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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在 脱贫攻坚一线
JUEZHANZAITUOPINGONGJIANYIXIAN

记者 陈自林
通讯员 罗金霞

广西藤县天平镇罗盖村以发

展现代生态功能农业产业为抓

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推动扶贫产业平稳健康发

展，带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罗盖村成立的藤县瑞源富硒

水稻合作社种植的富硒水稻近日

迎来了丰收，10 多名来自贫困家

庭的工人忙着把金灿灿的稻谷装

袋，然后运走。黄振佳是其中务

工人之一。他除了在村里非固定

性公益岗位上任职外，还在农忙

时到合作社务工。他说，务工一

天有 100 元的收入，月均收入约

1500元。

水稻合作社以新型经营主体+

基地+贫困户的方式，带动25户贫

困户以土地入股和务工入股的方

式加入。社长谢瑞源介绍，合作

社初步投资了 12 万元，整合撂荒

农田、流转农田共120亩，预计今

年亩产1400斤富硒米、收入16万

余元。下一步，计划扩大种植面

积至 200 亩，带动更多贫困户脱

贫。

合作社一开始便长期聘请了6

名贫困户务工，并带动他们种植

了 20 多亩富硒水稻。去年 11 月，

合作社种植的120多亩水稻收获了

9万多斤稻谷，每月销售富硒大米

约5000斤，销售额约3万元。聘请

的贫困户月工资不少于1000元。

罗盖村第一书记黄裕发说，

下一步，将继续用好扶贫政策发

展富硒水稻特色产业，引领更多

农民种植富硒水稻，用富硒米糠

养殖鸡，打造罗盖富硒系列产

品，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此外，罗盖村还有一个金豪

腐竹加工厂，由周艺锋夫妇创

建。早些年，周艺锋的家庭发生

了重大变故，因病负债导致贫

困。2015 年底，情况一直没有得

到好转的一家人被评定为贫困

户。2018 年，周艺锋家创办的金

豪腐竹厂由于资金不足和销售渠

道不畅通被迫停产了。

黄裕发了解到情况后，联合

村“两委”干部，经过走访调

研、综合考虑，决定为加工厂注

入村级集体经济的力量，提供5万

元资金，用于重启生产。后来又

组织另外2名贫困户合股加入经营

扩大发展。目前，加工厂带动5名

贫困户务工，每人每年增加经济

收入数千元。加工厂负责人周森

祥说，工厂招收工人优先考虑贫

困户。生产的腐竹，基本上是在

广东、广西一带销售，日产量400

到600斤，每月盈利1.2万元至1.8

万元。

罗盖村通过致富带头人发挥示

范作用，激发更多贫困户自力更

生，打造属于罗盖村的特色产业，

加快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步伐。罗

盖村的腐竹和富硒米分别在2020年

5 月和 6 月成为自治区扶贫产品。

黄裕发表示，罗盖村将借助富硒大

米和罗盖腐竹成为自治区扶贫产品

的机遇，加快发展优质产品，引领

更多贫困户参与进来，使更多贫困

户致富、提升生活质量，带动贫困

群众持续稳定脱贫。

罗 盖 村 早 在 2018 年 已 经 脱

贫。目前，全村脱贫 232 户、951

人，剩余未脱贫18 户、40 人，贫

困 发 生 率 由 原 来 的 20.3% 降 至

0.80%，人均年收入由原来2800元

跃升至8900元。

广西藤县天平镇罗盖村强服务创品牌——

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产业

记者 王官波
通讯员 田永刚

王浩是辽宁省大连市妇产医院团委书记。

2018年，王浩被派到瓦房店市阎店乡左屯村任

第一书记。说起当初进村时的印象，王浩说：

“农村富不富，首先要看这个村大棚多不多。

我第一次来左屯村时，一个大棚都没看到。”

左屯村位于瓦房店的西北部，全村共1080

户。王浩走访调研发现，虽然当地没有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但有不少因病、因残等导致的低

收入家庭。因此，王浩将工作重点放在低收入

家庭上。经过多次了解和考察，王浩从山东引

进了60只优质的芦花鸡鸡苗，投放到2户困难

家庭试养。

5个多月后，通过认真核算，最终得出每

只芦花鸡的饲养成本为80元左右，按每只180

元计，每户养30到50只，母鸡下蛋、公鸡卖

肉，半年时间就能收入3000元到5000元。

看到养鸡能赚钱，更多的家庭加入到养鸡

的队伍。2018年底，王浩又动员5户农户成立

了瓦房店市第一个家禽专业合作社——大连市

平伟家禽专业合作社，随后注册了“左程家”

