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陈琰泽

综合新闻

··广广告告··

位于广西博白县江宁镇的努比亚黑山羊养殖场，是由广西
桂源农牧有限公司投资运营的。据公司总经理刘入源介绍，由
公司选育种羊并提供技术，交给农户来养殖，出栏后公司再保
价回收，进行销售。目前，黑山羊养殖产业已辐射博白县 17 个
行政村，已累计给农户发放 800 多头山羊种苗，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达到 2 万元以上。

博白县委、县政府把沃柑产业作为当地农业发展的主导产
业和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进行扶持。自 2015 年
起，博白县乐土三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争取到金融扶贫贷
款 3000 万元，加上自身资金投入，打造了“一起同柑”沃柑品
牌，推出“自主经营”“入股分红”“村级集体经营”“吸收务工、验
工计价”四种产业扶贫模式，累计辐射带动 2000 多人脱贫。

在博白县黄凌镇，坡塘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志明创新采
用百香果双层、垂帘种植方式，并引进“瑶山土鸡”放养在百香
果基地，推行种养结合，走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目前，合作社
形成“鸡苗到肉鸡、蛋鸡”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出“坡塘百香瑶鸡”
品牌，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在全镇各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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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沃柑柑产产业业带带领领农农户户创创业业增增收收

百百香香果果双双层层、、垂垂帘帘种种植植方方式式

博博白白县县发发展展旅旅游游产产业业

本报记者李洪磊

“16 公里山路，159 个弯，平均 100 米一个弯
啊。”终于，车停在北胜村村部门前的小广场上，张重
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还没算上小的弯呢。”

从江西兴国县崇贤乡政府驻地到该乡深度贫
困村北胜村，这十几公里山路，一度让大山里的人
们的生活陷入困顿。“小时候回乡，树上挂着毒蛇，
在头顶上吐着信子，不知道有几(多么)吓人。”如
今已是兴国县隆坪乡党委书记的王亚男，回忆起
当年回北胜老家的场景，还依然脊背发凉，“如今
路修好了，虽然窄了点儿，也常因雨水冲刷出现
‘空心板’，但让山里的老乡们燃起了脱贫希望。”

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曾在长征史上刻下光
辉印迹的兴国，今天又唱响了脱贫攻坚的新山歌。

到“苏区模范县”参与扶贫

北胜村村部旁边，就是只有一间教室和两间
办公室的北胜小学。59 岁的邱前修，已经在这里
教了 38 年书。他是村小唯一的老师，6 个学生中，
有 4 个孩子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张重庆到村部时，正值课间休息。看到倚着
教室门站立的邱老师，张重庆热情地前去问道：
“邱老师，上次跟您说，要给学校配文体器材，您有
计划了吗？还需要什么？尽快跟我们说。”

邱前修熟悉这人，这个对学校情况嘘寒问暖
的“80 后”并不是兴国县的扶贫干部，也不是北胜
村的驻村书记，而是碧桂园兴国县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项目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2018年 5月，碧桂园启动全面推进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计划，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河北平山县、江
西兴国县等 9省 14 个县达成结对帮扶协议。曾在
公益组织工作过的张重庆，进入碧桂园后主动请
缨，来到久负盛名的“将军县”兴国参与扶贫。

第一次到“将军县”时，张重庆被兴国的烈士
纪念馆、将军园，还有它们背后的故事所深深打
动——— 苏区时期，全县 23 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
达 9 . 3 万余人，为国捐躯的达 5 万多人，全县姓
名可考的烈士达 23179 名，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
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兴国孕育了 56 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毛泽东同志曾
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并亲笔书写
了“模范兴国”的奖旗授予兴国。

当年，兴国儿女们唱着“兴国山歌”奔赴革命战
场。然而，在许多条件较差的老区，不少先烈后代
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虽经多年努力，目前全县仍
有 36 个深度贫困村，贫困人口 11786 户 40015 人，
贫困发生率达 5 .5%，比全省高出 2 .2 个百分点。

兴国县的脱贫任务很重。帮扶协议签订后，为
了摸清底子，谋划扶贫项目，碧桂园兴国县扶贫负
责人、现任碧桂园集团广清区域副总裁黄田，常常

自己开车八九个小时从佛山到兴国开展工作。
“碧桂园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先生

曾说，作为沐浴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
业，碧桂园为能深入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事业
而感到荣幸。”黄田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表示，“能
够到‘苏区模范县’兴国参与扶贫、贡献力量，项目部
的每一位成员也深感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

