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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初霁，云雾缭绕。闽南大山深处德化县
英山村，一排排竹藤蔓架齐溜溜地插满田地，嫩
绿的淮山芽苗已破土而出，顺着支架向上攀爬。

“这可是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金棍棍’。”走
在田间地头，英山村党支部副书记、珍贵淮山农
民合作社负责人李福龙仔细端详淮山长势，打
开了话匣子。

10 年前，英山村还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全
村 100 多户贫困户、低保户，村民们住的都是低
矮、破旧的土坯瓦房。

“没有产业，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脱贫致
富出路在哪里？”李福龙告诉记者，村干部们开
会讨论了多次，最终达成共识：批量种植淮山最
有潜力。

“淮山食药两用，营养价值高，贴合消费趋
势，并且管护难度低、种植基础好，正好能解决
村里五六十岁人群的增收问题。”李福龙说。

英山村种植淮山有数百年历史，种植的品

种名为“寸金薯”，但主要用作补充口粮，并不曾
给村民带来“寸金”。

2010 年，英山村党支部发动群众大量种植
“寸金薯”时，应者寥寥，村民们谁都不相信吃了
一辈子的淮山能做成什么产业。

看到村民们有顾虑，5 名村干部集资成立
淮山种植合作社，先干了起来。李福龙说：“合作
社收购村民种的淮山，有多少收多少，且收购价
格高于市场价格，鼓励村民多种。”

很快，村民种植积极性提高，但到了年底上
市，销售却不如人意。“卖相不好，产量不高，销
售渠道也有限，价格上不去，一年亏了 30 多万
元。”李福龙告诉记者，合作社到市里参加展销
会，很多市民不认识这种淮山，有的还说他们拿
了两条树根来骗人。

村干部们没有放弃，李福龙每月都往省城
跑，找农科院和农林大学专家请教。2012 年起，
先后有 7 名科技特派员来到村里，推广无公害

栽培、浅槽种植等技术，从选土、整地、种薯处
理、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手把手指导村民，“寸
金薯”的品相大大提升，亩产量翻了一倍，价格
也逐年上涨，村民们的日子一年一个样。

68 岁的李仁都种了一辈子的地，过去家里
穷，儿子上到初中就辍学了。六七年前，他开始
跟着扩种淮山，田里的收入从过去一年的几千
元增加到四五万元。2016 年，住了大半辈子土
坯房的李仁都也攒够钱“起大厝”，盖起了一栋
三层半的小洋楼。

看着儿子儿媳在外打工攒不下钱，第二年，
李仁都又掏出 6 万多元给儿子买了辆面包车拉
货。他想着，既然打工挣不了多少钱，还不如动
员儿子回家专心种淮山。

走进英山村，三四层高的新楼随处可见。李
福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年产淮山 4000
多斤，卖给合作社 8 元 1 斤，收入 3 . 2 万，除去
两三千元成本，村民种一亩淮山净收入 3 万元

左右。一个五六十岁的村民，只要身体健康，种
植两三亩淮山不成问题，一年就有七八万元收
入，干几年就可以盖新房了。

在李福龙看来，脱贫致富，除了找准产业，
主要靠科学技术。2014 年起，合作社先后投入
四五百万元购置设备、建设厂房，发展淮山深加
工。他们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先后推出 20 多
款产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如 300 克的淮山
粉，市场价格卖到 298 元，供不应求。

“寸金薯”越来越“金贵”，市场越来越宽广。
最近，英山村的淮山取得出口许可，很快将销往
智利、菲律宾等海外市场。

如今英山村有 800 多家种植户，“寸金薯”
淮山种植面积 1500 亩，辐射带动全县种植近万
亩，累计带动 100 多户贫困户、低保户实现脱贫
致富。

（记者邹声文、郑良、邰晓安、邓倩倩）
新华社福州 6 月 7 日电

新华社西安
6 月 7 日电部分
省脱贫攻坚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工作座
谈会 7 日在陕西
榆林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认真落实
全国“两会”精
神，在确保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基础上，接续
推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让脱贫群众
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