商标品牌，实行规范化管理，保障产品质量。

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王浩又主动与大连“第

一书记的店”联系，并成为其唯一的土鸡蛋供

应商，保证了村民的产品销路。

在妇产医院工作多年的王浩又把目光瞄准

了医院的孕产妇群体。“这些孕产妇对绿色健

康食品特别需要，我们村的芦花鸡和土鸡蛋质

量特别好，于是我就在大连市妇产医院的孕产

妇和我们村的产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王浩

说，芦花鸡从小到大，吃的都是玉米、豆粕、

鱼粉、贝壳粉、麸子等，加上在散养区活动觅

食，公鸡能长到 8 斤以上，母鸡也有六七斤，

鸡蛋和鸡肉是孕产妇的绝佳选择。由于产品质

量过硬，大家口碑相传，订单源源不断。农户

负责抓生产和产品质量，合作社收购产品后，

再经过包装，将绿色健康的农产品送到孕产妇

手中。

通过精准对接，左屯村更多的低收入户发

展家庭农场，近两年来累计销售2000余只散养

公鸡、10万余枚土鸡蛋，各类农副产品3万多

斤，实现销售总收入48万元左右，平均每户的

年收入近2万元，净利润在5000元以上，有15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王浩的努力得到了组织认可。2019年5月

他被评为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今年5月他

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

如今，村里终于有了自己的致富产业，一

直空壳的村集体账户里年底前可望增加7万余

元，贫困户人均收入翻番……谈及未来，王浩

说，希望在他离任以后，养鸡产业也能健康稳

定发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记者 王莹思
通讯员 刘建梅

宽敞明亮的柏油路穿村而过，干净整洁的

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网状公路车水马龙，星级

酒店、驾考中心人来人往——贵州省遵义市红

花岗区深溪镇龙江村，欣欣向荣的新农村面貌

呈现眼前。近 80 岁的老人杨廷元动情地说：

“这些变化，是杨健给我们带来的。”

杨健是龙江村的村民，他早年在外创业，

收入颇丰。2010年，受村党组织邀请，他回村

任职村党委书记，一边带领群众发展产业，一

边研究市场。

2011年，过境龙江的杭瑞高速项目启动。

杨健把全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了一

支20人的建筑工程队，负责承包物资运输、土

石方开挖等工程，当年就创造集体收益 82 万

元，赚取了集体经济“第一桶金”。

要做大村集体经济，就不能安于现状、零

敲碎打。在商海中打拼多年的杨健，眼光比

较长远。他认为龙江的发展必须整合资源，立

足距离城区12公里，杭瑞高速、遵义大道穿境

而过的区位优势，多元发展。

基于此思路，村党委整合已有产业，成立

了遵义市龙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杨健自

荐任公司董事长，开始探索以企业发展理念经

营村庄的路子。

到处联系业务，到处签约合作，不断实施

的项目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就业，还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看到村庄的变化，摸着鼓鼓的钱

包，群众对杨健信任满满。

2015年，遵义市驾驶人考试中心项目在全

市选址，最终落在了龙江。杨健作出一个大胆

的决定：以村集体投资控股、村民入股、企业

参股方式修建一个酒店，服务考试人员。村里

200多个农户入股2000万元，与遵义市物资集

团合资修建龙江酒店和龙江驾驶人培训基地。

去年，杨健得知位于城区的水产批发业市

场因环保问题必须搬迁，立即邀请专家到辖区

考察水产养殖条件，最终确定在居子组建设大

型综合性水产养殖批发市场。村民筹资入股、

平场、搭建厂房，从构思到落地，短短两个

月，就将全市综合性水产市场搬迁到龙江村。

今年年初，结合龙江窖酒的品牌效应，又

与仁怀一家企业合作建成龙江酒业公司。如

今，杨健成为 5 个公司的董事长，年均创收

800多万元，龙江村集体经济规模超过6000万

元。

优越条件让越来越多的客商入驻龙江，开

超市，开餐厅，开修理店。而龙江的人们也不

落下，在公司上班、自己办企业、搞个体经

营、发展生态农业等，人人有事干，家家有钱

赚。

五龙组的周友强是考试中心拆迁户。考试

中心和龙江酒店建成后，周友强就当上了考试

中心的保安，他的妻子在龙江酒店当保洁员，

女儿在镇级平台公司上班。

失地村民彭文静在杨健动员下，入股酒店

10万元，进店当了副总经理，负责酒店管理。

作为股东，彭文静的工作格外负责，她说：

“自己为自己打工有奔头。”

