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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8 月 22 日电(记者胡喆、郭强)告别眼
前一亩三分地，红土地焕发新活力。作为“三湾改编”诞
生地，革命老区江西省永新县在科技部近 30 年定点帮
扶下，于近日由江西省政府批准，正式“脱贫摘帽”。

“太空 36 号”白莲生态种植、虾稻共作养殖、蚕桑
科技超市……在任务艰巨的脱贫攻坚战中，记者深入
永新调查发现，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已深入人心，老
区人民有了脱贫致富的“新法宝”。

炎炎夏日，莲子飘香。接天莲叶之上，无人机正自
由飞翔。旋翼产生的气流将农药和肥料充分雾化，均匀
洒在百亩莲田之上。在永新县“科技示范村”龙田乡荣
天村，由科技部“星火计划”支持的“太空 36 号”白莲生
态种植项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放弃福建高薪工作回乡鼓捣农活创业的村民贺晓
忠，是当地有名的无人机飞手。两年前他回到家乡，在
科技部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郑迪的帮助下，开始用
无人机为白莲施肥、洒药。他告诉记者说：“一上午 3 小

时 200 亩，用无人机代替人来操作，高效、赚钱又省
心。”

郑迪介绍，除了无人机开得溜，贺晓忠还完成了多
项农用机具的发明创造，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发明大
王”，带着乡亲们用科技创新的手段大大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

在距离龙田乡不远的永新县龙门镇，城市里的宵
夜主角小龙虾，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跃龙门”式的逆袭。

段丹丹是村里出了名的“动手达人”，养鸟对话、鼓
捣电子设备……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最近“爆红”
的小龙虾。

小龙虾虽好吃，养起来却不容易。水质、投饵、虾苗
等都有讲究和学问，如何将养殖和脱贫结合，也绝非易
事。从深圳归来的段丹丹，骨子里既有特区人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也有革命老区坚韧不拔的拼劲。

在经历虾苗存活不了等诸多挫折后，通过科技特
派员的技术支持，段丹丹总结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

点的养殖经验，并带着村里的贫困户成立农业专业
合作社，成为当地有名的小龙虾养殖扶贫示范基地。

山雨即来，旁人正欲避雨，段丹丹却来不及和记
者多交谈，披上雨衣便冲进地里。他告诉记者，一场
大雨之后，或许会有更多惊喜。

一根长长的丝瓜络，如何与面膜扯上关系？在科
技创新的支撑与引领下，许多过去在永新人看来不
可思议的想法正逐渐变为现实。

在“三湾改编”诞生地永新县三湾乡三湾村，以
种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采用“党建+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带动村内周边 8 户贫困户加入丝瓜络种
植，主要用于床上用品和面膜等化妆品的开发，亩均
收益 2000至 3000 元。同时，引入互联网实时监控的
认种认购模式，让消费者预付费、参与生态丝瓜络产
品生产全程，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业态引领农业产业
发展。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科

技部在永新县推进 75项国家科技扶贫项目，2016 年
以来通过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提高
种桑养蚕、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等传统农业产业的科
技含量，推广 220 余项新技术、新品种。同时，综合集
成农业先进技术，推广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发掘立体生态效益。

“永新永新，永远创新。”永新县委书记肖兵表示，
“脱贫摘帽”后，永新将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要驱动力，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脱贫成
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

科技部扶贫干部、永新县副县长郭戎说，下一步
将全力搭建好创新创业平台，让科技创新在永新的发
展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持续落实国家和省级科技
项目，继续保障现有扶贫产业稳步发展，持续打造永
新的新兴产业；不断充实科技扶贫队伍，实现科技特
派团贫困村全覆盖，为永新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老区人有个“新法宝”
革命老区江西永新科技创新助力脱贫见闻

拒当贫困户，这个 90 后大学生有志气

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安徽
省长丰县，经过多年改革创新和不懈
奋斗，找准定位，探索出一条产业振兴
之路，不仅实现了由贫困县向百强县
的转身，更以产业兴旺有效带动了贫
困人口“造血”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
一个生动样本。

长丰县素有“中国草莓之都”美
誉。近年来，长丰草莓种植规模逐年扩
大，精进种植技术，实现了“乡乡有莓
园”“村村有种植”。

为发挥支柱产业的扶贫带动作
用，长丰县实施红草莓产业扶贫引领
工程，围绕草莓产业优势，对贫困户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支持：产前集
中供苗，对草莓苗给予补贴；产中集合
技术人员和经营主体，进行技术指导，
草莓保险财政全买单；产后引导大型
销售公司和经营主体收购和销售贫困
户种植的草莓，保证草莓销售。

