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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16 日电（记者李凤
双、管建涛、杨喆）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茫茫
小兴安岭深处，耕地资源稀缺，“林二代”侯
绪凯的生活规划中，从来没有“种地”这一
选项。

许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围着林转，砍了
树木运下山，输送到全国各地支援国家建
设，这是很多林区人引以为傲的历史。

面对天然林逐渐减少的现实，林区人
从减伐到停伐，走上了转型的必然之路。

6 年前，侯绪凯退伍回到家乡时，正值
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全面停止不久，当
时也是伊春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之际，
当地开始打造北药产业。

位于伊春市南岔县的林宝药业集团
是由 1985 年建厂的一家药厂改制而来，
企业总经理黎世柱说，经过近 20 年的发
展，企业已是一家集药品、药材种植、中药
饮片加工等研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现
代化集团公司，2 0 1 9 年药品销售收入
2.91 亿元，中药材销售收入 6551 万元。

“我们在发展中药产业的过程中发现，
需要稳定、优质的原料来源。”黎世柱说。

北药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变化。虽然不是
真正的农民，但应聘到林宝药业集团伊春森
林百草园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的侯绪凯，参
与种植中草药，成为一名“产业农民”。

“以前就在家种过菜，大田从来没种
过，最开始真是两眼一抹黑。”侯绪凯说，当
时连中草药品种都分不清，只能一点点
学习。

4 月，是当地一年中中草药开始种植
的时节，一些品种不能用机械播种，全靠人
力，侯绪凯和同事们每天挖坑、播种、培土，
一天下来，常常腰酸背痛。

板蓝根、桔梗、防风、黄芪，一年生的、
两年生的、三年生的……各式各样的中草
药，侯绪凯都种过，慢慢地，从生疏到熟练，
侯绪凯也成了一个“老把式”。

“种中草药必须要保证质量，不施用化
肥，不用除草剂、农药，人工除草。”侯绪凯
说，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中草药品质
增添了一道保障。

“由于林区自然条件限制，玉米等大田
作物产量较低，种植一亩中草药效益是玉
米的十几倍。”林宝药业集团伊春森林百草
园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邢立志说，
企业目前种植了 14500 亩中草药，已形成
100 多名专职“产业农民”。

与专职的“产业农民”不一样，林宝药业
集团职工刘天友成了兼职的“产业农民”。

近日，在南岔县的一处中草药种植基
地，雪菊迎来了收获季，刘天友与 40 多名
同事一起坐在雪菊组成的花海里摘花。这
些花将被制成各种中药产品。

“我可以说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刘天友说，平时他在
工厂生产线上工作，公司不忙时，他便下地进行中草药种植、管
护，今年已经当了 3 个多月的“产业农民”。

“‘产业农民’不同于职业农民，他们是因产业的集聚效应
而来，为产业的发展和林区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南岔县县长
申勇说，当地很多农民也选择把土地流转给企业种植，自己从
普通农民变成另一种“产业农民”。

“我把 80 多亩耕地流转给企业种植，每亩比一般流转价高
出约 400 元！”南岔县迎春乡沙山村农民刘庆军说，自己到企业
种植中草药，每天还收入 100 元。

收获季，侯绪凯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看着中草药从种子到
苗再到收获，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侯绪凯说，他现在爱上了这
个新职业，每天都钻研学习，一定要把中草药种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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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鄂西北山村的

“共享养猪”
“看！咱家猪又长膘了，吃得好欢实！”通过手机视频连线，湖

北省谷城县茨河镇杨村村民章尚春，看着寄养在合作社的猪一
天天长大，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尚春曾是贫困户，2019 年刚脱贫。为了巩固脱贫成果，
2020 年 3 月，他在村委会组织下，出钱认购了谷城县猪壮壮养殖
专业合作社的 20 头仔猪，并将猪寄养在合作社。“这 20 头猪出栏
后，保底能有 1.2 万元的分红收入。”养了几十年猪，章尚春第一
次不用再担心市场波动和疫病风险，他笑着说这是“共享养猪”。

在杨村，像章尚春这样的养猪户有 39 户，一共在合作社寄
养了 227 头仔猪。

“共享养猪”是村民起的新潮名词。谷城县地处鄂西北山区，
杨村怎会有如此前卫的尝试？

“形势所迫。”“90 后”村支书孙继涛介绍，2019 年 10 月，村
里 120 头散养的猪因疫病相继死亡，几十户贫困户损失 60 多万
元。今年又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外出务工的路子也不顺畅。