胡春华指
出，脱贫攻坚任
务完成后，要以
消除绝对贫困为
新起点，把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接力棒交接
好，确保平滑过
渡。要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借鉴
脱贫攻坚经验，
建立健全支持乡
村振兴的政策体
系，推动脱贫摘
帽地区走向全面

振兴、共同富裕。
胡春华强调，脱贫攻坚战已到了最后的关键时

刻。要坚决啃下剩余的“硬骨头”，加快解决突出问题，
落实兜底保障。要切实巩固成果，充分发挥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机制作用，强化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和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加大对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
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会前，胡春华到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绥德县、
米脂县，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参
观梁家河村知青旧居，深入贫困户及扶贫产业基地、
搬迁安置点等，实地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新华社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朱筱、陆华东、郑
生竹）6 月初的苏北大地，阳光耀眼，气温节节攀升，
江苏省淮安市苏嘴镇沙吉村的瓜农们忙着采摘、搬
运、包装，汗流浃背，心里却甜得很。

沙吉村的西瓜属于“袖珍派”，圆滚滚的，成年人
一只手可轻松托起。“别看个头小，地头价每斤卖 5
元，比普通西瓜的市场价还贵。”62 岁的村民于志远
两年前才知道“西瓜还能长这样”，更没想到小小的
西瓜能改变他和其他贫困户的命运。

沙吉村有种植西瓜的传统，但以前的普通大西
瓜经济效益并不高，村民们风吹日晒，辛苦一年换不
来好收成。2016 年，全村仍有 800 多人是低收入人
口，被列为江苏省定经济薄弱村。

变化也发生在 2016 年。为走出困境，沙吉村党
总支书记于洪军邀请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现场“把
脉问诊”，很快找到了症结：大棚设施简陋、种植方法
不科学、西瓜品种有待改良。

拿到“药方”，村里迅速行动。争取产业富民资
金，先后投资 250 万元建起 400 亩钢架大棚，配套建
设道路和泵站，成立专业合作社，开始尝试种植小
西瓜。

对于新品种，村民们起初大多持观望态度。村
干部们站了出来，承诺如果有收入全部归村集体，损
失则由他们承担。

种植小西瓜技术要求高，水和肥料一旦控制不
好，口感、形状都会受到影响。“过去农民主要靠
天吃饭，现在我们发现，靠科技才能致富！”于洪
军带着一群人虚心求教，严格按专家们的要求操
作，第一年“试水”的 30 多亩小西瓜推向市场后
供不应求。

2018 年沙吉村小西瓜种植规模达到 400 多亩，
村集体收入 65 万元，2019 年突破 100 万元。今年
5 月，该村种植的“苏嘴小西瓜”在江苏省一项评比
中获得小果型组“瓜王”称号，名声渐响，销量也增
加了。

于洪军介绍，大棚小西瓜的平均亩产收益 7000
元左右，是传统大西瓜收益的好几倍。“扶贫项目必
须因地制宜，用市场眼光选择，坚决走现代农业道
路。”

听闻沙吉村小西瓜的口感不错，淮安市民曹开
志特意驱车 1个多小时过来，一口气买了 6 盒。记
者看到，到村口买瓜的人络绎不绝，瓜农们晒得脸通
红，但眉眼间都是喜悦。

“西瓜甜，日子更甜！”于志远 2019 年加入合作
社种植西瓜，3 亩多地年收益 2 万多元，与其他建档
立卡户一起脱了贫。

伴随村集体收入提高，村里旧貌换新颜，水泥路
通到田间地头，主干道架起路灯，许多家门口停着小
轿车，供村民议事休闲的新村部也建好了。

“一‘切’刚刚好”，小西瓜的包装盒上写着这行
字。对于曾经一穷二白的沙吉村村民而言，一切也
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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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金薯”生“金”记
一亩净挣 3 万 ，干几年可以盖新房

