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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 月 1 日电(记者于振海、刘扬涛)入
冬后的第一场雪飘进黄花地里，忙碌一年的农民撂下
锄头进入了“冬歇期”，但对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黄
花办”主任安一平来说，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培训
农户、规划产业、协调资金……安一平已经在为 2019
年区里黄花产业的发展做打算。

云州区过去叫大同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这里气候
严寒、十年九旱、土地贫瘠，是典型的贫困县。近年来，
区里决定以黄花为主导产业，带动百姓脱贫致富，为此
还专门成立了黄花产业发展办公室。

唐家堡村支部书记张顺宝是全区规模种植黄花的
第一人。说起黄花他如数家珍，黄花又名忘忧草、金针
菜，它与蘑菇、木耳并称为“素食三珍”，自古有“莫道农

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的赞美诗句。张顺宝介绍
说，黄花干菜目前市场上能卖到每公斤 50 多块钱，是
当地其他作物收入的几十倍。

云州区农民种植黄花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以前并
未形成规模。据当地人介绍，过去种黄花有“四难”：一
是收益难，黄花的成熟周期长达 3 年；二是采摘难，一
亩黄花一个农民要摘一个多月；三是晾晒难，需要大量
空闲场地；四是浇水难，种植黄花必须要有水浇地。

乡镇干部第一次找到张顺宝要他带头大规模种植
黄花时，被张顺宝给顶了回去：“是不是在忽悠我？”。但
听完政府给出的条件后，张顺宝决心试一试。

当时，云州区举全区之力发展黄花产业，为农户出
台了一系列奖补政策：每栽种一亩黄花补贴 500 元；集

中连片 200 亩以上的黄花地全部配套水电路；政府
出面在全国招聘采摘工；全区中小学操场、有硬化场
地的单位暑期为黄花晾晒腾地让路……

2013 年，张顺宝流转来村里的 300 亩地种起了
黄花，在政府的扶持下，他顺利挺过了最初两年的幼
苗生长期，迎来了黄花的盛产期，如今 300 亩黄花每
年能给他带来 100 多万元的收入，“黄花大王张百
万”的名号也传扬开来。

在张顺宝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开始种
植黄花，当地的黄花产业渐成规模。数据显示，2010
年以前，全区黄花种植面积不足 1 . 6 万亩，而如今
已经达到了 15 万亩，全区 156 个村几乎村村都种上
了黄花。

黄花多了，“黄花办”主任也火了。安一平说，这
几年“黄花办”对种植户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农民缺
资金，他们就与银行协调推出“黄花贷款”；农民怕风
险，他们就向保险公司争取“黄花保险”；农民愁销
路，他们就引进黄花加工企业。

“农户人人都有我的电话，问政策时他们喊我
‘安主任’，要贷款时他们叫我‘安经理’，请教技术时又

称我‘安工’。”安一平说，农民只要有问题就会来找他，
农忙时候他的电话天天都被“打爆”。

“能种的都种过了，能养的也都养过了，没想到最
后靠黄花发了家。”唐家堡村农民唐万过去是一名贫
困户，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种了 40 亩黄花，没想到不但
脱了贫，而且靠着种黄花的收入供三个孩子上了大
学，还给儿子娶了媳妇。

“在我们村，有一批这样的‘黄花大学生’‘黄花媳妇’
‘黄花小汽车’‘黄花新房’。”唐万说，黄花改变了许多人
的命运，让他们不再为贫困而忧愁。

2018 年夏天，云州区举办了首届黄花丰收活动
月，一片片黄花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观赏、采摘。瓜
园村园沃黄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成说，随着黄花产
业的不断升级，他们也在探索研发黄花草编、黄花宴
等相关产品，帮助更多农民就业增收。

云州区委书记王凤瑞说，目前全区 15 万亩黄花中
已有 5 万亩进入盛产期，总产值达到 3 . 5 亿元，农民人
均增收 2000多元，在黄花产业带动下，全区贫困发生率
由 2014年的 30 .57%下降到了 2017年底的 12.55%，剩
余贫困人口在 2018年内全部实现脱贫。

一株忘忧草，万家喜眉梢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黄花产业扶贫观察

哈萨克族牧民木黑亚提祖祖辈辈与奶牛打交道，
他不曾想过，变种“养法”竟让他彻底换了“活法”，不但
告别了繁重劳作，还悄然摆脱了贫困户的身份，而这些
变化都得益于邻居“六六”办的“托牛所”。

天山脚下，美丽的新疆昌吉市阿什里哈萨克民族
乡努尔加村像一颗绿宝石一般镶嵌在大地上。今年 42
岁的张峰从小生长在这里，但若是你在村里询问起他
的本名，恐怕鲜为人知，因为村民们都习惯唤他的乳
名———“六六”。

