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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欧甸丘

走在贵州石阡县中坝街道大湾村的山梁
上，可以看到白色大棚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
大棚下面一米多高的枣树上挂满了浅黄色的花
骨朵。“再过 1 个月就会挂满枣子，中秋节前后
枣子可以上市，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石阡县
纪委监委派驻大湾村的驻村干部毛承健说，历
经三年脱贫攻坚，大湾村的荒草坡变成了如今
的枣子园，见证了一个深度贫困村的涅槃重生。

2016 年，大湾村党支部被评定为“软弱涣
散党组织”，当时的大湾村党建工作几乎处于停
滞状态，村里 17 个党员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

毛承健说，初到大湾村开展驻村工作时，村
里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高、二多、三难”：“一
高”是贫困发生率高，全村 174 户 739 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 82 户 331 人，贫困发生率 44%；
“二多”是上访户多、矛盾纠纷多；“三难”是出行
难、开会难、发展产业难，全村没有一条硬化路，
群众会开不起来，产业更是一片空白。

2018 年初，来自石阡县纪委监委、县教育
局、旅产中心、政府办、中坝街道办事处等单位
的 8 名驻村干部与村干部组成了村级脱贫攻坚
队，吃住在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入驻大湾村伊始，大湾村的攻坚队长莫若
就把做强基层党组织作为第一要务。在莫若的
动员下，几名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村干部主
动辞职，2 名大学生和村致富带头人加入到村
委工作中来，同时还陆续发展年轻党员夯实基
层党组织。莫若说，现在大湾村已有 32 名党员，
党组织的新鲜血液得到了及时补充，村委班子
得到选优配强，村级战斗堡垒也得到了加强。
2017 年，大湾村党支部还被中坝街道党工委评
为“优秀基层党组织”。

在党组织带领下，驻村攻坚队把改善村里
的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大事推进。“2017 年初，全
村没有一条硬化路，通村通组路都是泥巴路，遇
上下雨天，摩托车都无法开进村。村民们最大的
愿望是修一条路。”石阡县纪委监委派驻大湾村
原驻村第一书记赵仕永说。

为彻底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赵仕永一方
面带领工作队到各村民组走访了解路况，到每
一个组召开群众会和动员会，统计能投工投劳
的人数，另一方面向派出单位和所属街道党工
委寻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2017 年 8 月，
大湾村通村公路硬化项目终于开始实施。“驻村
工作队牵头，群众投工投劳，上级党委政府给予
资金及政策支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湾村驻村干部费
树卫说。

如今的大湾村，12公里通村公路全面硬化
贯通，8 个村民组 7 . 9公里通组公路、8 . 6公里
串户路全部硬化，实现了“组组通”“户户通”全
覆盖。

道路通了，发展产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发展
的机遇随之而来。大湾村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中
秋酥脆枣基地 350 亩，养殖中华蜂 160 余群，套
种时令蔬菜 150 余亩，初步实现“以短养长、长
短结合”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 2020 年 5 月底，
累计带动老百姓务工 1 . 35 万余人次，累计发

放务工工资 120 万元，销售蜂糖 120 斤，实现
收入 2 . 16 万元。费树卫说，350 亩中秋酥脆
枣去年已全部挂果实现初产，预计今年将进
入盛果期。

随着时间推移，大湾村变得越来越富裕。
2018 年末，大湾村顺利摘掉了深度贫困村的
帽子，2019 年末大湾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2018 年至今，大湾村分红共计 28 . 92 万
元，户均分红达到 1078 元。

脱贫攻坚让大湾村从原来的“问题村”变
成了现在的“明星村”，老百姓在村级党组织
和村级脱贫攻坚队的带领下，正朝着巩固脱
贫成效的方向前进，阔步迈向全面小康的时
代。石阡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晓
亮说，人民群众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体，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力量源泉。当前，脱贫攻
坚已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必须紧紧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全面动员
群众参与到脱贫攻坚最后关头，确保按时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荒草坡变枣子园，“问题村”变“明星村”
历经三年脱贫攻坚，贵州石阡县大湾村大变样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记
者王立彬）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向贫困地区倾斜，到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
调剂，土地政策成为脱贫攻坚有
力推手。

记者 10 日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今年国家将进一步落实土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
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贫困地
区符合条件的补充和改造耕地项
目，优先用于跨省域补充耕地国
家统筹，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
用于脱贫攻坚；以“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 52 个未摘
帽贫困县和 1113 个贫困村为重
点，实施特惠政策，保障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用地；深度贫困地区建设用地涉
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加快
审批。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立足农
业、就地就业、脱贫致富至关重
要。评估显示，高标准农田设施完
善、配套农电，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耕地质量能够提升 1 到 2 个
等级，亩均粮食产量提高 100公
斤。农业农村部要求确保 2020 年
新增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以上，
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0 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高
效节水灌溉要与产业脱贫统筹推
进，优先支持革命老区、国家级贫
困县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