▲ 6 月 7 日，装运湖羊的货车准备发车。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湖羊养殖场饲养的五千余头湖羊启程运往该区对口帮扶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2018 年以来，南浔

区依托湖羊养殖产业优势，积极实施“湖羊入川”和“湖羊致富”工程，向对口帮扶地区提供优质湖羊种羊和湖羊养殖技术指导。截至
目前，南浔区已向广安等地提供 1 . 2 万余头扶贫湖羊。 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五五千千湖湖羊羊扶扶贫贫进进川川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于文静、黄浩铭）初夏
时节，记者在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
把镇新安村看到，毛葡萄新抽出的枝条爬满架
杆，原本裸露的石山被翠绿的枝叶覆盖，细小的
果实密密地长了出来。

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罗城县，是广西
未摘帽的 8个贫困县之一。贫瘠的石山缺水缺
土，毛葡萄因根系发达，可防止水土流失，是治
理和预防石漠化的理想生态经济植物。目前，毛
葡萄产业成为当地主要扶贫产业之一，种植面
积 8 万多亩，3800 多户贫困户参与这个项目。

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直接有效的办
法，也是增强造血功能的长远之计。今年我国明
确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对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个贫困村挂牌督战。
近年来，“三区三州”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产业，培育了凉
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青
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已
发展主导产业 122 个，带动 300 多万贫困群众、
人均增收 1700 多元。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当前深度贫
困地区扶贫产业还处在起步期、发展期，产业体
系还不健全，产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产业扶贫任务必
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今年 2 月，农业农村部
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产业扶贫工作指导意见，
要求聚焦产业巩固提升、产销精准对接、带贫主

体培育、科技人才服务等环节，强化措施落实。
据了解，我国将组织贫困县立足资源禀赋

和市场需求，加快发展特色种养、特色林果、特
色加工和乡村旅游。农业农村部将和国务院扶
贫办等部门共同开展扶贫产品认定，推动龙头
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与深度贫困地区对
接，发挥电商、网络直播等新平台新模式作用，
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大力培育联贫带贫主
体。组织更多农产品加工、物流营销、电商等龙头
企业到贫困地区对接洽谈，引导建设订单基地和
扶贫车间。引导各类主体探索建立产业扶持政策
与带贫效果挂钩机制，实现稳定利益联结。

龙头企业是联贫带贫的重要主体。海底捞

执行董事、首席战略官周兆呈表示，公司自
2012 年起在内蒙古、云南等 9省区 27个贫困
县采购农副产品，截至去年底采购总额超过
3 . 3 亿元。今后将进一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
极采购贫困县农副产品，并以就业、培训等多种
方式帮助贫困群众。

推动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关键要靠科技。今
年农业农村部还将在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建立
产业技术顾问制度，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将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项目全部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同时，加快发展代
种代收、烘干仓储、分等分级包装等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对深度贫困地区急需的茶叶、林果、食
用菌等专业机具，推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产业扶贫点亮深度贫困地区致富希望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张亮、卢鹰、马思嘉）大
病、残疾等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由政府
兜底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而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西海固大山深处，一群渴望自食其力的兜底
户在“90 后”青年杨小龙的带领下，用小兔子支
撑起他们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希望。

在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马场村半山腰，一
座现代化兔子养殖基地略显突出。引兔上山，是
返乡创业“ 90 后”杨小龙的主意。他初中毕业
后，由于家中贫困就一直在外打拼，几年下来，
虽说攒了点钱，但收入不稳定。2016 年，家乡的
扶贫开发让杨小龙看到机遇，他决定返乡创业。
经过考察，杨小龙没有选择产业模式成熟、市场

稳定的牛羊养殖业，而是另辟蹊径养起了兔子。
几年下来，杨小龙养兔规模由最初的 80 只

发展到如今的 1 万多只，也带火了当地的兔子
消费市场。更让杨小龙欣慰的是，他的引兔上山
计划给大山里那些缺少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带来
了自食其力的希望。

