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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在 脱贫攻坚一线
JUEZHANZAITUOPINGONGJIANYIXIAN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詹国兵 卢越

夏日时节，在福建省南平市延

平区茫荡镇三楼村绿油油的梯田

里，村民们戴着斗笠在稻田里劳

作。三年来，这个有着“福建十大

梯田”美誉的省级贫困村，通过激

活田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

等要素，全村发生了美好巨变。村

民们都说，三楼村之所以能有这么

大的变化，要感谢“林书记”。

村民们口中的“林书记”是

三楼村驻村第一书记林春。2017

年底，福建医科大学副科级组织

员林春派驻三楼村担任第一书

记。三楼村是延平区最偏远的一

个村，全村总人口 1156 人，村内

常住人口为358人，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15 户。2016 年，村财收入

为零且负债200多万元，是个名副

其实的“空壳村”。

三楼村被贫困所困的同时也拥

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如何利用

这些资源带领群众脱贫攻坚，成为

摆在林春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调查研究，林春与村“两

委”决定先带领干部群众改变村里

脏、乱、差的现象，从村庄内部小

事做起，用干净、整洁、原生态的

三楼村留住游客。同时，动员村里

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村民，挖掘

三楼村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三楼村

的奇石、古道、古树等自然景观资

源编好故事、讲好故事，充实乡村

游的文化情趣，吸引更多的游客。

现在，村庄干净了，游客留宿了，

村民将自家产的笋干、蜂蜜、山草

药等农产品拿出来销售，尝到了旅

游业的甜头。

三楼村十分适合有机水稻种

植，只产高山单季稻，生长周期为

160天~180天，而且村民栽培过程

中，不施农药，耕种出的大米光洁

度好，味道清香，有弹性。这种原

生态大米，售价虽然比普通大米

高，但一直未售出应有的价值，挫

伤了村民的种植热情。

针对这种情况，林春策划开

展“三楼村精准扶贫插秧节”“三

楼村农耕文化节”，带动村民和游

客面对面“认领一丘梯田”，从而

让贫困户和其他农户种的优质原

生态稻米物有所值。与此同时，

引导贫困户和其他农户探索精准

扶贫户+种田能手+农业专业合作

社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米生产实

行统一育种、统一耕种、统一包

装，并打出了“茫荡三楼高山生

态稻”商标品牌，成功上线“三

楼食寨”淘宝店，以新的销售平

台扩大知名度，进行线上线下统

一推介、销售。

三楼村有近 1.1 万亩竹林，年

产笋300吨，自古就是延平的白笋

干集散地。因为运输不便，三楼村

的毛竹难卖笋也难卖，很多村民不

愿意管理，毛竹山都摞荒了，也没

有什么收入。

了解情况后，林春通积极对接

和争取相关项目，进行村内道路硬

化，改善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使

村民运输毛竹等农副产品的通道顺

畅，破除农产品销售运输道路瓶

颈。2019年9月以来，通过线上和

线下零售相结合的模式，三楼村已

销售 20 余吨大米，近 1500 盒笋

燕、烤笋、野生小笋等各类笋礼

盒，销售总额超50万元，为实现整

村脱贫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三

楼村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

贫。

此外，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源价

值，农民变股东、产品变品牌，三

楼村农业和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提

高了。2019 年村集体收入增长至

近 15 万元，2019 年村民人均收入

达17312元。2019年底，三楼村正

式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穷帽子”。

“三楼村的发展局面打开后，

我们开始致力发展乡村游，目标

是将三楼村打造成休闲康养的

‘氧吧’和摄影观光的胜地。”林

春说，目前，三楼村主要景点环

境提升已陆续全面展开，村内重

要景区环形闭合通道的硬化工程

也在积极推进，完成后将极大地

方便村民、游客出行和农产品运

输，为全村发展全域旅游夯实基

础。

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马国庆

“能吃苦、乐吃亏、兴村富

民。”这是村民对新疆焉耆县四

十里城子镇博格达村村委会主任

杨瑞生的评价。杨瑞生是土生土

长的博格达村村民，他个头不

高，身板很结实。一提起他，村

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亚克

西”。

2012年，杨瑞生自筹资金成

立了国丰辣椒合作社，采取统一

种植、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一

体化经营方式，效益很好。当

年，他又自筹资金成立了惠民滴

灌带加工厂，利用地膜回收再利

用及加工生产一条线经营模式，

又实现了增收。

2016年，焉耆县选派企业家

到村任职，杨瑞生主动申请，成

了博格达村的企业家村官。杨瑞

生说：“自己和家人都过上了好

日子，但看到一些村民生活水平

还比较低，便萌生了让村民个个

有活干、个个有钱赚，改变博格

达村整体面貌，全村一起致富奔

小康的想法。”

