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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春宏

本报讯 8月26日，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橡胶产业发展中

心正式启动2019年天然橡胶实用

技术培训。通过培训提高贫困户

“管胶护胶爱胶”水平，从而增

加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经营性收入，确保2020年打赢

脱贫攻坚战。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南

训村村委会门口，一群农户聚集

在一起，眼睛紧盯着割胶技术培

训老师手中的电动胶刀，生怕漏

掉任何使用细节。

“吴老师，教我们一下这个

胶刀怎么磨的？”在培训现场，

农户争先抢后地发问。见到农户

们如此积极，培训师吴治统才喝

上一口水又拿起胶刀给农户示

范。

“农户 学 习 割 胶 的 热 情 很

高 ， 每 棵 树 都 围 满 了 人 。 农

户 都 想 上 手 练 习 割 胶 技 巧 ，

我 们 就 在 旁 边 指 导 ， 有 些 割

胶 方 式 不 对 的 就 手 把 手 地

教，一定要让他们学会。”吴

治统说道。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

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

训大力推广电动胶刀的使用，

就是为了有效降低农户的劳动

强度，针对电动胶刀的培训也

会持续进行，让农户不仅懂还

要用的好，完全掌握新技巧，

在保收基础上还能通过科技的

力量实现增收。

白 沙 是 民 营 橡 胶 种 植 大

县，共有民营橡胶 63 万亩，开

割面积40万亩，年产2.4万吨至

3万吨干胶，农村人均橡胶保有

量居海南第一、全国第二。橡

胶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白

沙2.4301万户胶农（其中贫困户

胶农 9655 户） 的收入，更关系

到白沙社会经济发展、打赢脱

贫攻坚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为此，今年白沙黎族自治

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共安排100万

元培训资金用于实施天然橡胶

实用技术培训。此次培训将从

今年8月持续至11月中旬。

通讯员 廖涛 王修文
记者 李向东

清晨，河南省南召县石门乡大

冲村贫困户党主峰启动铡草机，把

一捆捆绿油油的玉米秸秆粉碎成小

段，用铁叉叉进牛舍，给牛群喂

料。

“玉米秸秆营养价值高，易于

消化吸收，是喂牛的好饲料。”党

主峰在牛舍里仔细观察着牛的进食

状态，虽然每天花费不少精力，但

是心里充满着幸福感。

2015年底，党主峰家被评为南

召县石门乡大冲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一家 4 口人，两个孩子在中学

就读，他患有胃出血、腰间盘突

出，干不了重活，妻子患有风湿性

关节炎，夫妇俩经常寻医问药，日

子过得很艰辛。

家庭收入来源全靠党主峰打零

工赚钱，难以维系日常开销。党主

峰说，那时候，沉重的家庭负担压

得他喘不过气来，整天浑浑噩噩，

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2016年帮扶责任人张强了解到

党主峰的家庭情况，发现他脱贫热

情不高，缺乏依靠自身能力脱贫致

富的信心和决心。于是，帮扶人张

强经常给党主峰做思想工作，劝说

他要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动员他鼓

足创业勇气，发展致富项目，摆脱

贫困面貌。

在帮扶人的劝说下，党主峰坚

定了致富信心。2016年，党主峰利

用到户增收产业扶持资金养殖了

200只土鸡，后来发展到800只，两

年累计养鸡收入3万余元。2018年7

月，党主峰萌生建牛舍养群牛的念头。包村乡干部杨双磊带着党主峰

到唐河县城郊乡、张店镇选购肉牛，他花了16.8万元购买了20头优质

种牛。

在帮扶人的协调帮助下，党主峰申请到 5 万元小额贴息扶贫贷

款。去年他利用这笔钱购买了铡草机、饲料粉碎机、花生摘果机等4

台机器，立秋后免费为周边群众摘花生果，留下的花生秧作为养牛

饲料。那段时间，夫妻俩积存了 60 吨饲料，节省了两万多元的饲料

成本。

“当初我没有本钱，20 头种牛全部是赊来的，多亏了乡干部

的帮扶。1 年来，我像宝贝一样饲养这群牛。功夫不负有心人，

陆续卖掉 8 头成品肉牛，收入 10 多万元。”发了“牛”财的党主

峰，对帮扶干部心怀感激。现在的党主峰成为乡里名副其实的

“牛人”，牛舍里存栏南阳黄牛、夏洛莱、西门塔尔 3 个品种 20 头

牛。

大冲村村干部马轲说起党主峰赞不绝口：“党主峰是一个有魄

力、有胆识的人，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不等不靠，在扶贫干部的

支持帮助下，发展肉牛养殖脱贫致富，带动了周边群众发展牛养

殖业，在群众中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成为我们村脱贫致富的标

兵。”