在张易镇红庄村，年仅 21 岁的低保户薛乾
正是在杨小龙的带领下，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2018 年，正在上高中的薛乾因肝硬化做了肝脏
移植手术，100 多万元的治疗费用几乎压垮了
这个家庭。村里考虑他的家庭情况，将薛乾纳入
低保户。可他自己并不想年纪轻轻就靠“吃救
济”过日子。

“自己在家闲着养了几十只兔子玩，碰巧
杨小龙上门来收兔子。后来在他的鼓励和指
导下，我才真正把养兔子当成一项事业来
干。”薛乾说。2019 年，薛乾上了一套专业养
殖设备，一年就出栏 2000 多只兔子，年收入
达到 16 万元。

最近，当地政府在杨小龙的养殖基地投
入闽宁协作社会帮扶资金 200 多万元，建成
闽宁协作残疾人肉兔养殖示范基地。杨小龙
说，基地以“企业+培训学校+残疾人农户”的
模式，不但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还能带动
周边 200 户以上残疾、大病等兜底贫困户自
食其力脱贫致富。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杭芮、宋彦桦）芦苇，
依水而生。水无定形，孕育
出来的芦苇竟也有着“七
十二般变化”。

新疆博斯腾湖是我国
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
盛产芦苇，是全国四大苇
区之一，目前有芦苇 60 万
亩。靠湖吃湖，吃着湖水长
大的博湖县人因地制宜充
分利用芦苇资源，开辟了
一条绿色致富路。

博湖县西南河口苇场
的负责人聂琪说，苇场的
芦苇年吞吐量在 1 万吨以
上，其中半数会被运往附
近县市的造纸厂，最终成
为各式各样的生产生活用
纸——这也是芦苇最常见
的变身方式。

随着我国西北地区格
库铁路、尉且沙漠公路等
多条交通要道开工建设，
博斯腾湖的芦苇也走进了
沙漠深处，成了护路工人
手中的“线”，被“扎”成一
片片绵延在沙丘上的草方格，防风固沙，悄然变
身“道路守护者”。

“收割芦苇的时候正值冬闲，附近的农民都
会过来打工，每天能挣 100 多元。”聂琪的苇场
目前有 40 余名工人，主要负责打包和运输。

除了这些传统的芦苇加工方法，博湖县的
能工巧匠不断创新，进一步挖掘芦苇的价值。

博湖县农民杜玉新创办了一家民族工艺品
公司，以芦苇制画，走上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
路。芦苇工艺画以芦苇的叶、秆、花穗等为原料，
经过浸泡、熨平、打薄、裁剪、粘贴等十多道工序
制作而成。杜玉新说，现在他们的芦苇工艺画完
全可以满足客人私人定制的要求。去年，依托景
区、网络等销售平台，公司售出芦苇工艺画
1500 余幅，营业额超百万元。

“先富带动后富”，公司每年为 300 余名农
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手工艺培训，培训过后可在
公司上岗就业，也可在家中进行计件加工。

“芦苇越来越茁壮，高品质的芦苇给了我们
更多的想象空间——能否将它带上餐桌？”受益
于生态环境改善的还有在当地经营旅游餐饮的
廖旺。中医有以苇根入药的传统，起清热生津、
除烦止呕等功效。去年，他耗时一年多研发的苇
根茶终于面世。廖旺说，去年公司共制成苇根茶
5 吨多，销售十分火爆，回头客很多。

据博湖县林业和草原局芦苇资源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才聪高娃介绍，博湖县平均每年采割芦苇
22 万吨左右，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量有
所下降，但仍有近 1000 名工人参与芦苇采割，其
中 200 多人是附近县市的贫困户，如今都已脱贫，
一个家庭在 45天的采割期内可收入一两万元。

才聪高娃表示：“随着产业链不断拉长，芦
苇正演变成越来越多的高价值产品，当地人也
因此获得越来越多的就业增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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