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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李凤双、王
春雨、强勇）种了大半辈子地的黑龙江
省巴彦县中兴村村民马金柱想不到，往
年一亩出不了几个钱的玉米现在却身
价倍增，成了“香饽饽”。这里面的奥秘
就是马金柱种上了“高端玉米”。

今年马金柱改种了新的玉米品种，
数量不多，就一亩地，但收益却能达到
2000 元左右。“一亩地一般能出 3000 多
穗玉米，企业按协议给每穗的回收价是
6 毛钱。”他笑得合不拢嘴。

马金柱提到的企业是哈尔滨健康农
牧业有限公司。在企业车间，3 条生产线
马力全开，一粒粒玉米经过一道道加工
完成“变形”，各种玉米即食产品从这个
小山村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
董事长孙立娟指着一个盖着金色盖子的
盒子说，这款主打的“方便玉米大米查粥”
是专利产品，和市面上自发热小火锅是
一个原理，市场前景不错。

“去年我们多次参加全国农产品对接
会、展销会等活动，签订了 2020年玉米即
食食品预售订单 1 . 2亿元。”孙立娟说。

小小玉米“华丽”转身，是黑龙江省贯
彻发展“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的缩影。

巴彦县扶贫开发办主任苏彦东说，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巴彦县的不少玉米
曾长期以原粮低价、初加工等方式销售，
错失了深加工带来的可观利润。农业求
发展，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立足研发，走精深加工道路是孙立娟
的选择方向。健康农牧业公司与黑龙江省
农科院建立了优质玉米种植示范基地，由
农科院专家研发大米查粥专用种子，并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企业的路越走越宽。

玉米“变身”不仅使企业发展，还让
农村摸到了脱贫致富好门路。巴彦县投入扶贫资金 370 万元购
置厂房，供健康农牧业公司使用，每年从企业获得固定收益分
配给贫困户。此外，孙立娟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优质玉米种子和
有机肥，企业按订单回收玉米，解决农民种难、卖难问题。

“我们主要采取小园种植模式和贫困户合作。”孙立娟说，
农村小园子的污染少，可以达到有机食品的品质要求，而且小
园模式也便于人工打理，精耕细作。

在贫困户中，老弱病残占一定比例。67 岁的董国强前些年
脑出血，身体至今没完全康复。“合同有保底价，咋算都不亏。”
他说，自己不能干重体力活，在自家园子种了一亩半新品种玉
米，省力不说，挣钱还多。

“种子、肥都是企业送的，基本就是零成本。”马金柱说，以前种
普通玉米，一年忙活下来，除去买种子、买肥这些赚到手一亩也就几
百元，现在他像“绣花”一样精心照顾这些玉米，收入能翻好几倍。

苏彦东说，目前健康农牧业公司带动巴彦县 1457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用自家小园种植大米查粥系列产品专用品种玉米
1707 亩，户均增收 1800 元左右。

“下一步我们打算再上几条生产线，争取达到 10 条，带动
周边更多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孙立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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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电（记者许晋豫）身患
疾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周伏贵，从没
想过自己能脱贫。但如今，他靠着两头牛
犊甩掉了“穷帽子”。

“ 10 年前，我家从吴忠市同心县移
民搬迁到同利村。因为没技能、没资金，
我最初在城里捡破烂，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6 年，我生病后原本就困难的日子更
是雪上加霜，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靠着
退耕还林补贴、土地流转费等生活。现在
我都不敢回想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周伏贵说。

同利村位于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扁担
沟镇。如今，头戴草帽、皮肤黝黑的周伏贵
常常站在牛棚前，满面笑容地看着自家牛
棚里的 9头牛，这当中既有毛色黑亮的安
格斯牛，也有“大花脸”西门塔尔牛。

56 岁的周伏贵常对人说，他能有现
在的生活，全靠丁秀琴去年年初送来的
两头牛犊。

周伏贵所说的丁秀琴，是吴忠市秀
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
社奶牛养殖规模达 4000 多头。奶产业是
利通区的支柱产业，目前当地共有规模
化养殖场 60 个，奶牛存栏 14 . 6 万头，年
产鲜奶 64 万吨，奶牛养殖规模化率达
95% 以上。

奶牛养殖日趋规模化，除了带动就
业，如何让贫困群众更深层次地参与到产
业发展中来是丁秀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15年，丁秀琴想出了“送牛犊”的主意。

“牧场的母牛生下小牛犊才会产奶，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留下母牛犊，卖掉公
牛犊。因母牛犊从长大到产奶需要 2 年多的时间，我们便想着把
合作社的母牛犊送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免费提供兽医跟踪服
务、养殖技术服务等。牛犊长大后，合作社将其高价回购作为牧场
的后备牛。”丁秀琴说，这样不仅能够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也
能降低牧场的饲养成本。

然而，丁秀琴的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回购首批送出的 36头母
牛犊时，要么质量不达标，要么已被农户提前卖掉，最终只收回了 8
头。后来，丁秀琴便开始改送公牛犊，让农户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截
至目前，吴忠市秀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已送出牛犊 120多头。

