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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清远英德市致力打造“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助推乡村振兴。2017 年以来，西牛镇小湾村引
进广州资本和技术，成立了英德市联合前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平整土地，把大量原本不宜种植或抛荒地块
变为良田；再进行土地流转，连片种植韭菜，目前全镇已发展特种有机韭菜种植 3000 多亩。以前种植水稻、冬瓜等
每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现在种植特色韭菜每亩产值达 1 .4 万元。村民通过土地租金分红、承包韭菜种植管理、
到前进公司打工等方式大幅提高收入，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据前进公司负责人介绍，一般家庭夫妇两人承包管
理 20 亩韭菜，一年可收入 8 万至 10 万元。每天到公司分拣韭菜的村民有 100 人左右，像村里五六十岁的阿婆，以
前只能在家里带带孩子、干干家务，现在到公司分拣韭菜，每个月有两三千块钱收入。 （本报记者荆淮侨）

砂石地里种韭菜

脱贫增收添抓手

▲西牛镇小湾村村民在英德市联合前进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分拣韭菜，每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块钱。

▲在西牛镇小湾村特种有机韭菜种植基地里，韭菜在砂石地上都能长。图片均由本报记者谢锐佳摄▲西牛镇小湾村特种有机韭菜种植基地。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席敏、
张玉洁)每当夜幕降临，小向和
老刘忙完工作，回到借住的民
房，总有两个共同话题：当兵和
扶贫。

小向叫向自瑞，33岁，在泸
溪县安监局工作；老刘叫刘明
清，59岁，在泸溪县烟草专卖局
上班。两人都当过兵，又一起组
成工作队，派驻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
都歧村扶贫。

这里四面环山，陡峭的山
坡将村子挤在一个逼仄的空间
里，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全村有
49 户贫困户 192 名贫困群众。

自去年 3 月一头扎进都歧
村以来，向自瑞和刘明清每月驻
村时间都在 25天左右。

一年多时间里，两人将全村
农户走访了不知多少遍。每个贫
困户的家庭成员和收入情况，他
俩张口就能讲得清清楚楚。

复印身份证、申领残疾证、
办理低保、统计田亩、替村民买
药、联系农产品销路……只要村
民需要，他俩马上跑前跑后解
决，毫不拖泥带水。

小向说：“部队锻炼出了我
们干脆利落的作风。”小向曾在
部队服役 12年，2016年才转业；
老刘是 1978年入伍，服役 6年。

提起他俩，都歧村村民一个
个竖大拇指。贫困户向显云加入
了两个种植合作社，还有一份护
林员的公益岗位，收入一天天多
起来。看着小向和老刘天天为大
家脱贫的事忙活，他觉得他俩就
是大家的亲人。他说：“有他们
在，大伙儿心里踏实。”

两个老兵也遭遇过“败
仗”。去年 7 月，湘西州扶贫工
作抽查，都歧村排名靠后。当
晚，两人坐在床头，一夜没睡，
烟头扔了一地。

小向说：“军人不能服输！”打那以后，两人干
得更勤了。走访贫困户时，小向两次被狗咬伤，一
次因山陡路滑摔倒，手背上留下一条寸许长的伤
疤。老刘头发已经花白，比许多贫困户年龄还大，

依然为村子早日脱贫四处奔走。
都歧村的变化几乎每天看得见。漫山遍野种

上了黄柏等中药材，新栽下的枣树、葡萄长势正
好，稻花鱼、铁骨猪等特色养殖逐渐打开销路……

村支部书记向启明说，明末清初，有两支队伍
在这里以夺取山头上的旗帜为胜。慢慢地，“夺旗”
就被当地方言演变成了“都歧”，又变成了现在的村
名。

去年年底，都歧村的贫困户已减少至 22 户 62
人，今年，全村就要脱贫摘帽出列了。“退伍不能褪
色，虽然是老兵，但是上了扶贫这个新战场，也要
夺取都歧村脱贫胜利的旗帜。”老刘斩钉截铁地说。

新华社沈阳 5 月 20 日电(记者王振宏、徐扬、洪可
润)贫困人口占全省 1/5，深度贫困县占全省 1/2 ……
位于辽宁省西部的朝阳市，是辽宁贫困人口最多、脱贫
任务最重的地区。

