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大红毛丹种植园

迎来收获季，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忙着采收、

分拣、打包、发货，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随着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这里出产的红毛丹已搭上“电商快车”销往

全国多地，广受消费者喜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通讯员 吉薇摄

电商为媒 保亭红毛丹走俏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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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虹桥
通讯员 刘佑祥 刘丈国

湖南省邵东市有500余年的黄

花菜栽种史，素有“金针之乡”的

美誉。所产黄花菜因色泽鲜亮、气

香味佳、肉头肥厚而闻名，被列入

全国八大名贵蔬菜。2005 年，原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邵东黄花

菜”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0

年，邵东黄花菜经农业农村部评审

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把握新发展机遇、构建新发展

格局、擦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名

片——湖南邵东黄花菜蓄势待发，

正走上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现代

化发展之路。

邵东地处湘中丘陵地带，自

然条件得天独厚，温和的气候、

富硒土壤造就了湖南邵东黄花菜

味鲜质嫩、营养丰富的独特品

质。“目前，邵东市栽种的黄花菜

品种多达 21 个，早熟品种与迟熟

品种结构搭配合理，高产高抗优

质等特点非常突出。”邵东市农业

农村局总农艺师尹小平表示，“我

们从育苗抓起，大力推广绿色种

植技术，要求广大种植户施肥时

以有机肥为主，适当配施无机

肥，多采用性诱、灯诱、色诱等

方式防治病虫害。”

通过配套提供多项技术指导，

邵东市相关部门倾力为黄花菜的绿

色种植、绿色生产保驾护航。随着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被

广泛运用到黄花菜生产加工各个环

节，目前，邵东已初步实现黄花菜

产业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动

态化管理和运营，助力黄花菜智慧

化种植、智慧化生产。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下，邵东市委、市政府认为振兴黄

花菜产业恰逢其时，出台了《邵东

市推进黄花菜产业振兴实施方案》

等相关政策，着力在产业规划、政

策支持、链条延伸、品种改良、品

牌建设等方面发力。

为调动农户的种植积极性，邵

东市相继出台了稳产扩面、规范加

工、保底收购、拓展销售、加快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推

广农户+基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的合作模式，推动黄花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