靠着丁秀琴送来的公牛犊，周伏贵快速迈开脱贫的步子。他
说：“合作社送来的牛犊是品种好、价格高的安格斯牛，喂养一
段时间后，我把其中 1 头卖掉买回 1 头怀孕的母牛，后来又买
回两头小牛犊，努力扩大养殖规模。”

看到周伏贵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很高，同利村先后为他协调
扶贫贷款 8 万元。有了资金，周伏贵又买回 4 头公牛，养殖规模
一下扩大到 9 头。周伏贵说，以前没本钱，更没胆量发展产业，现
在有合作社送牛犊，村里给协调扶贫贷款，养牛还有补贴，一下
子感觉生活有了希望，一定要把自己脱贫摘帽的“答卷”答好。

对于未来，周伏贵有着自己的打算。他说：“不能因为生病就
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我们老两口把牛喂好就是对家庭
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打算把养大的公牛卖掉积累些资金再买
几头母牛，发展基础母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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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9 日电（记者王宁、
王晖）骤雨初歇，冀北山区的天空放晴。河北
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牌楼乡东岔
村内，一排排海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沿着山坡绵延近千米。

早饭过后，村民刘万财总喜欢到光伏板
装置区走走看看，自发当起巡查员。

东岔村地处围场西部山区，山多沟深，
全村 500 多亩地一半位于半山坡上，土地贫
瘠，不少地常年撂荒。

虽然刘万财名中带“财”，但与大多数村
民一样，手里没钱。过去，他和妻子种地、养
猪、养鸡，拉扯儿女。好不容易儿子结婚、女
儿出嫁，家中却突遭不幸，儿子早逝，儿媳改
嫁，留下小孙子和老两口相依为命。

小孙子渐渐长大，刘万财慢慢变老，体力
活干不动了，贫困压得老两口喘不过气来。直
到有一天，光伏扶贫要进村了！

2017 年，在东西部结对帮扶中，天津市
武清区与河北省围场县“结缘”。

武清区扶贫干部、围场县挂职副县长刘
继群说，在深入研究围场产业特色后，双方决
定把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作为长远高效的增收
产业，重点进行支持。

据刘继群介绍，截至目前，围场县共建成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155 个，覆盖 159 个贫困
村，总装机规模为 4 . 89 万千瓦。

电站由政府监管，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除
去地租和运营维护费用外，其余发电收益用
于扶贫。

东岔村因有大片闲置山坡地，被选为
附近 13 个村的联建电站所在地。2019 年
6 月开工建设，当年 12 月全部并网发电。

“围场山区光照时间长，每块光伏板
每天能发电 1 度多；这个联建电站共有

13440 块光伏板，就是 1 万多度电。”负
责当地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的木兰围
场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经理丁凯千告
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东岔村电站已累计
发电 2 7 2 万千瓦时 ，售电收益 2 0 4

万元。
光伏板占用村民的土地，每亩每年租

金 500 元。被占 4 亩多地的刘万财已在去
年拿到了头一笔租金 2200 元。

“山坡地里全是石头，种啥赔啥，每亩
地一年 100 块钱也没人愿意租，这一下高
价出租 20 年，还能说啥呢。”谈起被光伏板
占用的土地，刘万财咧嘴笑着说。

光伏产业，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
“种太阳”，它“照亮”了当地贫困户的脱
贫路。

“做梦也没想到，山坡地里装上光伏
发电板，晒着太阳就能挣到钱。”东岔村
贫困户戴春生经历了光伏电站建设的全
过程。从建设期参与施工，到建成后的日
常维护，再到令人期待的集体分红，“光
伏板把咱们的荒山铺成了‘金山’。”戴春
生说。

东岔村驻村第一书记宋克勤介绍，光
伏电站的收益 60% 用于贫困户收益分配，
40% 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

刘万财算了算账，光伏板占地租金每
年 2200 元，光伏发电分红每年 3000 多元，
他孙子担任生态护林员每年工资 8000 元、
在光伏电站打工每月 2000 多元，再加上老
两口的低保和养老金，全家年收入近 5 万
元，顺利脱贫。

今年 2 月，围场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贫困发生率由 2016 年底的 14 . 73% 降至
2019 年底的 0 . 28%。

石头缝里“种太阳”，光伏“照亮”脱贫路
作为长远高效的增收产业，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把“荒山”铺成“金山”

▲空中俯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牌楼乡东岔村的光伏联建电站（ 7
月 15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董鑫摄）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郭刚）一辆辆农用三
轮车鱼贯而入，一袋袋黄瓜装满车厢。市场内
外，车水马龙。早上 7 点刚过，新坪村便民服
务市场就开始热闹起来。

7 月，甘肃省靖远县北湾镇新坪村的大
棚黄瓜集中采摘上市。村主任陈永红在市场
上忙个不停。

新坪村是易地安置移民村，贫困发生率
曾高达 94%。村民们 2015 年从甘肃岷县、漳
县地震灾区搬到靖远县以后，当地政府和移
民群众一起谋划脱贫致富，大力发展以日光
温室黄瓜种植为主的蔬菜产业。