朝阳市通过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开设扶贫工厂、
贫困人口住院兜底等系列举措，由单纯的“输血”扶贫到
既“输血”又“造血”，合力拔掉穷根。截至 2018年底，朝阳
市完成了 15 . 2 万贫困人口脱贫，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88.5%，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底的 6.9% 下降到 1.7%。

“分灶吃饭”充实乡镇财力

落户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喀左工业园区内
的朝阳通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走进
生产车间，几名工人正在密封砷化镓晶体反应容器。

公司负责人胡成斌说：“这些成品晶体用来制作集

成电路板，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地，企业全部投产后有
望成为全县最大的纳税户。”

“没有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外资企业怎么能飞到
这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徐
广强说，尤杖子乡将通美晶体“招”进来，全部投产后营
业额可达 6 亿元，利税可达 8000 万元。前 10 年税收全
部都归尤杖子乡，为脱贫提供重要支撑。

在朝阳的 133 个乡镇中，只有 9 个乡镇财政能够
自给自足，其他乡镇的财力严重不足。

从 2018 年起，朝阳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乡镇招
商引来的项目集中落户在开发区，项目投产后前 10 年
的税收全部留给乡镇。目前，139 个乡级金库全部上线
运行，创造性落实“分灶吃饭”，为壮大乡镇财力奠定基
础。

朝阳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国民说，每个县区都
规划建设了一个工业扶贫产业园，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不仅吸纳农村人口就业，而且壮大乡镇财力，增强扶贫
投入能力。

朝阳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计划 3 年
内，平均每个乡镇引进项目 3 个以上，总数超过 500
个，乡镇收入实现自给自足。

扶贫工厂开到家门口

在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西涝村的标准化扶贫
工厂，女工们坐在一排排缝纫机前赶制衣料，旁边整齐
地摆放着制作好的“冲锋衣”。

60 岁的村民田淑芝正在为缝制好的衣服整理线
头。田淑芝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就几亩苞米地，每亩
地年收入只有几百元。“自从到了工厂上班，每月能赚
1000 多块钱。”田淑芝说，从家走到工厂不到 15 分钟。

这家标准化扶贫工厂由宝联勇久朝阳市科技有限
公司开设。企业负责人王孝久说：“将扶贫工厂开设到
村镇，可以带动不少贫困户就近就业，实现脱贫。我们
计划到 2020 年，在朝阳建设 126 个工厂，解决 5000 多
名贫困人口就业。”

2018 年以来，朝阳市动员规模以上企业与村结对
帮扶，把农产品加工、鞋帽、服装、手工艺品等“扶贫工

厂”建到村里去，有效解决贫困人口脱贫易返贫、就
业岗位不足、劳动力外流等问题。

据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朝阳市
今年计划新建扶贫工厂 35 家，带动就业 1200 人。

贫困人口域内住院零负担

家住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的王晓
燕两年多前查出患有白血病。她不得不放弃店铺经
营，丈夫为了照顾她也只能偶尔出去打打零工。

就在王晓燕发愁医疗费的时候，朝阳市于 2017
年开始实行“贫困人口住院兜底保障工程”。当年，王
晓燕就住进了该工程的定点医院。“真没想到能报销
到这么多。”王晓燕说，医药费基本全免，从住院到去
年底，已经报销了 30 多万元。

“贫困人口住院兜底保障工程”集合了新农合结
余资金、民政救助资金和部分扶贫专项资金，将贫困
人口全部纳入兜底保障范围，实现了贫困人口市域
内住院费用零负担。

朝阳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两年来，全市兜底报销 7 . 67 万人次，兜底报销资金
5 . 26 亿元，有效防止贫困户因病返贫。

辽宁这个脱贫任务最重的地方靠什么拔穷根
朝阳市改革“造血”，把贫困发生率从 6 . 9% 下降到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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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鸡苗送贫困户

▲近日，五河县城关镇张庙社区贫困户张发
要展示领到的爱心鸡苗。

据了解，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辖区贫困户
发放了爱心企业捐赠的 3000 余只鸡苗，助力贫困
户发展家禽养殖。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杨静)记者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目前云南贫困县的贫困户拥有经济林果面积 510
万亩，户均达 4 .3 亩，云南核桃、鲁甸花椒、临沧坚果、怒
江草果等成为贫困户增收的“铁杆庄稼”“绿色银行”。