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逐年

增加、实行保底收购进行奖补、壮

大线上销售规模给予有功电商平台

进行奖补、对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新购置的加工设备进行财政补

贴、规划建设规模以上冷链烘干腌

制车间进行财政补贴……一系列政

策的出台，进一步夯实了振兴邵东

黄花菜产业的根基，让这一产业的

发展步伐更加有力。

2020 年，邵东黄花菜种植面

积 4.05 万亩，总产量 4740 吨，总

产值7600万元。

尹小平介绍，邵东市的目标是

到2025年，力争创建1个国家级现

代农业 （黄花菜） 产业示范强镇，

创建 3 个省级现代农业 （黄花菜）

特色产业园，创建1个省级现代农

业（黄花菜）特色产业集聚区。邵

东将打造集黄花菜种植、加工、流

通、销售及文化传播于一体的黄花

菜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塑“中国

黄花菜之乡”。

邵东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

长任组长的花菜产业振兴领导小

组，围绕“重塑邵东‘中国黄花菜

之乡’、将邵东建设成国内主要的

黄花菜种植加工基地和集散地”的

目标，按照“一年见成效、两年有

规模、三年标准化、五年产业集聚

化”的目标制定了中长期规划，确

定种植优势区和培育区，将黄花菜

种植面积由目前的4万余亩发展壮

大至12万亩。通过精准施策、聚力

打造，力争使邵东市成为国家黄花

菜商贸流通中心，让黄花菜特色产

业在市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更

加稳固。

在品牌建设方面，近年来，邵

东积极探求打造“邵东黄花菜”区

域公用品牌，同时鼓励企业打造自

主品牌，采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自主品牌商标的模式，使地理标志

品牌与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商标品

牌形成合力，以大品牌带动小品

牌，通过知识产权属性保护“邵东

黄花菜”的集群品牌。

此外，除了目前正在布局的

“邵东黄花菜”产业集群，“邵东智

造”“邵东玉竹”及红色旅游、绿

色食品、新型材料等邵东特色产

业，亦将携手“邵东黄花菜”，形

成更有力的引领模式，以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今年，邵东按下了黄花菜产

业发展“快进键”，加快推进黄

花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加速跑”，并将立足自身

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发展前景

继续作出战略部署，叫响“中国

黄花菜之乡”品牌，擦亮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新名片。

记者 陈自林

2019 年 4 月，广西金秀瑶族

自治县整县脱贫摘帽；2020 年，

全县4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累计

脱贫11179 户、41982 人。为坚决

防止“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现

象，金秀下好先手棋，主要领导

于 2019 年 6 月即开始着手调查研

究如何建立防贫长效机制，确立

防返贫致贫工作思路。

2020 年初，金秀出台作为主

方案的 《打赢脱贫攻坚返贫阻击

战工作实施方案》 及 《2020 年防

返贫阻击战兜底保障实施方案》

等8个配套方案，形成了涵盖兜底

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教

育保障等及金融支持防返贫阻击

战的“1+8”政策保障体系，进一

步筑牢返贫致贫工作防线。通过

“线上预警、线下核查”相结合，

实现精准防贫。

金秀于 2019 年 7-8 月，组织

900余名干部队伍开展了农户信息

集中采集工作，通过“地毯式”大

排查，共采集 10946 户贫困户、

23023户非贫困户的信息并录入大

数据监测系统。同年，成立脱贫攻

坚防返贫阻击战大数据中心，并投

资98万元建立了防返贫大数据监

测系统，“信息化”打造防贫预警

监测网。对处于贫困临界边缘的非

贫困户，以及因灾因病等出现返贫

风险的脱贫户，进行实时监测及动

态管理。通过整合医疗报销、民政

低保、临时救助、残疾人、危房存

量、学生学籍等数据信息并分项设

置指标值，“精准化”确定返贫致

贫风险户，实现风险预警。当系统

发出预警，乡（镇）即组织人员进

行核查与反馈。各部门每季度共享

数据，开展长期监测。截至目前，

累计监测风险户 142 户、497 人，

其中16户、68人被纳入防贫帮扶

管理，由多部门联动实施干预措

施，确保风险高质量化解。

县财政每年安排800万元防返

贫基金，重点对因病、因灾、因

意外事故等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

农户实施救助。通过提供医疗救

助、建房补助、教育资助、产业

项目补贴等资金支持，将精准脱

贫与精准防贫有机结合起来。截

至 2020 年底，金秀已拨付 323 万

元县级防贫资金，实现防贫对象

全覆盖。2021 年已落实防贫资金

200万元。

金秀将“三保障”帮扶政策

向防贫对象倾斜。在医疗保障方

面，防贫对象可享受仅低于贫困

户 5%的差异化医疗报销比例政

策，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85%，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报

销比例达到 75%；在教育保障方

面，防贫对象的适龄子女可享受

仅低于贫困户适龄子女500元的差

异化教育资助；在住房保障方

面，有建房需求的防贫对象可获

得仅低于贫困户5000元的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

通过这些帮扶政策，金秀292

名防贫对象享受医疗报销及救

助；45户、121人享受危房改造或

房屋加固扶持政策；195名在校防

贫监测学生享受教育资助。成功

化解众多家庭存在的返贫致贫风

险，其中因病的 156 户、585 人；

因学的11户、42人；因住房不稳

固的45户、121人。

金秀充分发挥保险的防贫作

用和社会服务特色补偿功能，支

持保险企业为防贫对象提供服

务，采用政府投保、防贫保险托

底的方式，聚焦大病、灾难、意

外事故等主要返贫致贫因素，为

防贫对象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

针对未化解风险的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及低收入脱

贫户，金秀于 2020 年为 758 户、

2622 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于

2021年为1080户、4519人购买了

防贫救助保险。为防贫对象购买

防贫救助保险，成为了金秀防止

困难群众返贫致贫的有效手段。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张世有

本报讯 当前，吉林省抚松

县正值玉米、大豆等作物的生长

旺盛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松

江河镇农业部门为切实抓好粮食

类作物病虫害防控，持续推进

“虫口夺粮”行动，选派资深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开展粮

食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排查、指导

等工作，确保今秋农民增产增收。

日前，在松江河镇小山村的

玉米地内，镇农业技术人员发现

了玉米粘虫的踪迹，立即通知了

农户，并指导其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及时消灭了粘虫虫害。

通过对全镇粮食作物所有地

块开展病虫害普查排查工作，松

江河镇农业技术人员基本掌握了

本地粮食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动

态，并及时指导农户开展防治工

作，为今年的秋粮丰产丰收奠定

了良好基础。

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镇抓好病虫害防治保增收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侯宁

本报讯 连日来，位于福建

省诏安县秀篆镇的诏安县雅俊食

用菌有限公司，十几名妇女忙着

加工采摘的黑皮鸡枞菌，厂房内

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秀篆镇河美村村民吕文惠，

边熟练地削菇边说：“前一阵鸡枞

菌大丰收，我们最近正忙着削

菇，很快就能把这些‘黑金子’

卖到外地了。鸡枞菌是我们脱贫

户致富的好产业，现在镇里、各

村都在种。全镇共有近20家鸡枞

菌种植加工厂，解决了 500 多名

村民的就业问题。”