“我们当年搬过来 595 户 2781 人，目前
已建了 585 座日光温室。”陈永红说，“现在村
里还有 39 户贫困户，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部脱
贫。”

一直以来，陈永红负责村里的黄瓜外
销工作，对黄瓜种植、销售、市场行情等比
较熟悉。在市场上他忙着帮瓜农给黄瓜
定价。

当天，市场上的黄瓜价格普遍在每斤
1 元左右。瓜农王万红的黄瓜定价为每斤
1 . 3 元，可他仍不愿出手卖掉。

“我的黄瓜粗细均匀，口感甜脆，非
常好吃。”王万红“自卖自夸”起来。“这两
天虽说黄瓜价格有些波动，但我的理想
价位至少不应低于每斤 1 . 4 元。”王万红
没有白等。他拉来的 500 斤黄瓜的价格
最终如他所愿。

像其他农民一样，5 年前刚搬到新坪
村时，王万红一家 5 口还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7 年在扶贫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
他经营了两座日光温室，一门心思学技术
种黄瓜，仅 1 年后就实现了家庭脱贫。

“岷县老家山大沟深，那时候条件很
差，日子也过得很苦。”王万红感慨，“现在
黄瓜确实给我带来了好日子。”

2015 年，移民群众从岷县高寒山区搬
迁到新坪村时，面临着很多生产困难。因为
是从山区搬迁至平地，大家普遍不会种水

浇地，对脱贫也缺乏信心。
万事开头难。2017 年，面对当时移民

群众产业基础为零的实际情况，靖远县因
地制宜开展大力帮扶，通过政策引导、贴息
贷款等措施，积极发展日光温室黄瓜种植，
力求通过培育产业让他们能够“搬得来，稳
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经过数年努力，如今的新坪村已成立
了自己的蔬菜公司与合作社，并成功注册
了“花儿新村”精品黄瓜商标，通过“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通了生产销售渠
道，增加了群众收入。

“我们在去年年底才成立的新富中蔬
菜公司，目前营业总额已超过 1500 万元。
除去成本，户均增收超过万元。”新坪村党
支部书记贾尕强喜上眉梢。

当前，“花儿新村”黄瓜已销往新疆、陕
西、青海等地并实现出口创汇，品牌效应已
经显现。依托日益兴盛的黄瓜产业，新坪村
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持续改善。

搬出大山住新村，小黄瓜带来好日子

作为易地扶贫搬
迁进城的“新市民”，
33 岁的韦仕高目前
正在一个扶贫车间接
受培训。培训结束后，
如果符合要求，他将
能留在车间上班。

韦仕高是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望谟县蔗香镇望
南村人 ，2 0 1 9 年 7
月，他和家人享受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搬
到了望谟县城的安
置点。

搬迁之前，韦仕
高靠在乡镇修摩托
车 为 生 ，搬 到 县 城
后，他得重新找一份
工作。

前段时间，韦仕
高接到社区通知，得
知附近的扶贫车间
正在招工，他主动报
了名，成为望发皮具
手袋实业有限公司
第一批接受培训的
工人。

培训期间，韦仕高每个月的工资是
2400 元。“培训结束后是计件工资，收
入应该能超过 3000 元。”韦仕高说。

望发皮具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林灿奎介绍，该公司是普安县才华手袋
实业有限公司在望谟县设立的分公司，
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满负荷运转
后，能解决 200 多人就业”。

林灿奎口中的普安县才华手袋实业
有限公司位于黔西南州普安县茶源街
道，是一家专门生产加工手袋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产品全部销往国外。

在公司附近，有一个名为布依茶
源小镇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来自
普安县各地的 13000 余名搬迁群众居
住于此。

“考虑到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我
们把安置点建在工业园区附近。”布依
茶源小镇新市民社区主任姜光说。

51 岁的罗其芬是普安县茶源街道
细寨村人，2018 年搬到布依茶源小镇
后，一家 6 口分得一套 120 平方米的房
子，并在该公司找到了工作。“在这里上
班，最大的好处是离家近，工作也不累。”

她说。
记者见到罗其芬时，她正在车间里

忙着用工具去除手袋上的线头。目前，罗
其芬每个月工资 2000 多元，加上老家种
植的 20 多亩茶园，一家人的生计有了
着落。

普安县才华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行政
负责人董萍春介绍，除了解决普安县群
众就业问题，公司还在黔西南州其他县
区设立扶贫车间。

“算上扶贫车间，我们现在有 800 多
名工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0 人。源
源不断的订单，是稳定工人‘饭碗’的关
键。”

董萍春说，2019 年公司的销售总额
为 1 . 2 亿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今年 2 月 13 日复工，和去年相比有所
延后，但订单不降反增，同比增长 15%
左右。 （记者施钱贵、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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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在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东高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村民在管护五味子。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农民发展丹参、柴胡、黄芩、五味子等中药材种植。据

介绍，目前该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 万多亩，带动 500 多农户实现增收。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五味子：让农户尝到增收“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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