不过，“六六”这个名字真正变得家喻户晓，是从他
在村里创办“托牛所”开始的。

20世纪 80 年代起，在努尔加村定居的哈萨克牧
民就有养奶牛的习惯，但多以散户为主，加之缺乏饲养
技术，牛奶产量少销路难寻。

“六六”意识到，要想不再过穷日子，就要摒弃“散
养”的养殖观念，于是有了办“托牛所”的想法。

“就跟托儿所一样，你把牛放在我那儿，牛还是你
的，我帮你养，你还能拿 200 元托管费。”2008 年，“六
六”走家串户推荐他的“托牛所”，本以为会引起老乡的

兴趣，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靠一己之力说服牧民并非易事，“六六”只能

寻求村委会干部帮助。经过村干部的“苦口婆心”，
村民这才同意先试用一个月，如果效果好再签合
同。

不久后，“托牛所”入住了第一批“客户”：70 头
奶牛。欣喜若狂的“六六”鼓足了干劲，起早贪黑，精
心饲养，一个月下来，奶牛个个膘肥体壮，产奶量竟
高出了 3 公斤。不光如此，他还为首批“入托”的奶农
每人发放 200 元到 350 元的入托费。

尝到甜头的村民开始对“托牛所”有了信心，一
些牧民甚至主动送牛“入托”。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到
2009 年，“六六”筹资 300 多万元，将“托牛所”升级为
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还专门聘请了饲草营养
师，设立了实验室。

通过严格草质、水质、奶质等检测，2013 年，这
家合作社成为蒙牛“特仑苏”供奶基地。

打通了供奶渠道，牛奶就不愁卖不出去。一些原
先对合作社持观望态度的村民，这下总算吃了“定心

丸”。一时间，送牛“入托”的情景在村里随处可见。为
了给村民提供更多选择，“六六”鼓励大家把牛寄养
在合作社当“甩手掌柜”，更欢迎牧民进合作社上班
拿两份收入。

这几年，木黑亚提和他的儿子都在合作社上班，
除去托管费之外，两人每月收入相加近万元。“以前
养牛辛苦，还赚不上啥钱，现在工作体面了，收入也
有保障。”

如今，“六六”的合作社已吸纳牧民 380 户，存栏
奶牛 2100 头，年产鲜奶 7500 多吨。据了解，2017 年
努尔加村人均收入 16800 元，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来
自合作社的拉动。“六六”说：“以后还计划在合作社
的基础上建加工厂，走种养销一体化的发展路子，给
老乡脱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做强合作社助力产业扶贫，如今这样的脱贫形
式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已形成规模。截至目前，当地已
发展国家级示范社 19 家、自治区级示范社 224 家、
州级示范社 302 家。

(记者郝玉、郭燕)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天山脚下有个“脱贫托牛所”

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1 日电(记者杨思琪)数九寒
冬，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的幸福大院里暖意
融融。年过七旬的老人吴振清和老伴儿，还有前来串门
的老邻居，一起盘坐炕头唠着家常，满脸笑意。

这是吴振清搬到幸福大院的第四个年头。吴振清
说，以前住泥草房，“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都得用
盆接着。”没想到，享受到国家扶贫好政策，通过宅基地
置换，老两口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吴振清还把家里的 12 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有五
六千元的收入。再加上村集体种植黏玉米，每年可享受
1200 元的分红，老两口不仅脱贫了，还过上了幸福日
子。

靠山村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西南麓，家家户户
靠种田为生，是典型的农业村，曾被评定为省级贫困
村。靠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强说，村子地处诺敏河末
梢，一到春耕时节，上游用水量大，水很难流下来。村民
靠井水灌溉，水田常常“喝不饱”、产量低。

2016 年春天，天气干旱，打下去的井不见水，眼看
8000 多亩稻田要“渴死”，村民们很是着急。靠山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陈华和村干部立即联系县水
利部门，几经周折请来水利专家到村考察，重新规划引

水路线，让稻田及时喝上了“救命水”。
“这几年有了稳定水源，一亩地产的水稻从原来

的 800 斤增加到 1000 斤，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曾
经的贫困户田德红鼓了腰包，辍学半年的女儿也重

返校园，一家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走进温室大棚，61 岁的贫困户曹金英正和几位

村民把土装进花盆准备育苗，干这个活每人每天都
有七八十元的收入。2019 年夏天，这些串红、鼠尾草
等将用于哈尔滨的城市绿化。靠山村发展花卉种植，
已带动 80 多个贫困户和边缘户通过就业和分红，过
上了好日子。

“不仅要针对贫困户精准扶贫，更要扶村。”在陈
华看来，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推进，只有让村集体强起
来，把产业立起来，才能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现
象发生，并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

养大鹅，种黏玉米，培育黑毛猪，新项目带动每
个贫困户每年至少增收 500 元；利用国家扶贫资金，
购置钩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具，既供本村使用，
又到外村“卖服务”，村集体一年能有 20 万元收入；
修道路、架路灯、建广场、改厕所，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