目前，全县贫困户中有 800 多户
从事草莓种植业。“严格来说，这 800
多户贫困户现在都脱贫了，但脱贫不
是目的，致富才是目的。后期我们还要
持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长丰县农委
主任杜胜红说。

稻虾共养是长丰县的另一个特色
支柱型产业。在长丰县杜集镇，当地龙
头企业安徽静雅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
杜广静，2014 年他从浙江回到家乡流
转了邻村水塘周边 200 亩土地，进行
稻田龙虾养殖。杜集镇 2016 年出台相
关奖补文件，鼓励农民发展龙虾养殖
业，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多亏了政
府的支持帮助，现在龙虾养殖基地年
效益能达 1000 多万元。”杜广静表示。

静雅龙虾养殖基地还是长丰县就
业扶贫基地，目前已吸纳 20 余户贫困
户就业，并带动附近贫困户从事龙虾
养殖业，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促进
脱贫。

针对特色产业，长丰县联合银行
金融机构探索创新“草莓贷”“龙虾贷”
等服务，解决新型经营主体无担保、融
资难的瓶颈；联合保险金融机构创新
设施农业保险，实现特色农业保险提
标扩面，大大提高新型经营主体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乡村振兴不能丢下任何人，要真正实现人民对美
丽乡村的向往。按照规划，长丰县即将启动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编制，目前已率先启动了长丰岭上乡村振兴示
范区功能区规划，成立了长丰县乡村振兴投资公司，一
批重要基础性工作和重点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现在的
长丰，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蓝图正
在徐徐展开。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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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乡：家门口长出“致富果”
“哒哒哒……”近日，江西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

院村的白莲加工扶贫车间里，机器正响个不停，4 台自
动去莲芯机器整齐地排放着，几位村民正在给莲子去
皮、去芯、烘干，忙得热火朝天。

中院村是省级“十三五”贫困村，全村 2090 人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12 户 42 人，贫困边缘户有 31 户 107
人。因为长期以来无产业支撑，农民脱贫致富步履维
艰。怎么带领村民们致富？村支两委班子结合中院村的
实际情况，决定采取大户+贫困户的“1+N”模式种植白
莲。2016 年开始，该村成立农民合作社，由大户出资，
以 460 元/亩的标准流转田地，贫困户参与种植、采摘、
加工，正式按下了产业扶贫的“启动键”。

贾金开是产业扶贫的受益者。以前，一家四口仅靠

他一人打零工维持生计。合作社成立后，他拿着东拼
西凑的两万多元也做起了股东。从白莲采摘到烘干，
他雇用了几个本村的贫困户帮忙，第一年便盈利
2 . 6 万元，成功脱贫“摘帽”。

“去年全村共种植白莲 300 亩，销售鲜莲、白
莲、铁莲、莲芯等收入近 40 万元。”该村第一书记吴
俊介绍，“今年村里利用废弃的小学建成白莲加工
车间，还引进了全自动莲子加工机器，一名熟练工
人日工资可达百元以上，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的
渠道。”

今年 42 岁的刘惠萍是中院村的一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前几年因病欠了钱，兄弟也瘫痪在家，这让
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工作，既有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好家庭。”在扶贫车
间，刘惠萍一边处理莲芯，一边笑着说道。

“通过莲子加工，每月能增收一千多元。只要自
己肯干，生活就有盼头，脱贫就有希望。”不起眼的小
莲子让刘惠萍鼓足了劲。这几日，刘惠萍打算给家里
的房子贴上瓷砖，给生活增添亮色。

在中院村，像刘惠萍这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
村民还有许多。小莲子正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果”。

“闲置的土地、劳动力都利用起来了，贫困户的
收入明显增加了。”谈起种莲以来的变化，中院村党
支部书记贾鹏赞不绝口。如今，依托种植太空白莲，
中院村有 15 户贫困户成功脱贫，走出了一条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好路子。 (沈玉婷)

产业扶贫提升

“造 血”功 能

▲ 8 月 23 日，广灵县巧娘宫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的员工在编织柳条工艺品。该合作社在全县 9 个乡镇免费培训近千
人，为农村妇女提供就业平台，基本实现“家门口办厂、培训一人就业一人”的目标，直接带动了 645 名贫困妇女脱贫增收。