近年来，秀篆镇大力发展黑

皮鸡枞菌种植，带动全产业链发

展，走出了一条产业致富新路。

黑皮鸡枞菌是一种食用及药用价

值很高的食用菌，气香味美，烹

饪简便。许多食客对其独特的香

味、脆鲜的口感“爱不释口”。

鸡枞菌产业两年前才在秀篆

镇兴起。由于土壤、水质条件十

分符合其生长所需，秀篆镇种植

的鸡枞菌品质上佳。鸡枞菌一年

能种 3 季，全镇年产量已达 80 万

斤，年产值近2000万元。秀篆镇

鸡枞菌远销北京、上海、成都、

广西等地，每到收获季总会被抢

购一空。

秀篆镇积极发掘适合本地的

产业，有序发展鸡枞菌种植，为

地方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

福建诏安秀篆镇鸡枞菌丰产热销成新兴产业

记者 李彦东
通讯员 张禄

本报讯 陕西省平利县大贵

镇近年来立足当地实际，积极培

育合作社，发展绞股蓝特色产

业，新栽100亩绞股蓝、230亩药

用绞股蓝，进一步提升了土地价

值与产业质效，通过土地流转和

参与种植管护的方式促进群众增

收，助推乡村振兴。

绞股蓝种植管理简单，成本

低、见效快，种植当年即可开始

采摘，每年约可采摘 4 茬。通

常，可按叶片数目分为九叶、七

叶、五叶、三叶和二叶绞股蓝，

其中以天然九叶和七叶绞股蓝为

极品，二者的皂甙含量很高，是

五叶绞股蓝的5~10倍。大贵镇凭

借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及连

片的田坝谷地等优越自然条件，

已发展九叶、七叶、五叶等多个

品种的绞股蓝，可用于制药、饮

用。而初加工提取药用成分后，

绞股蓝残渣还可养猪、生产沼

气，助推生态农业基地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绞股蓝品质，

提高产业效益，大贵镇采取党支

部宣传引导＋企业辐射带动＋基

地典型示范＋农户积极参与的模

式，不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与企业、合作社的对接沟

通，逐步增加基地面积、扩大产

业体量。同时邀请专家、农技师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绞股蓝种植技

术指导，并进行统一种植、统一

培训、统一采摘，确保绞股蓝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使绞股蓝成为

了当地群众的“致富草”。

陕西平利大贵镇绞股蓝种成“致富草”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曹建明 吴文军

盛夏时节，漫步在江苏省如

东县新店镇三角渡村一望无垠的

荷塘边，只见碧绿的荷叶衬托着

娇艳的荷花，淡淡的荷香随风飘

来，令人心旷神怡。

三角渡村地势低洼，沟河密

布，曲折交错。抗日战争时期，

三角渡村隶属于杨曹乡，因水乡

地形复杂的优势成为我军的战

场。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在此深

入敌伪腹地，实施伏击战、游击

战等战略战术，狠狠打击了日军

的嚣张气焰，让敌人发出了“宁

过九条江，不到杨曹乡”的哀叹。

改革开放以来，三角渡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不

少地块因地势低洼难以种植作

物。加之地处偏僻，基础设施、

生产条件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

受限。

穷则思变，2004 年，村“两

委”经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利用

低洼地块，引导村民种植优良品

质莲藕，实现变废为宝，以小莲

藕托起了群众的致富梦。

近年来，村里又通过土地流

转，流转近600亩水面给外乡人种

植莲藕。外乡承包模式带来的不

仅是优质的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

术，还直接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兵介

绍，莲藕种植水面流转价格最高

可达每年每亩800元，仅此一项每

年便可使村民增收 40 余万元。在

采摘季，村民还可以去藕塘帮忙

采收、清洗莲藕，获得一份不错

的收入。村民王兴云将自家的 12

亩地流转出去，每年可获得 7000

多元的流转费，加上采摘季的打

工工资，一年下来增收万余元。

莲藕兼具观赏价值和食用价

值，而北宋学者周敦颐的 《爱莲

说》，为其赋予了更加深厚的廉政

文化内涵。如果说“莲”产业是

三角渡村强村富民的强劲引擎，

“廉”文化则为小村庄的振兴注入

了源头活水。

三 角 渡 村 监 督 委 员 会 依 照

“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清

爽、民风清朗”的标准，加大对

重大决策、财务支出的监督，架

起了与村民沟通村务的桥梁。

今年上半年，村里开展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经过事先调研、

上门收集意见、村“两委”讨

论、召开代表会议等流程，最终

形成了实施方案。而整治过程

中，各项费用均及时向村民公

开。三角渡村监督委员会主任陈

佳林表示，村务监督工作关乎群

众利益，丝毫不能松懈。这样的

工作方式将项目的实施过程变成

群众的参与过程，获得了群众的

支持与信任，促进了干群关系的

和谐。

碧空之下，“廉”花盛开。三

角渡村这座小村庄，正在这片美

丽的土地上续写着充满泥土气息

的新时代《爱莲说》。

“金针之乡”开新局
——湖南邵东加速打造黄花菜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织密防贫网 实现零返贫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构建预警+核查防贫长效机制显成效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在脱贫攻坚战中盘活茫茫大瑶山资源，

畅通致富道路，于2019年4月成为广西首批脱贫摘帽的县。

实现整县摘帽后，金秀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积极探索构

建防贫长效机制，不断增强脱贫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全县将 292 户、1001 人纳入防贫监测管理对象，成功化解

284户、971人的返贫致贫风险隐患，化解率超过97%，实现风险

户零返贫，确保群众脱贫后不返贫、稳得住、能致富。

“莲”富民 “廉”兴村

三角渡续写新时代《爱莲说》

编者按

三角渡村的荷塘。 通讯员 陈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