生猪零星养殖是农村传统增收项目，贫困户没想过这养
猪的“老把式”也会遭受沉重打击，村干部和扶贫干部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

孙继涛说，扶贫工作队下村走访调研时，位于杨村的谷城县
猪壮壮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起了扶贫干部的关注。

“去年出栏生猪 1000 头，没有出现过疫病，未损失一头，实
现产值超过 500 万元。”猪壮壮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建东
说，科学养殖技术和严格的防疫措施是关键。合作社与畜牧业龙
头企业对接，有固定饲料来源和销售渠道，同时通过购买商业保
险规避风险。“去年一农户得知我们还有空圈未利用，便寄养了
360 头仔猪，并支付了一定的饲料、管理费用，然后等着分红。”

“这案例让我们眼前一亮，村里和扶贫工作队开始琢磨采用
生猪寄养模式，由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生猪养殖产
业，稳定增收。”孙继涛说，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脱贫户与合作
社签订生猪寄养协议。

杨村 4 组贫困户孙永文花 1250 元认购了两头仔猪，不足部
分由扶贫工作队帮助垫付。“我估算了下，除去投入的本钱，我还
能分红 1200 元。更重要的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就近打临工，多了
一条增收的路子。”孙永文很开心。

“我们希望用这种帮扶模式，让贫困户增强造血功能，巩固
脱贫成果。”孙继涛说，为让更多群众受益，对有意愿但又缺乏资
金的贫困户，扶贫工作队给 10 户脱贫户垫付了部分资金。

眼下，不只是杨村，“共享养猪”已延伸到茨河镇多个村子。
（记者侯文坤）新华社武汉 8 月 15 日电

从请客求人来买到供不应求

山 东 长 岛 渔 民 的 扇 贝 喜 事

新华社济南 8 月 16 日电（记者邵琨）“以
前请客送礼求人都不好卖。现在有多少卖多
少，而且价格还比以前高。”谈起这两年的扇
贝养殖，山东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
区北长山乡北城村扇贝养殖户王惠安乐得合
不拢嘴。

北城村位于山东省长岛，这里海区面积
大，水质好，养出来的扇贝品质好，个头大，肉
饱满。

过去，当地养殖户一家一户自主分散经
营，定价权掌握在收货商手中，加上扇贝生产
加工的季节性强，收货商瞅准养殖户的心理
后，使劲压低价格，养殖户的利益得不到
保证。

“爱卖不卖，反正别处没地儿卖。人家给

你几毛就几毛，给你几块就几块。还得请客送
礼，中午吃了晚上还得吃，你不请，他不买你
的，怎么办？”王惠安说。

北城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扇贝养殖。为
了追求高产量，当地渔民曾经粗放养殖，海洋
环境遭到破坏。即使这样，北城村也无法解决
收购商恶意压价以及收获期高温不易储存等
问题，不少养殖户开始亏本。

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路子走不通了。
2012 年，北城村党支部领办长岛北城渔业专
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制作统一收购单，收购商
收货后与合作社当日结算，既解决了养殖户
和收购商分散结算等诸多问题，又避免了收
购商押款不付的风险。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原有收购商利
益受损，联合起来抵制合作社，再加上合作社
加工和冷藏设施不足，扇贝再度外销不畅。在
北城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一边与收购
商逐个沟通，一边到北京、大连等地开辟新市

场，解决销路问题。
“绝不能放弃养殖户的利益，即使倒海

里，也绝不低头。”北城村党支部书记顾兆
国说。

发展过程中，北城渔业专业合作社意
识到，想要摆脱收购商的束缚并有好的市
场收益，就必须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自我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2013 年，北城村和
合作社多方筹措资金，解决了加工设备问
题，2014 年加工扇贝 200 万斤。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养
殖户越来越多，抱团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
议价能力更强了。扇贝收购价格在 2012 年
是 0.8-1.5 元/斤，从 2014 年开始稳定在
2.5-3 元/斤。

目前，北城村有 272 户加入合作社，经
营模式由传统的一家一户自主分散经营发
展成为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王惠安说：
“我们只负责最擅长的养殖就好，其他的种