好山好水才是“真正的生态养殖”

北胜村是碧桂园兴国扶贫的一个重点村，项目
部在这里建了一个生态竹狸(俗称竹鼠)养殖基地。

基地坐落在村部对面的小山坡上。走过一座
小石桥，北胜村党支部书记邱日汉还不忘指着桥
下的河水，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多清澈啊！我
们这里环境好，搞的养殖才是真正的生态养殖呢。”

记者跟着邱书记和张重庆走进养殖基地。这
个占地 700 平方米的基地，是由碧桂园兴国扶贫
项目部无偿出资 36 万元建起来的。“8 月 13 日开
工，40 多天就建起来了。村两委真给力！”张重庆
拍着邱书记的肩膀说。

43 岁的邱书记，在这个后生面前反而腼腆地
笑了：“我们也经常‘骚扰’张重庆他们。碧桂园预算
垫资 22 万元，目前已投放第一批种苗，约 7 万元。
此外，还有培训贫困户的预算八九万元。算下来，

预算总投入得有 60 多万元吧。”
几人正说话间，一个男人却硬把邱书记和张

重庆从养殖基地里拉了出来，“不要太大声说话，

这些竹狸刚刚搬进来，要让它们适应适应。”这人
笑着埋怨说。

这人叫黄春明，兴国县兴江乡人，从 2012 年
起，他就开始养殖竹狸，是当地养殖大户，仅在兴
江乡就养了六七千只。8 月份，碧桂园经过考察，
认为黄春明技术成熟、经验丰富，于是与他合作，
聘请这位兴国县致富带头人作为技术顾问，带领
贫困群众养竹狸。

“这个基地交由北胜村作为集体资产管理，按
照‘借苗你养→赚了归你→再借再养→勤劳致富’
的模式，联结起全村未脱贫的 31 户贫困户。”黄春
明说，“竹狸产业市场前景很好，这个基地第一年
预计出栏 4500 只，每只的利润能到 90 元。”

“下一步，我们准备和黄春明合作启动兴国县
竹狸产业扶贫项目养殖技术培训计划，让兴国县
参与养殖竹狸的农户们加强技术学习和交流，让
更多人受益。”张重庆说。

既扶贫，也扶志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除了在北胜村
养殖竹狸，碧桂园还在兴国县落地了苗木产业、灰
鹅产业和水稻产业等扶贫项目。这些扶贫项目充
分利用碧桂园的销售网络和业主资源，让贫困户
通过农场务工、种植、养殖等多种方式实现脱贫。

“这些项目都是因地制宜的‘精准项目’，既符
合当地优势，又有市场前景。比如，苗木种植能满
足集团地产项目的绿化所需，灰鹅养殖又是当地

的传统优势产业。”黄田说，“同时，我们在工作
中还十分注重‘扶志’，进一步助力扶贫。”

已近下午 4 点，太阳越发靠近埠头乡西边
的高山。龙砂村 223省道旁边，就是碧桂园第一
期苗木花卉基地，20 多名女工正在栽培树苗。
走近一看，才发现她们中还有几位老人。年过
60 岁的吴招弟，掀土、培土的劲儿很足。苗木基
地负责人周炎鸿说：“她们一半都是附近村子里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出来做工？“一方面，
村里的年轻人不少都外出务工了；另一方面，其
实老人们的身体情况还可以。最关键的是她们
不想‘等靠要’。”周炎鸿解释说。

“是啊！劳动最光荣嘛！”吴招弟文绉绉的
话，惹得女工们都笑了起来。

“来之前，老人们可没有这么开朗。我印象
很深的是一位刘阿姨。”刚刚毕业就来到碧桂园
扶贫一线的“90 后”周智贤说，“她丈夫去世了，
两个儿子的智力也不好。家里家徒四壁，房前屋
后垃圾成堆，她每天也是唉声叹气。那几天下班
后，我就跟炎鸿哥去她家清理杂物，鼓励刘阿姨
来做工。现在刘阿姨变得外向起来，偶尔还撒个
娇呢！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蛮有意义的。”