2016年，博格达村的井房出

现故障，杨瑞生自己拿出5000元

为村委会维修井房，解决了村民

们农忙时节浇水困难的问题；

2017年，博格达村美丽乡村项目

正式启动，杨瑞生为美丽乡村捐

助1万元，让10户贫困群众修起

了整洁的院墙；杨瑞生还自己出

资为3个村民小组协调铲车、挖

掘机铺路垫路。

为了让贫困户增收没压力，

2018年，杨瑞生主动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对接，以每亩地高于市场

价100元的价格，承包全村10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102 亩耕地，

统筹当地31名生活困难群众在合

作社务工，让他们可以一边照顾

家人，一边增加收入贴补家用。

“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

事情做，把村里的事情当成家里

的事情做。”不论是村级阵地建

设，还是土地确权、民生项目建

设，杨瑞生都是亲力亲为，自己

出资垫前期费用，为的就是让村

里的工作能够速办速结，让群众

受益。

杨瑞生的努力，村民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2017年5月，杨

瑞生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村

民顾生平说：“杨瑞生增收致富

了，但他还想着村里的困难群

众，村里60%以上的贫困户都得

到过他的资助，大到赊欠农资化

肥、借钱购买机械设备，小到借

款，在我们的心里，他就是能带

领大家发家致富的能人。”

2019年，焉耆县把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杨瑞生培

育了板蓝根花海、菊花园，发展

起芳香经济，让村庄华丽变身为

“花田小村”。

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同

时，杨瑞生拓宽农业农村发展空

间，增加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

让村民吃上“旅游饭”，实现了

乡村变景点，田园变乐园。

作为一名党员，杨瑞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群众的

每件小事都当做自己的大事来

办，尽己所能为群众办实事、解

民忧。杨瑞生先后荣获县级优秀

“企业家村官”称号、县级民族

团结先进个人、富余劳动力转移

先进个人等称号。

杨瑞生说：“一个村子要脱

贫，要有坚强的党组织。作为党

员中的致富带头人，自己富不算

富，只有带动广大农民共同富

裕，才是合格的带头人。”