如今，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已从 2015 年的 113
户 275 人，减少到 2 户 4 人，村集体从欠债 60 多万
元，到每年有数万元盈余，靠山村于 2018 年 8 月脱
贫“摘帽”。

扶起村集体，靠山村有了“新靠山”
冬日的雁门关寒冷异常，但这阻挡不了张淑萍按时

到附近的绣坊刺绣。十年来，每天忙完家务就出来刺绣
成了张淑萍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些年两个娃娃上学、家
里的老人看病，用的都是刺绣赚来的钱。”张淑萍说。

张淑萍是山西省代县正下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代县自古以来便承担着镇守雁门关的重任，历史上著
名的杨家将就曾在这里戍边守城。因这里常年战乱不
断，人口流动大，历史上女性很少承担具体的工作，因
此“男人守边关、女人做绣工”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

雁门关的刺绣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演变，吸收
了苏绣、杭绣、晋绣等元素，最终自成一派，并成功申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好传承、发展。

今年 40 岁的张淑萍对刺绣并不陌生，“十几岁时
就跟着姑姑婶婶们一起绣东西，孩子的衣服、鞋都是自
己绣，也没想过这东西会成为赚钱的门道。”在国家大
力推动非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张淑萍的“手艺”有了
用武之地，在经过正规的培训后，张淑萍的作品很快达
到了“非遗”的水准，并广受喜爱。

“最大的绣品卖了 2000 元，花了一个半月绣出来
的，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干起来也顺手，干活顾家两
不误。”现在刺绣带给张淑萍的是满满的收获。

出生在民间手工传统刺绣家庭的高凤兰曾被授予
山西省刺绣大师的称号。身为非遗传承人的她创办了
雁绣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在农村推广、教授刺
绣技术。“许多农村妇女打工没时间、务农没条件，而刺
绣本来就是赋闲在家的家庭妇女闲暇时间的工作，刺
绣不仅提高了她们的收入，也有利于非遗的传承。”高
凤兰说。 (记者王劲玉)新华社太原电

一根绣花针串起

三千脱贫娘子军

▲陈华（右二）和驻村工作队队员、贫困户一
起在温室里给花盆装土，为育种做准备（2018 年
12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在乌鲁木齐市馕文化产业

园，工作人员分拣刚做出的

馕。

近日，乌鲁木齐市馕文

化产业园全面投产。通过“电

商+实体”销售模式，乌鲁木

齐市馕文化产业园建立线上

线下全方位营销体系，促进

馕产品外销。

作为乌鲁木齐市一项民

生工程，乌鲁木齐市馕文化

产业园建设项目带动 1000

余人就业，有效助力脱贫攻

坚。

新华社发（丁磊摄）

乌市：小馕饼

打造大产业

“一边聊着天，一边还赚钱。”在
蒲公英收获的季节，80 岁的刘玉兰
经常到村头的合作社门前，与周边
的贫困户、留守老人一起挑拣蒲公
英。“一天能赚好几十块钱呢。”刘玉
兰说。

刘玉兰家住山东省济南市长清
区五峰山街道陈庄村。这里的多数
家庭世代以务农为生，但人多地少，
单靠土地讨生活，已无法满足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

长清多山，当地不少老百姓常
用蒲公英等山野菜做菜、包包子。看
到当地山野菜长得比较好，陈庄村
党支部书记石英先打起了蒲公英的
主意。

在她的带领下，当地成立了长
馨绿野种植合作社、山东耕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周边土地
300 多亩种植蒲公英，开发蒲公英
系列产品。

“一年茶叶销售能到 10 万斤，
营业收入达 2000 万元。”石英先说，
接下来，蒲公英酒、蒲公英酵素等蒲
公英系列产品也将走出研发室进入
市场。

找到了致富的新门路，合作社开
始带领乡亲们大面积种植蒲公英。时
值冬日，在陈庄村的一个个大棚里，
记者看到一片片蒲公英长势正旺。

当地村民说，合作社无偿提供
蒲公英种子和技术指导，与贫困户
签订回收合同，以每公斤 3 元的最
低价收购。如果收成不好，一亩地合
作社给 1000 元保底。

陈庄村贫困户张爱华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1 亩地 1 年可以长 6 茬，
一茬可生产 1500 斤左右，年亩产近 1 万斤。“我这 1 亩
多地 1 年就能收入 1 . 5 万元，不久就能实现脱贫。”

如今，陈庄村及周边 8 个村的 100 多户种植蒲公
英，解决了 126 名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当地形成了集
蒲公英开发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产业链，蒲
公英逐渐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致富宝”。

合作社工作人员说，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用、养生
保健的食材，适用人群广。未来，合作社还将继续扩大
种植面积，与医药行业合作，开发蒲公英更多的用途。

“不出三五年，吹散的蒲公英将会变成满天星，散
落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带动更多的村庄、更多的贫
困户从中受益。”石英先说。

(记者邵琨)新华社济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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