工作心连心，扶贫也扶志。在隆坪乡龙下村
柏瑞灰鹅养殖基地的鹅苗发放仪式上，42 岁的
贫困户李招发对碧桂园扶贫项目部的工作人员
方军赞不绝口：“他是真心在帮忙。看到扶贫的
都这么努力，作为被帮扶的，我想最好还是要靠
自己，自己赚的钱才是最好的。”

这个灰鹅养殖基地由碧桂园提供借资授
信、技术培训和农户补贴，联结了隆坪乡 266 户
贫困户。

李招发这次来领了 50 羽灰鹅。“我老公现
在还在广东打工，等过年回来就不出去了。在那
边的塑料厂工作，一天要 12 个小时，工作很累，
还留不下多少钱。等他回来，我们就可以多领点
儿鹅苗，在家门口上班。”李招发说。

“他们两口子能干着呢。像李大姐，每天天
不亮就起来喂鹅，白天还出去打零工。等她老公
回来，一家子更有奔头了。”方军插了一句话，马
上又回头去给别的贫困户核对领养补贴了。

“碧桂园的同志们在兴国帮扶，做事很实
在，作风很扎实，真正沉到点上，真心真意地为
老百姓解决问题。这种作风，与兴国传统的‘苏
区干部好作风’相得益彰。”兴国县委常委杨志
正说，“碧桂园的帮扶注重产业、重视‘造血’、重
视扶志，对兴国的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非常有
益的补充。”

夕阳西下，安葬着上万名烈士的散葬烈士
墓园庄严肃静。墓地背后的腊石寨山，赭色的山
岩迎着晚霞，映出红光。“苏区模范县”的脱贫故
事，还在继续…… (参与采写：陈鹏)

一个扶贫项目就能联结 266 户贫困户
江西兴国：“苏区模范县”唱响脱贫新山歌

▲近日，兴国县杰村乡韶溪村碧桂园水稻种植基地的 200 亩高标准示范农田正在实
施机械化收割。

新华社西宁 11 月 25 日
电(记者骆晓飞、魏玉坤)刚
刚经过大雪的滋润，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隆治乡桥头村的后山上散发
着湿润的气息。覆膜机从山
间的田地上缓缓驶过，卷起
一股股泥土的芬芳。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
袤平整的熟地，在三年前竟
是成片的撂荒地，杂草横生。

桥头村平均海拔超
1800 米，村里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24 户 74 人。由于没有
产业，绝大多数村民以前都
外出务工，土地大多抛荒，加
上耕种条件不便，基础设施
薄弱，没人愿意来这里流转
土地进行规模种植。

“村头后山上的 800 多
亩田地撂荒了 10 几年，着实
让人心疼。”2015 年，桥头村
驻村第一书记李玉兰暗下决
心，要动员村里能人流转这
些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进
行规模化复耕、集约化利用，
带领村民靠土地脱贫致富。

用心甄选，苦口婆心做
工作，李玉兰的真诚和务实
打动了村民铁令梅夫妇 ，
2016 年，夫妻俩把十几年来
跑出租车攒的钱全部投资到
这片地上，成立了桥头村光
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试
种葵花，就获得了丰收。

“2017 年，合作社收入
达 132 万元，净收入有 22 万元。在合作社打
零工的村民近百人，务工收入最高的达到
1 . 6 万元。”铁令梅笑着说。

随着发展壮大，如今，合作社还与周边另
外 5 个村子的合作社合作成立了合作联社，
整合集约化利用土地超过了 3000 亩。

“合作联社种植的农产品从葵花、马铃薯
拓展到了娃娃菜、西兰花等多种农作物。同
时，通过套种红花、甜菜等，把农忙季节拉开
了，村民们一年四季在合作社都有工可务。”
铁令梅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共吸纳 53 名
村民就业，其中有 13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尝到合作社的甜头后，村里人的发展思路
也更开阔了。铁令梅介绍，依托合作社连片的
种植基地，下一步，村子里还要建大棚，搞反季
节蔬菜；同时，还要依托合作联社搞乡村旅游
开发，带动更多的村民立足这片土地致富。

昔日的撂荒地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脱贫
致富田，村民腰包鼓了，村风民风也越来越
好。前段时间，村里修水渠，各家各户齐上阵
参与义务劳动；村里的留守孤寡老人得病时，
村民们争相去探望。

“土地是农民的发展基础，你把它经营好
了，它绝不会亏待你。”李玉兰说，“脱贫致富
的路肯定很艰辛，但只要敢想敢干、勤劳吃
苦，‘船到桥头自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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