水土难分、农电一体，自然
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电力等部
门正与各省区市形成土地扶贫
的政策合力。今年江苏省将新建
高标准农田 360 万亩，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41 万亩，总投资 60 多
亿元。作为脱贫工作重中之重，
徐州市睢宁县今年将投资 16850
万元，总治理面积 9 . 2 万亩，新
建电灌站 58 座，修建防渗渠 128
公里，新建节水管道 42 . 59 公
里。为不误三夏农时，睢宁县供
电公司开辟“绿色通道”，投资
240 万元为电灌站架设专用线路 17 . 5公里，立杆 300
余基，以确保今年水稻栽插时，全部工程可以投入农
业生产。

据自然资源部统计，开展脱贫攻坚战行动以来，
每年为 832 个贫困县每县单列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 600 亩，共计 249 . 6 万亩；为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
搬迁出台的增减挂钩政策，允许贫困地区增减挂钩
节余指标省域内流转，目前到位资金已有 1 3 0 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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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峦如聚，云雾蒸腾。在黔
北大山深处的遵义市汇川区
松林镇松林村，近处的坝子中，
一排排竹藤蔓架整齐地插着，
鲜嫩的毛冬瓜苗已破土出芽，
开始顺着藤架向上攀爬；远处
的山坡上，一棵棵柑橘树、李子
树、桃树林立其间，郁郁葱葱。

“眼前这些，都是靠老百
姓一点点干出来的好产业。”

走在田间地头，松林村党总
支书记王晔仔细端详瓜苗、
果树的长势，打开了话匣。
“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高
坡陡、土地破碎，传统种植业
增收困难。多年来，松林村的
老百姓都是种植玉米等传统
作物，效益低，大多数家庭只
能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贵
州在脱贫攻坚中掀起“农村产
业革命”，开始大力调减低效
传统作物，重点发展食用菌、
辣椒、石斛、刺梨等 12 大特色
产业。王晔告诉记者，松林村
请来农业专家实地考察研究，
经筛选最终确定发展毛冬瓜、
大葱、柑橘等特色产业。

当地引进专业的公司，流
转村民水田 1859 块 688 亩，将
田埂推倒变成了 733 亩的“一
块地”，并于 2019 年开始了“毛
冬瓜+菜”“藕+鱼”等高效种养
模式。修建 3 条机耕道总计
4 . 35 公里、修建 22 条排涝渠
总计 4.12 公里、修建灌溉管道
4.5 公里……一些现代高效农
业设施也同步规划建成。

除了这些设施，走到田
间，一块块牌子同样醒目。种
植品种与面积、综合产值、责
任党员和技术指导员的姓名
电话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松林村将坝子划分为 13 个网
格，每个网格明确 1 至 2 名党
员负责田间管理的各项事宜。
松林镇党委副书记赵成都说：
“我们结合党员特长，组建了
技术指导、纠纷调解、土地流
转、销售对接 4 个专班，有效

解决了田间技术管理、农产品销售等难题。”

400 万元，这是去年这片 733 亩的坝子在
发展特色产业后发给前来务工老百姓的工资。
“从低效益到高收入，特色产业让这块坝子实
现了‘飞跃’。”王晔说，前来务工的不只是松林
村村民，还有周边村寨的贫困群众，“粗略统
计，2019 年松林村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的群众
人均增收超过 3000 元。”

松林村贫困户王荣义就是受益人之一。今年
56 岁的他，皮肤黝黑，身材壮实，曾在广东务工
多年，因家里有 4 个孩子上学导致贫困。去年，他
将自家的 1.5 亩田流转给公司种植毛冬瓜，剩下
的山坡地则自己栽上了李子树。“在公司流转的
坝子上做工，一天能有 100 多元收益。”犁地、
栽种、除草、采收……王荣义不放过任何一次
务工机会，一年能干 9 个月，收入 3 万多元。计
算着去年的收益账，王荣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他告诉记者，妻子到公司食堂务工，一个月
工资 3000 多元，加上自家山上的果树收益和
产业分红，去年全家赚了近 8 万元。