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去年党主峰家进行了C级危房改造、旱厕

改造、“七改一增”工程，原来破烂不堪的农家小院焕然一新。他说，

扶贫政策好，帮扶干部亲。1年多来，家里发生的巨变，让他深刻地明

白一个道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今年又养殖了1.5亩小龙虾，投放

100多斤龙虾种苗，预计到年底可以收入两万元。现在干劲儿十足，感

觉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海南白沙培训贫困户天然橡胶实用技术

记者 王官波

八月的辽宁省西丰县，虽已是

夏末秋初，可是天气依然炎热，人

在外面稍动一动就是一身大汗。

西丰县更刻镇杨店村的大地

里，患有小儿先天麻痹症的汤春

萍顶着烈日采摘着地里的蓖麻

叶，地里还有同村的几个村民在

她家打工。这些蓖麻叶采摘完了

就能卖掉，她心里默默盘算了一

下，她种的这 13 亩蓖麻，这茬叶

子能摘 3000 多斤，1 斤能卖 1.3

元，3000 多斤的蓖麻叶能卖到

4000 多元，正好 9 月给两个上高

中的孩子交学杂费，足够他们的

生活费了。

“汤大姐，这茬叶子摘完了赶

紧施肥，40 斤的尿素加 20 斤的氮

肥用水融化了喷洒叶面，不耽误下

茬发叶。”刚刚来到地边的西丰县

泓鑫土特产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经理

王刚冲着汤春萍说道。

汤春萍踮着脚走过来，把西瓜

往王刚手里塞，她家地里的蓖麻就

是在王刚的指导下种植的。

2002 年 汤 春 萍 做 了 肝 癌 手

术，又患有小儿先天麻痹症，行动

多有不便，丈夫贾玉国先天性尿道

狭窄伴有尿道结石，夫妇俩1天吃

药就需要 20 多元，是村里的贫困

户。今年，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

同时考上高中，要不是跟着王刚

种植蓖麻，别说供养两个上高中

的孩子，就是吃药也负担不起了。

汤春萍家地里的蓖麻叶采摘之

后全都由王刚的公司收购，公司与

韩国客商签订了合同，蓖麻叶经过

加工后卖到韩国做咸菜，销路根本

不用愁。

在更刻镇杨家店村，像汤春萍

这样跟着王刚种植蓖麻的农户不下

十几户。王刚为农户提供种子、化

肥、技术，全程指导种植，提供

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收购的蓖

麻叶直接给现金，一分钱都不拖欠

农民的。

走进杨店村秦岭艳的家里，

她正蹲在地里用左手拔着园子里

的东风菜，她的右手前段时间摔

伤了，就算这样也没耽误她劳

动。秦岭艳家前园子的这块地不

大，只有三四分的地，可是种的

这些东风菜能卖 1000 元至 2000

元，足够她们一家一年吃药用

了。同汤春萍一样，秦岭艳也跟

着王刚种植山野菜，今年她家又

种了七八亩地的蓖麻，算一算两

万元的收入是跑不了了。

秦岭艳从心里感激党，她的老

伴于静国患有脑血栓，行动不方

便。扶贫攻坚开始后，当地政府把

她家的情况介绍给王刚，王刚带着

他们种起了山野菜。秦岭艳跟着王

刚种植东风菜、蓖麻，他们只需要

找人干活，一年就赚到两万多元，

老两口 60 多岁了，一年能赚这么

多钱，过去想都不敢想。

“党的政策好，扶贫还有王总

这样的产业带头人，这日子只会越

过越好。”秦岭艳的话代表着群众

的心声。

这些年，王刚带着农户种植的

山野菜出口韩国，与外商签订了长

期合同。群众放心的种，他大胆的

收，带动了周边4个乡镇100多户

农民脱贫致富。

山野菜的种植技术都是王刚通

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从实践中得来，

这几年他大力向农民推广种植，像

汤春萍和秦岭艳这样的贫困户都是

当地政府找到他，让他帮助带一

带，帮助她们脱贫致富。跟着他一

起干的贫困户能有 10 多户，当年

便实现了脱贫摘帽。

“我富了，不能忘了乡亲们，

政府让我带动群众脱贫，我把技术

教给他们，他们种，我来收，我来

卖，不让群众吃一点亏，没有共产

党我也不可能先富起来，赶上这个

好时代，才能致富奔小康，人得知

道感恩啊！”王刚黑黝黝的脸庞带

着憨厚的笑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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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晶晶 周娜
记者 张伟伟

本报讯 8月27日，江苏省宿

迁市宿豫区举办“群”众扶贫助

学活动。家住宿豫区曹集乡快乐

社区姜桥组的叶颖等 10 名贫困大

学新生代表从区领导手中接过助

学金。

叶 颖 说 ， 自 己 和 弟 弟 在 读

书，奶奶今年 80 多岁了，需要母

亲常年照顾，父亲叶志思一人打

工维持全家生活。今年她考上了

重庆大学，圆梦之际，大学的学

费、生活费让原本就困难的家庭

一下子陷入了阴霾，“我今天得到

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助，更是

精神上的鼓励，我一定好好上

学，将来回报社会。”

为有效缓解建档立卡低收入

农户和城市低保家庭子女的因学

致贫难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加快推进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进

