植区域连片，

采摘方便。一到采摘季节，早早就

被水果批发商打包收购，还辐射带

动周边的大面村、平巷村形成水果

畅销局面，甚至一度“无果可

卖”。合作社的成员们还鼓励村民

发展桑蚕产业，并动员村民以土地

入股，由合作社出资付款进行土地

流转，发展桑蚕产业 500 亩。目

前，康和村大蚕房已为村集体经济

贡献了4.5万余元的收入。

如今，通过706名党员和59位

致富带头人的“传帮带”，魁圩乡

发展桑蚕产业 5000 亩，种植 4500

亩脐橙和柑橘、3000亩油茶、800

亩烤烟，经济效益可观。

广西靖西魁圩乡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

大石山里走出脱贫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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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脱贫攻

坚战役打响以来，洮儿河红干椒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洮河镇产业

扶贫带户企业，采取龙头+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近两年来

累计为洮河镇 82 户重度贫困

户、166 人分红 28.3 万元。今

年，合作社的134栋大棚主要用

于辣椒、洋葱育苗及有机蔬菜种

植。

图为社员们将收获的番茄分

拣装箱。

通讯员 王维俊摄

通讯员 王菲菲 陈月
记者 戚原

王家贡米、紫云猕猴桃、昭

化魔芋……进入“昭化严选”微

信公众号，一个品类丰富、产品

优质且操作便捷的网购平台展现

在眼前。由此不仅可以买到四川

省广元市昭化区的土特产，还能

购得青瓷、宝剑等浙江省龙泉市

的宝物。

自两地确定对口帮扶战略伙

伴关系以来，合作发展农村电

商，引领农业升级，助推脱贫攻

坚。截至 5 月底，昭化区新发展

农村电商260家，总数达520家，

全区实现网络零售额 2430 万元，

同比增长 40%，带动 800 余户贫

困户人均增收200元以上。

郭世文是昭化区大朝乡牛头

村的贫困户，今年开始在淘宝网

上经营“憨农印象”农产品店。

每天接到客户的订单后，他便根

据需求，亲自到附近的农户家中

收购新鲜蔬菜和水果。

2018 年 7 月，龙泉·昭化电

商扶贫“飞地”在龙泉市挂牌成

立，郭世文作为首批学员赴龙泉

接受了为期 5 个月的免费电商专

业培训。昭化区自去年起选派乡

村干部、返乡农民等前往龙泉市

挂职锻炼、短期受训，推广龙泉

市电商运营的相关经验，计划用

2年时间，分3批完成“双百”培

养目标。

“昭化严选”网购平台近日

帮助部分农户走出了鸡蛋滞销的

困境，还推动了昭化绿壳土鸡蛋

品牌的创立。昭化区整合龙泉帮

扶资金400余万元，重点扶持特色

农产品种植户，已与浙江方面签

订昭化韭黄、王家贡米等八大类

特色农产品供销协议，签约金额

700余万元。今年1月至5月，昭

化区与浙江方面完成订单 3 万多

个，实现销售额150余万元。

近年来，昭化区学习借鉴龙

泉市发展电商的先进理念和成熟

模式，在浙江建立“四川昭化原

产地直供馆”，支持昭化猕猴

桃、跑山鸡、食用菌等特色农产

品入驻超市专柜，通过产品形象

展示助推电商发展。“东建西

供”的模式使远隔两地的农民实

现了联手发展。目前，昭化已有

十二大类特色农产品入驻龙泉各

大超市，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将突

破100万元。

龙泉昭化对口帮扶电商来搭桥

通讯员 苟玉娇
记者 查燕荣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

阿格乡康村，村民努尔艳木·肉

孜的家中，生活区、养殖区和种

植区分离有序，民宿干净整洁，

现代化生活用具一应俱全。这种

景象已成为康村的常态。

地处偏远山区的康村曾是区级

深度贫困村。2013年以前还凌乱

破旧、毫无生气的村庄，如今换上

了喜人的新颜。“以前我们住的是

土坯房，现在在政府的好政策下盖

了新房子，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特别开心。”努尔艳木·肉孜对

如今生活的满意溢于言表。

康村巨大的变化，源于宁波

援疆指挥部与阿格乡党委、乡政

府愚公移山的精神。2014 年至

2016 年，各方协力投资 1700 万

元，打造了生态宜居、生活富裕

的“甬库团结”示范区。

阿格乡党委书记张靓说，要

让村民不仅住上新房子，还要过

上好日子。今年要让村民实现3次

增收，达到9月“国考”的标准。

乡党委结合康村实际，确定

了转移就业、发展产业、土地清

理、生态补偿、保障兜底“五个

一批”具体脱贫措施。村民艾尼

沙木·托合提家曾因缺土地、缺

技术成为贫困户，已于去年实现

脱贫，如今年收入可观。2018

年，她用政府给予的 1 万元养殖

补贴买了1头牛，现在家里共有2

头牛、9只羊，扣了2个大棚，家

中还有 3 人已就业。康村以多种

方式促脱贫，大多数家庭有多份

收入。亚森·斯拉木家里开了农

家乐，自己还在附近的洗煤厂开

铲车；热比古丽·阿布拉的丈夫

在村里的配送中心上班，家里还

种有大棚蔬菜和黑木耳。

2018年，康村通过转移就业

实现 247 人就业，基本实现了一

户一人就业；发展畜牧养殖业、

特色种植业并鼓励支持个人创

业，实现产业脱贫 183 人；通过

土地清理再分配开发草原管护

员、保洁员、劝导员等岗位，解

决就业55人，实现草原生态效益

和农民收入双提升。康村原有贫

困户234户、835人，目前已脱贫

201户、750人。

如今的康村，基础设施完

善，村民积极致富，变成了名副

其实的“康村”。

康村真成了“康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