据统计，贵州 2019 年调减低效作物
511 . 55 万亩，替代种植高效作物 508 . 58 万
亩，带动 111 . 8 万贫困群众增收。如今，贵州
重点发展的 12 大特色产业种植面积已达
5000 多万亩，为“黔货出山”奠定了基础。近
两年，贵州加速发展农村电商，并面向东部省
市及国际市场建立数百个农产品供应基地，
有效推动了特色农产品“出山出海”。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何光前说，
“农村产业革命”的纵深推进，带来的是农村
产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开辟了现代高
效山地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为贵州贫困山区
点亮了“新未来”。 （记者刘智强）

新华社贵阳 6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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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10 日电（记者齐雷杰、白明山）
“过去打零工，干完这个活儿，还不知道下个活儿在哪
里。如今起早贪黑种蘑菇，辛苦是辛苦，但收入稳定。”
站在蘑菇大棚里，河北省阜平县大台乡苏拉沟村村民
杨胜利喜笑颜开。

曾经，老母亲生病，孩子上大学，杨胜利生活窘迫，
陷入“饥荒”。“原来总想着，什么时候还清欠账就好
了。”杨胜利说。如今，他和妻子承包大棚种蘑菇，收入
逐步增多，2019 年纯收入超过 6 万元。“饥荒”还完了，
家里还有了存款。

阜平县地处太行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瘠民
贫。而今，群山之间，一排排蘑菇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
观。县里大力扶持食用菌产业，建起 4000 多栋蘑菇大
棚，年产香菇 5 万吨，产值 4 . 5 亿元。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承包经营、打工就业、入股分红实现增收。五六十岁
的老人打工采蘑菇，一天能挣 100 元。

发展一个产业，繁荣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近
年来，河北山区群众大力发展绿色农牧业，打造京津菜
篮子、果盘子、米袋子，找到了增收新路子。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坝上，素有放牧牛羊
传统。但一家一户养殖模式效益低，且容易破坏草原生
态。在天津市帮扶下，当地实施“百万只优质肉羊”产业
化扶贫项目，涵盖了饲料种植加工、种羊繁育、肉羊饲
养、屠宰加工等产业链，可带动上万名贫困群众增收。

河北省滦平县毗邻北京。每天早晨，冷链物流车都
从大屯镇兴洲村附近的新硕农业种植基地出发，将新
鲜蔬菜运往北京高端超市。在那里，一斤西红柿可卖
10 多元。

新硕农业种植基地有 1300 多亩地，建有 59 座蔬
菜大棚，生产黄瓜、西红柿等近 10 种蔬菜，不少品种来
自国外，150 多名村民在这里打工。

“原来一天要吃两顿玉米，日子不好过。现在，米面
油盐肉，都是买着吃。”靠着种菜，62 岁的贫困户张海
中过上了好日子。他和老伴常年在大棚打工，老两口每
月能挣 6000 元。住了 30 多年的老房子翻新了，家里还
买了小轿车。

时髦的直播带货，也给山区群众打开一扇机会之
窗。在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土鸡蛋、鹅蛋、红
薯、手工艺品等 40 多款产品通过直播带货、消费扶贫
等模式向北京销售。“疫情期间，我们为群众销售柴鸡
蛋 5 万多斤、油麦菜 8 万多斤、红薯上百万斤。”易县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张琳滟说。

近年来，承德市在京津可追溯的消费扶贫销售量
达 3 亿多元。北京市海淀区设立消费扶贫分中心，推动
张家口市赤城县优质农产品销售。

食用菌、高效林果、大棚蔬菜、规模化养殖等产业
蓬勃发展，促进了山区群众增收。今年 2 月底，河北省
燕山-太行山一带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上百万贫困群
众脱贫。

打造京津菜篮子果盘子

河北找到了脱贫新路子

新华社济南 6 月 10 日电（记者王阳）走进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苑庄镇南陈村，道路两旁
的白蜡树笔直挺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中穿
梭，确保颗粒归仓，眼前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然而，过去南陈村一直戴着“集体经济薄弱
村”的帽子：村集体年收入不超 3 万元，村干部
在三间跑风漏雨的瓦房里办公，久而久之，班子
不团结，群众不拥护。

去年开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让村集
体经济获得“第一桶金”。汶上县鑫众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立后，盘活 120 亩闲散土地，拆除
废弃房屋，复垦土地，种上了国槐、白蜡、法桐等
绿化树苗。

“原来这一片除了没顶的老房子，就是长满
野草的抛荒地。眼前这些树苗 3 年后每棵树能
挣 40 元。”负责包保南陈村的苑庄镇党委委员
何西安介绍。

种树仅仅是个开始。在去年 11 月的一场主

题党日会上，村里党员们又讨论起合作社的发
展问题，南陈村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倡议：
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入股合作社。三天时间，村两
委成员、党员筹集入股金超过 80 万元。