农产品加工、养殖业、车辆维修、副食品

店、汽车销售中心等行业纷纷发展起来，全村

个体工商户就有156家。2019年，人均年收入

23026元。

繁华的龙江出名了。龙江村党委先后获贵

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

等称号。杨健个人先后获得贵州省劳动模范、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称号。

繁华龙江的领路人
——记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杨健

记者 牛新建

薛礼军是甘肃礼县交通运输局派驻洮坪镇

大山村的第一书记兼帮扶工作队队长。2018年

4月，他到大山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到任以

来，他真抓实干扶真贫，成为村里群众的贴心

人。提起大山村的变化，群众对他和他带领的

帮扶工作队都赞不绝口。

大山村地处高寒阴湿山区，贫困面大，

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难度大。2017 年底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26 户、119 人，贫困发生率

27.3%，是深度贫困村。薛礼军到任后，从

进村入户开始，逐一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

了解每一户的人口、耕地、经济收入来源等

资料，并记录在工作日志中，随身携带，时

时琢磨。驻村后，薛礼军持续在微信朋友圈

里推销当地产品，大力宣传大山土鸡、土

蜂、牛羊、蚕豆等畜禽及土特产。打开他的

微信朋友圈，两年来几乎全是和扶贫有关的

内容。他凭借自身资源，给大山村养鸡、养

羊、养牛及种植大黄的低收入家庭，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2018 年年底，大山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82%，通过了脱贫验收。如今，还有贫困户3

户、8人，今年均能如期脱贫。薛礼军通过抓

党建促脱贫、通过村干部带动党员、通过党员

带动群众，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大山村群

众的收入增加了，致富的愿望增强了。

为了改变大山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

他对接本单位帮扶力量，经过多方协调，积

极筹措专项资金 60 多万元，为大山村修砌

1000 米梯形排水边沟，硬化 275 平方米小广

场，修建旱厕；在党群服务中心院落前修筑

花园，积极协调县文体广旅游局配置了 8 套

文化广场健身器材等，极大提升了大山村人

居环境水平，让大山村的群众有了锻炼的去

处。为了改变部分群众落后的生活习惯，改

善居家环境，他多次邀请交通运输局的领导

到大山村开展慰问活动，并在 2019 年底为所

有 农 户 配 发 了 三 件 套 （床 单 、 被 套 、 枕

套），带动群众追求整洁的居家环境，追求

更高质量的生活。

几年来，大山村新农保、新农合、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各项工

作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镇前列。

大山深处筑梦人
——记甘肃陇南礼县洮坪镇大山村第一书记薛礼军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丁国法

本报讯 8月4日，来自河南

省唐河县苍台镇贫困村的20多名

贫困户和脱贫户，走进镇政府参

加精准帮扶三方见面会。

精准帮扶见面会是苍台镇正

在全面铺开的一项扶贫活动，会

面三方分别是行政村内的贫困

户、脱贫户及帮扶联系人，参会

人员还有镇包村干部、贫困村第

一书记、村“两委”班子成员。

后湾村党支部书记陈明理介

绍，后湾村以养殖本地特色牛、

羊、驴，种植花生、白参菌栽培

为主，预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3

万元以上，贫困户有望脱贫。不

过，村里的42户脱贫户和7户贫

困户既要巩固脱贫成果，也要谋

划致富新路子。

宋湾村脱贫户李显彬在会上

向大家介绍自己的脱贫经验。他

说：“国家扶贫政策、惠农政策

让我们得到很大实惠，虽然我只

享受小额扶贫贷款 5 万元帮扶资

金，但自己努力管护好桃园，多

向帮扶干部了解水果市场行情，

成功抓住了今年的行情。”