记者 朱柳蓉
通讯员 黄桂园 蓝志坚

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京榜村有180多

亩连片藕田，曾经因泥土深，机械下田无法作

业，不适合种植水稻，加之村中的主要劳动力

都外出务工，导致农田撂荒多年。

土地被抛荒，既浪费资源，又影响村貌。

今年 2 月，新到任的京榜村党支部书记蓝志

坚，计划利用这块荒田打造乡村新风貌，同时

带动贫困户走上致富之路。

抛荒多年的水田涉及140户村民，让这140

户村民同意流转土地是首要难题。蓝志坚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动员村“两委”干部

带头，组织党员骨干、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做工

作，终于说服了村民将土地流转出去。

在做通群众工作之后，将土地流转出去

“变现”成了根本问题。蓝志坚整理好土地信

息，并将信息放到覃塘区村集体经济孵化器，

为招商引资发起冲击令。招租信息发放当天下

午，就有人联系蓝志坚表示要承租连片水田种

植莲子。蓝志坚立即组织农户代表开会，经村

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将连片 180 亩荒

田，以每亩田每年600元租金承租出去，建设

莲子种植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原来的荒田变成了一

大片绿油油的荷塘。每到傍晚时分，村民们就

带着孩子到荷塘边散步赏荷，怡然自得。蓝志

坚说，莲藕基地租地的期限为5年，村民将土

地流转出去，前3年每年可获得600元一亩的租

金，后两年每年可得 700 元一亩的租金。同

时，村集体可获取5400元土地流转服务费。

“我们现在种植的莲子品种，从开花到结

果也就是一个多月时间，每年采摘期是7月到

10月。”莲子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拾飞说，今年

收成还算可以，莲子采摘主要是靠当地村民，现在已经召集了村

里的贫困户从事莲子的采摘、剥壳、去皮、晾晒、烘干等工作，

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助力贫困户增收。

“没想到了抛荒的地还能被租出去，每年都有租金收入。”流

转了近1亩地的贫困户韦金雨欣喜地说，他的身体不好，一直在家

种点田忙活家务，现在荒地变荷塘，让他们一家多了一项收入来

源，生活也更加有盼头了。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潘亚龙

本报讯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

区杨桥镇近年来通过产业扶贫造

血发力，围绕村有主导产业、户

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的稳

定脱贫目标，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余湾村全村超九成农户家都

种有桔树。为了改变落后的销售

方式，做大“朱红桔”产业，余

湾村成立柑桔一体化销售中心，

通过电商、对接农贸市场、企业

团购等方式，促进余湾村柑桔产

业发展，不仅让余湾村成为当地

远近闻名的柑桔大村，其注册的

杨桥“朱红桔”品牌也逐渐打

响，造福了一方百姓。

鹿山村依托项目区良好的农

业生态资源和杨桥现代农业示范

区平台优势，建设以休闲农业为

主的示范基地，创新发展、多元

融合、特色彰显的产业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并不断优化，村集体经

济收入不断增加。今年，鹿山村

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将组织技术能

手种植80多亩优良猕猴桃，带动

全村贫困户脱贫致富。

螺山村位于破罡湖畔，水系

发达，水草丰富，村内可养殖水

面约2200亩。螺山村依托村里自

然条件，通过水面流转，全面盘

活资源，规模化养殖，提高收

益。2018年，螺山村为了提升农

业经济发展，切实带动农户及村

集体增收，整合五洲圩、万担圩

土地资源，打造集旅游、观光、

体验、示范带动于一体的园区。

今年，螺山村实施皖江水乡园名

特优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打

造名特优水产品养殖示范园，预

计实现村集体增收9.6万元。

安徽安庆杨桥镇村有主导产业助脱贫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申鸿皓

本报讯 近年来，河南省社

旗县李店镇依托独特的自然条件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积极培育壮

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行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的经营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拓宽创

业就业渠道，带动贫困群众持续

增收、稳定脱贫。

每到夏日周末，到李店镇乐

悠山生态观光园的游客就络绎不

绝。谁能想到，昔日的荒岗坡

地、水库滩涂，这几年在回归乡

贤郭长玉的精心打理下，不仅栽

植软籽石榴，优质桃、杏、葡

萄、梨等特色林果，还发展野炊

餐饮、儿童乐园、水上竞技、露

营住宿等一系列休闲娱乐项目，

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

银行”。

现在，常庄村占地 600 亩的

盛阳农场林果基地迎来丰收季，

游客穿梭在猕猴桃、葡萄等时令

果蔬田间，摘果尝鲜，怡然自

乐。盛阳农场负责人李连文说，

有 3 户贫困户在农场承包林果独

立经营，50多名贫困群众在基地

务工，都实现了增收。

截至目前，李店镇发展经济

林面积近 6 万亩，培育百余家各

类林果产业专业合作社，年产优

质果品超过2500万公斤，林果人

均收入达4500元。林果产业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环境增

色，加快了农村发展、乡村振兴

的步伐，逐渐成为李店镇生态农

业发展的新引擎和脱贫攻坚的重

要保障。

河南社旗李店镇林果产业成脱贫“绿色银行”

记者 王官波

本报讯 辽宁省绥中县加碑

岩乡王台村是省级贫困村，四面

环山，可用耕地少。面对如此恶

劣的自然条件，王台村村“两

委”积极想对策、找出路，千方

百计发展扶贫产业。

2016年，依据当地条件和资

源优势，王台村成立富国黑木耳

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占地80

余亩，建设11栋大棚，日用工量

平均在60人左右，通过安排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入社分红，帮助全村建档立卡户

脱贫增收，把“小木耳”发展成

了大产业，让木耳成为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助推器。

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吴冰说，

合作社除了种植木耳，还发展香

菇、平菇、榆黄蘑等多种食用菌

栽培，为产业发展拓宽了渠道，

今年还新引进了“盆景蘑菇”。

在王台村村“两委”的不懈

努力下，今年合作社已生产15万

棒木耳菌棒，木耳产量达到 1 万

斤，生产香菇7.5万棒，现已出售

6.5 万斤，为贫困户分红 2.16 万

元，预计到年底还能分红10万余

元。合作社不仅助力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同时也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可观的

收益。

精准扶贫，产业先行。吴冰

说，王台村要站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带领广大群众奔小康，

让村民过上更好的幸福生活。

辽宁绥中县王台村木耳合作社带富全村

解锁“梯田村”的脱贫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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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选他当村官 他让全村富起来
——记新疆焉耆四十里城子镇博格达村村委会主任、农民企业家杨瑞生

近年来，吉林省洮南市福

顺镇春华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坚持以特色产业扶贫为重点，

推 动 稻 田 养 蟹 特 色 种 植 、 养

殖，手工艺草编等扶贫项目发

展，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构建精

准防返贫长效机制，帮助困难

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这是一名村民在展示草编

工艺品。

雒圆摄/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