南陈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王宗占
说：“我们考虑到合作社的运营目标不光是为了
强村，更重要的还在于富民，合作社理事会成员
积极动员全村群众以土地入股和租赁相结合的
方式入股合作社，目前入股的土地超过 600亩。”

合作社采取“粮食种植+苗木套种”的方式
统一“种地”。目前，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500 亩，大
豆的种植面积超过 100 亩。同时，在 600 余亩土
地上套种了苗木 2 . 4 万余棵。合作社还吸纳村
内农机手加入，为统一管理和收割提供技术支
撑，并多次聘请农技专家现场授课提供技术
培训。

合作社优先雇用以土地入股的村民到合作
社农田里“打零工”，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就

业。孟昭坤是合作社的一名“管理员”，每天在
各个大棚间来回巡视。他说：“今年我 74岁，年
纪大了不愿意出去打工，来合作社干活不仅每
月有固定收入，还能顾家，家里人都很高兴。”

在利润分配上，合作社对所有经营项目
进行总核算，从经营利润中提取 20% 作为公
积金，用于滚动发展，剩余经营利润村集体分
红 30%，社员分红 70%，以提升全村收入。

苑庄镇党委书记李振生说，我们用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村集体以资产资
源入股合作社，支部书记任合作社理事长，充
分发挥支部的引领作用，动员更多的党员、群
众加入，发展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可以说是
用“红色党建”促进了“黄土地”增收。

据统计，目前，汶上县在工商部门注册登
记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已达 12 家，其中土地
股份合作社 4 家，生产经营性合作社 6 家，服
务（劳务）型合作社 2 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辟强村富民路

新华社昆明 6 月 10 日电（记者彭韵佳）“所
有的荔枝都已经被预订了。”望着家里大片的荔
枝林，高丽娟笑着说。位于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
湾塘乡的荔枝地里，已经挂满青绿带红的果子。

“今年收成应该不错，产量估计至少 5 吨。”
烈日悬空，高丽娟拨开繁茂树枝，顺着陡坡往上
走。放眼望去，荔枝树布满山坡。

屏边县是云南 9 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当
地高山坡地多，海拔落差大，再加上日照充足与
丰富水资源，是种植荔枝的宝地。荔枝种植不仅
是湾塘乡的特色产业，也是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的法宝。

湾塘乡种植的荔枝主要是“妃子笑”。这个
品种的荔枝果大核小、肉多味甜，一直深受消费
者喜爱。但在早些年，受限于技术难题，湾塘乡
荔枝种植基本上被外来公司承包，荔枝种植并

没有普及至普通农户。
为帮助群众增收创收，屏边县政府引导建档

立卡贫困户种植荔枝，通过资金帮扶购买种苗，
并以政府购买服务、行业部门技术培训等方式，

请技术员指导农户如何种植荔枝。为保证荔枝品
质，湾塘乡政府还分发了 2000多台灭虫灯。

“以前家里就种点儿苞谷，刚够吃口饭。”
2013 年被划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高丽娟和
丈夫罗光清便报名参加荔枝种植技能培训，学
习荔枝种植技术。不同于其他水果，荔枝种植需
要精细管理，但这对有种植经验的高丽娟夫妇
来说并不难。从修枝施肥到疏花疏果，高丽娟两
口子学得快，荔枝种植规模很快从开始的 300
棵增加到 1500 棵，实现脱贫摘帽。

以前高丽娟家住在半山坡的老寨，而果林
地在山谷地带，距离远。两口子经常往返就要一

个多小时。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2017
年，高丽娟一家搬至沿溪村安置点，距离自家
果林不到 1 公里。“现在我们俩还能照看得
来。”高丽娟说，等到进入为期两周的采果期，
两口子根本忙不过来，还要雇人来帮忙。“果
子虽然是分批采摘，但量太大。”

“ 2018 年以前，乡上的荔枝基本上都是
销往省内。”湾塘乡党委书记李兴也说，随着
越来越多的荔枝树逐渐进入挂果期以及电商
发展，湾塘乡荔枝开始逐渐销往外省。

目前，屏边县种植荔枝面积已达到 6 . 6
万亩。据了解，屏边县还积极发展枇杷、香蕉
等其他水果产业，及以杉木、砂仁为主的绿色
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全县产业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 . 8 万户，做到村村有
林木、户户有果树、家家有畜禽。

产业扶贫：一颗荔枝助摘贫困帽

▲ 6 月 10 日，茶农在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的有机茶园采茶。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有近 400 亩茶园。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结

合茶园优势，开展产业扶贫，先后带动 362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获评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和海
南省扶贫龙头企业。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黎乡茶叶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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