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在脱贫攻坚战中因地制宜制定系列产业扶贫措施，提升“造血”功能。目前，全县 43
个贫困村均有脱贫产业，在贫困村设立的编织、制衣“加工站”，带动 2000 多个家庭户均年增收 1 . 5 万元，实现“村有产
业、户有项目、有劳动能力的人就近就业”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新华社太原 8 月 22 日电(记者武敌)90 后大学生
陈海海成了当地的“名人”啦！这个年轻后生不仅主动
“出列”拒当贫困户，还自力更生创办土鸡养殖场，干得
风生水起，让村里人非常羡慕。

在山西大同市大张公路旁，有一个原生态的养鸡
场，这里到处是“鸡飞狗叫”。有的鸡飞上了屋顶，有的
鸡爬上了树梢，有的鸡在地上刨坑，还有好几只大狗汪
汪直叫，说是为了吓唬黄鼠狼……

这个鸡场的主人就是陈海海，说起当时主动“出
列”拒当贫困户的经历，他还有些腼腆。

陈海海家在大同市云州区周士庄镇五十里铺村，
全村 100 多户，贫困户占了一半以上。2014 年，正赶上
陈海海和妹妹读书，家里只靠种地没什么收入，落下不
少饥荒，根据当时的扶贫政策被认定为贫困户。

2015 年 7 月，陈海海从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先后在太原和大同打工。2016 年 4 月，依据当年的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政策，陈海海家再次被认定
为贫困户。

当家人打电话给陈海海“报喜”时，在外打工的他
却高兴不起来。“自己年纪轻轻，有手有脚有文化，为什

么还要戴个贫困户的帽子？”经过认真考虑，海海当
时就劝父母不要当这个贫困户。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迅速传开，有
乡亲笑话海海：“别人都争这个贫困户，你家够条件却
不要，还要连累爹妈也当不成。”也有亲友说，当了贫
困户国家给盖房，给贴息贷款，看病能少花钱，你这个
“憨子”，读书读傻了，误了这好机会得后悔一辈子。

陈海海觉得，国家的政策好归好，可自己是个大
学生，还是个党员呢，哪能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应
该把这些优惠政策给那些更需要的群众。”

父母看他态度坚决，也很高兴孩子有这样的志
气。一个星期后，海海找到村镇干部亮明了态度，并
递交了“出列”申请。他要让乡亲们看看，靠自己的努
力同样能脱贫致富！

说干就干！陈海海就在自家的十几亩杏树地里
建起了土鸡养殖场。

2017 年春节刚过，他就去河北捉回了鸡苗，在
暖房里呵护着 5000 多只鸡宝宝一点点长大。

创业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小鸡散养野外，一
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就拍死了 1000 多只；经验不足，

正在产蛋高峰的母鸡由于缺水连续一个多月下不了
蛋；给鸡打疫苗，手背胳膊上被鸡抓得到处是伤
痕……

这些困难都没有让海海退缩，他白天晚上和鸡
待在一起，边学边干，到处请教。他的脸晒黑了，身体
也累廋了，他的鸡宝宝也开始产蛋了。

他在公路边刚打出了土鸡蛋的牌子，就吸引了
开车路过的城里人，由于鸡蛋品质过硬，回头客也是
越来越多。陈海海说，鸡场的土鸡蛋每斤 15 元都供
不应求，去年一年保守估计收入 30 多万元。

2017 年底换届时，他被吸收进了村支部，成为
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这更坚定了他在家乡干
一辈子的想法。现在，陈海海正思谋着如何扩大养殖
规模，并注册一个响亮的土鸡蛋品牌，同时还要带动
村里的叔叔大爷们一起搞生态养殖，让大伙早点脱
贫致富。

同村的贫困户陈岗就在鸡场附近当森林巡防
员，他看着鸡场一天天发展壮大，打心里佩服陈海海。
“现在村里人说海海的调子和过去可是不一样了，大
伙儿都说这孩子能吃苦，有志气，还干出了名堂！”

（上接 1 版）

增强“四力”书写使命答卷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
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谆谆
教诲、殷殷期许。

“我们要用新闻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韩洁说，“我的同事正跟随远洋货轮
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行进式报道，把一线挖掘的生动
故事与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切结合起
来，更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服务好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

文化和旅游部干部职工表示，要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定
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文联干部职工表示，要继续精心实施“中国精
神·中国梦”主题创作工程，进一步健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开展“讴歌新时代 共
筑中国梦”等主题实践活动和文艺志愿服务，用心用情
用功讴歌伟大时代。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看
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四力”，要体现在继续提
升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广
度深度、增强研究阐释的学理化厚度等方面，把好方
向、抓好导向，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

“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有这些年的发展基础，我
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要把个人一点一滴的努力投入改
革创新洪流，履职尽责，贡献才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办公厅调研处处长尹金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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