近年来，云南林草部门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发挥行
业优势和潜力，将林业扶贫政策、项目、资金向贫困地
区倾斜，努力推进生态治理、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扶
贫。去年以来，全省下达贫困地区林业投资 84 . 31 亿
元，其中深度贫困地区 40 . 31 亿元。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任治忠介绍，云南在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陡坡地生态治理等生态工程时优先
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强了贫困地区生态修复治理，提高
了贫困人口的参与度和受益水平。

在培育绿色富民产业方面，云南以发展经济林果
为抓手，重点发展木本油料、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和森
林康养等特色优势产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
发展优势。

到 2018 年底，云南全省贫困户累计实施退耕还林

145 . 8 万亩，补助期内户均补助超过 7600 元。8 . 27 万
名贫困群众走上了生态护林员岗位，其中 2 . 28 万名
为属于深度贫困“三区三州”的怒江州、迪庆州的贫困
户，带动两州 8 . 41 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占两州
贫困人口总数的 35%。

云南省林草局表示，将继续挖掘生态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开展与资源保护相一致
的生态旅游，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和
生态旅游服务工作。

云南：经济林果为贫困户打造“绿色银行”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闫起磊)指导工人在大棚里
抢抓农时赶制新一茬菌棒，和设在北京的经销处洽谈
产品销售和客户推广，参加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学习
新技能……河北省太行山东麓灵寿县灵寿镇相托村
48 岁的王栓虎，最近忙得不亦乐乎。

“这几件事，件件都不敢耽误，30 年的经验告诉
我，市场瞬息万变，可不等人。”王栓虎一边干着活儿，
一边说。从 18 岁开始，他已经种了 30 年的蘑菇。

从 30 年前摸索着搞起全村第一个蘑菇大棚，走街
串巷卖蘑菇，到今年流转 100 多亩土地，建成 48 个大
棚，注册了公司，每天都通过物流向北京发货，王栓虎
成了当地知名的“蘑菇大王”。

“公司自己的基地年产值超过 500万元，目前只做高
端市场。旺季时，一天能往北京发货 10吨，也有一部分通
过北京出口到俄罗斯。”王栓虎说，他们公司还从灵寿全
县以及邻近的正定县、阜平县等地收购蘑菇往外卖。

相托村党支部书记彭玉梅说，在王栓虎的带动下，
全村现在已发展蘑菇大棚 200 多个，市场行情好的时
候，一个大棚一年至少能挣 5 万元。

“蘑菇大王”王栓虎的发家致富故事，是灵寿县念
好“蘑菇经”、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以及推进精准脱贫、
增收富民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灵寿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灵寿食用菌种
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
全县三大特色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全县种植面积已达
680 万平方米，分布在 10 个乡镇 95 个行政村，涉及菇
农 8000 余户，年产量达 11 万吨，产值超过 7 亿元，纯
收入超过 3 . 5 亿元，成为京津冀区域“蘑菇之乡”。

近年来，灵寿县委、县政府在已有产业基础上因
势利导，按照现代农业园区理念建设“万亩食用菌产业
园”，与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推广食用菌种植新技
术、新品种。同时，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像王
栓虎这样的种植大户涌现出一大批。

灵寿县还将发展食用菌产业与精准脱贫结合起
来，通过政策、资金支持，建立食用菌产业与贫困户利
益联结机制，助力贫困户增收脱贫。

今年 5 月 5 日，灵寿县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脱贫‘摘帽’，也有蘑菇的一份功劳。”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管理科科长郭爱平说，下一步，灵寿县将着力
提升食用菌标准化、产业化水平，做大做强灵寿食用
菌品牌，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河北灵寿脱贫“摘帽”，有蘑菇的一份功劳

5 万元

灵寿县相托村已发展蘑菇大棚 200 多
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个大棚一年至少能
挣 5 万元

3 . 5 亿元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灵寿县食用菌种植
面积已达 680 万平方米，分布在 10 个乡镇 95
个行政村，涉及菇农 8000 余户，年产量达 11
万吨，产值超过 7 亿元，纯收入超过 3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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