程，今年7月26日起，宿豫区集中

开展了“群”众扶贫助学活动，

动员各机关单位、社会企业组织

募捐活动。

此外，宿豫区还通过志愿者

打卡器招募青年志愿者，第一时

间走进超市、广场、社区等人流

量较大的公共场所设置移动募捐

点，倡议群众通过扫码或现金的

方式进行捐助。截至8月26日，共

筹集捐款177.01万元。

宿豫区扶贫办工作人员孙化

全说，宿迁市反馈宿豫区今年新

录取大学低收入家庭学生 334 名，

目前按照高等教育省外及省内部

属本科 5000 元/年/人，专科 3000

元/年/人的标准进行资助。对当年

高考被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录

取的，还给予一次性资助，本科

科 2000 元/人、专科 1000 元/人。

下一步，将继续核实比对学生就

学录取情况，仔细排查符合资助

条件但被遗漏的学生，按要求组

织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填报申请

书。确保助学金在9月5日前稳妥

发放到位，同时在活动结束后跟

踪新生报到情况，确保享受资助

新生全部入学，做到“一个不

少”“一分不差”。

通讯员 覃祚干
记者 陈自林

本报讯 近年来，广西壮族

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以文化自信

引领贫困人口脱贫自信，激发贫

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以文化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促进精准扶贫

与扶志扶智深度融合。

依托文化下乡，精神扶贫拔

除“穷根”。万秀区通过积极开展

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送书下

乡等活动，同时邀请“土专家”、

种植养殖技术专员来到田间地

头，为村民传授科技及种植养殖

知识。文化的引领，乡风的熏

陶，让困难群众的心里热起来、

脑子转起来、身子动起来。目

前，万秀区各村 （社区） 基本配

备了一支文艺队伍，做到周周有

活动、月月有演出，城区有歌

声、乡村有戏看。今年上半年，

在该区各村、镇开展公益电影放

映186场次；开展文艺演出暨游艺

活动160多场次。

万秀区通过成立城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由区委书记担任

实践中心主任，把扶贫政策、种

植养殖技术、产业帮扶、致富带

头人故事等列入宣讲计划，处级

领导带头开展宣讲并指导辖区101

个新时代讲习所在各镇 （街道）、

各村 （社区）、各学校和企事业单

位开展好宣讲活动。

同 时 ， 面 向 乡 贤 、 离 退 休

党员等群体，选拔具备一定文

化基础、在群众中有较强公信

力的人担任扶贫宣讲员，用地

方话宣讲精准扶贫政策；以院

子、屋场、村民小组为单位组

织屋场会，通过举例子、讲故

事的方式对扶贫政策进行精细

讲 解 ， 传 递 脱 贫 攻 坚 正 能 量 。

截至今年 7 月底，该区开展讲习

活 动 280 多 场 次 ， 受 众 人 数 约

5.96 万多人次。

此外，通过开展门庭文化、

“好家庭、好子女、好儿媳”推荐

评选等活动，让孝善行为成为村

民的行动自觉，以家风带村风促

民风，使扶智扶志成为脱贫攻坚

的加速器。

通讯员 汪晓敏
记者 吴昊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南

陵县弋江镇在县委、县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镇党委、镇政府始终

把修好农村道路，助力乡村振

兴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民生

工程来抓，使全镇乡村公路基本

实现全覆盖、网格化管理。农村

基础路网的建设，不仅改善了群

众出行条件，还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

了坚实基础。

弋江镇宋桥村分水组至东方

红组路面狭窄并且损坏严重，特

别是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多

处积水坑洼，车辆和行人无法通

行，严重影响了村民正常生活秩

序。现在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几乎家家都买了小轿车，

每当逢年过节期间，车流量、人

流量较大，存在各种交通安全隐

患，根本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在

镇党委、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

共同关心与支持下，东方红主路

及支路扩面延伸工程于今年7月20

日开工。施工期间恰逢高温天

气，工人们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经过十余天的紧张施工，全长

1127米，宽4.5米的水泥路顺利完

工。

此次东方红组主路及支路建设

直接受益农户 128 户、437 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6 户、27 人。

有效解决了因交通不便给群众特别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出行带来的难

题，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弋江镇宋桥村党总支书记王

小毛说，修的是农村路，美的是

乡村景，改变的是村容村貌，联

系的是党心和民心。对于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来说，首当其冲的

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最为

关键莫过于道路修建。下步，宋

桥村要持续深化基础设施扩面延

伸修建等民生工程，为群众创造

美好幸福生活。

江苏宿豫区“群”众扶贫助贫困学生上学

我富了，不能忘了乡亲
——记辽宁西丰县泓鑫土特产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王刚

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以文化自信引领贫困户脱贫

安徽南陵弋江镇完善基础设施助力脱贫攻坚

近年来，贵州省紫云县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小规模、大群体”发展模式，使红芯薯种植

成为当地民众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图为种植户周莲菊（左）和班技敏在紫云县白石岩乡红芯红薯种植

基地分拣红薯。 贺俊怡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