主抓扶贫工作的镇党委副书

记章钊伟说，这次见面会，既能

介绍经验，又能讲解政策，还协

调办妥了多项事情，大家对帮扶

思路也更清晰了。

镇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在脱贫预算账工作中，各村

正在相继组织精准脱贫三方见面

会。各村召开见面会后，将以村

为单位整理贫困户提出的困难和

问题建立清单，并由帮扶联系人

和第一书记从政策、资金、项目

等方面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将帮

扶措施落实到户、到人，提高帮

扶成效及满意度。

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向杰廷 张贺军

湖北省宜城市郑集镇轩庄村地

处汉江西岸，土地肥沃，沙洲地非

常适应种植麦冬。2015年以来，轩

庄村将麦冬产业作为产业扶贫的主

攻方向来抓，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

宜发展麦冬产业。

轩庄村积极抓好麦冬技术培训

和技术帮扶。一方面，邀请中药材

专家为群众举办麦冬种植技术培训

班，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种植技术

指导；另一方面，组织种植大户、

种植能手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帮助贫困户解决种植麦冬缺技术的

问题。此外，还免费为贫困户提供

麦冬种苗，调动了贫困户种植积极

性，主动参与麦冬产业发展。

轩庄村成立了麦冬专业合作

社，共联合麦冬种植农户 650 多

户，麦冬种植、经销大户 30 多

户，实行种植、管理、收获、加

工、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轩庄村多

方筹集资金120万元，新建了一个

占地面积达 4800 平方米的麦冬交

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了麦冬销售

难的问题。麦冬收获季节，安徽、

河南等外地客商纷纷上门收购。

去年，轩庄村麦冬种植面积扩

大到 2100 亩，全村麦冬总收入达

到 3150 万元。62 个贫困户户均种

植麦冬1.5亩，平均收入2.3万元，

实现整村脱贫出列的目标。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刘华

家住吉林省公主岭市龙山满族

乡土门岭村的褚树才，早年间和妻

子在家务农、养牛，农闲时外出打

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后来，

褚树才的女儿因患脑病导致家中开

销巨增，一家人陷入困境，成为贫

困户。

去年，九台农商银行公主岭支

行的驻村干部在调查走访时，了解

到了褚树才家的情况，及时反映到

行里。银行干部得知褚树才有养牛

经验时，决定帮助他继续养牛。经

实地调查，加快审批进度，很快就

为褚树才发放了4.65万元贷款。褚

树才购买了3头母牛，发展养殖。

如今，褚树才家的一头母牛已

经繁育了一头小牛犊，另外2头母

牛也怀孕了。预计今年他家可增收

4万余元。

贷款养殖奔小康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沈启寒 陈鹏辉

将清洗干净的黄豆进行打浆、

煮浆、过筛等十几道工序，一块块

鲜嫩可口的豆腐就出炉了。在沈建

飞豆腐作坊，夫妇俩配合默契，几

年过去了，日子从贫困转向宽裕。

沈建飞的家位于福建省诏安县

太平镇科下村，他的父亲患病，母

亲年迈，还有一双儿女，负担较

重。

早年间，沈建飞夫妇远在广东

打工，家里老人孩子让两人放心不

下，想辞职回老家谋生却苦于手头

没有技术，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

2013 年的一次返乡探亲，让

沈建飞夫妇发现了商机：太平镇传

统豆腐的市场前景可观，如果去学

做豆腐，效益应该不错。两人稍加

思索，辞去工作，到诏安县官陂镇

学习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技艺。

技艺学到手后，夫妻俩回到了

村里，操办起了豆腐作坊，一台磨

豆机、一张桌子、模具、一个柴火

灶就是作坊的全部。

豆腐出锅后，沈建飞夫妇轮流

配送每天接到的豆腐订单，然后骑

着车走街串巷卖豆腐。从刚开始一

天卖五六十块豆腐，到现在卖一两

百块，每天纯利润一两百元，家里

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

在长期努力之下，2017 年沈

建飞一家脱贫了，随后还盖起了3

层的小洋房，冰箱、空调等家电一

应俱全。妻子刘秀琼说，以前住小

瓦房，没有什么家具，甚至没有水

电，下雨天还会漏雨，现在的生活

是以前不敢想的。

沈建飞说：“今年申请到 2 万

元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准备重盖一

间豆腐作坊，妻子也可以摆个小

摊，这样就可以多赚点收入。”

办产业从无到有 抓品质订单纷至
——记辽宁瓦房店市阎店乡左屯村第一书记王浩

河南唐河苍台镇精准帮扶三方见面会话脱贫

麦冬种成脱贫金豆豆

豆腐磨出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