苗、销售等什么问题都不用管。”
这些年，北城村新上了扇贝深加工项

目，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大幅增加。相较于
2012 年，2019 年扇贝养殖户户均增收 100
万元以上；北城村集体收入则由 2012 年的
1439 万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38 亿元。

“养得越多，挣得越多。我去年毛收入
250 万元。”王惠安说，以前这样的好收成想
都不敢想。

近年来，北城村又投资 4000 万元建成
了人工鱼礁、安全码头、渔船管理系统平台
等项目，对村级医疗卫生室和群众活动中心
升级改造，对村居环境美化绿化。昔日的渔
村彻底变了模样，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

干净的街道，精致的木质装修，时尚的
音乐喷泉广场……依托海洋文化资源，北城
村又打造“美丽渔村”，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
游客度假观光。

衡阳：乡村“厚德同心积分银行”的大用处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白田田）水稻“双抢”

刚过不久，湖南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村民杨
志义便发现村里的“夜生活”不同往年了。过
去，一进入农闲时节，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
就是打牌，而最近到了晚上，不闻打牌声，反
而是村民活动广场热闹非凡。

每天夜幕降临，广场上便聚集了跳广场
舞的村民，连 70 多岁的老太太也来“助阵”。
“这都是积分带来的变化。”杨志义感叹，因为
打牌要扣分，参加文化健身活动有加分，大家
的很多坏习惯都因此改变了。

作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梅花
村，自去年底开始设立“厚德同心积分银行”，
实行“积分制”管理。不到一年时间，“小积分”
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大用处”。

记者看到，梅花村的积分管理办法中，忠
孝、友善、诚信、勤劳等方面的 65种行为被赋
予不同的分值。积分规则由村民反复讨论确
定，前后花了 2 个月时间，召开大小会议 10
多次。

积分体现了很多新的价值导向。比如，积
极主动到扶贫车间务工的，积 3 分；婚事新
办，不攀比索要彩礼、不铺张浪费的，积 8 分
至 15 分；家庭改厕、改厨，每项积 10 分；种植
生态农产品的，每户积 5 分……

梅花村有 22 个村民小组，组长担任“报
分员”，看到加分事项便拍照发到微信群里
“报分”，村民也可自行申报。同时，村一级设
有评审委员会和积分管理员，以确保公开、透
明。目前，近 700 户村民的平均积分约为

200 分。
根据规定，1 个积分相当于 1 块钱。村

民们每逢周三、周日可到“厚德同心积分银
行”兑换物品，如纸巾、拖鞋、洗衣粉等。在登
记本上，记者看到已有 100 多户村民兑换了
积分。

积分的价值还不止于此。两家商业银行
对梅花村整村授信，每户村民的授信额度一
般为 10 万元至 20 万元。但对于积分高的村
民，这两家银行将授信额度提高 5 万元至 10
万元，利息也有一定优惠。

“积分制就像是‘兜天袋’，将各项工作囊
括在里面。”梅花村党总支书记刘准说，原来
村级公共事务难以推动，一些村民“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现在想倡导什么，要禁止什

么，都可以量化为积分，乡村治理有了很好
的抓手。

以前村里多次提倡垃圾分类，但“雷
声大，雨点小”，很多村民只是应付。现在，
村民将垃圾分类后送到回收站，可以兑换
积分。谁家乱倒乱扔垃圾，会被扣分。邻里
之间相互比较，谁家都不想加分少、扣
分多。

刘准说，实行“积分制”后，村民的垃圾
分类积极性明显提高，全村垃圾减量 40%
以上。原来第三方清运公司一年收费 5.8
万元，今年初再次商谈合作协议时，费用直
接减少了 2 万元。

据了解，像梅花村这样设立“厚德同心
积分银行”的村子，衡阳县已有 291 个。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王飞航）投资办厂帮家乡
发展产业，结合自身需求
带动村民就业，给乡亲提
供信息牵线搭桥……山西
省运城市近年来吸引走出
乡村、关心家乡的成功人
士以及德高望重的退休还
乡人员等群体争做新乡
贤，汇聚乡村振兴的社会
力量，积极探索推动乡村
振兴新机制。

运城市临猗县北辛
乡卓逸村党支部书记王
万保，早年经商，后来回
村创办了苹果种植销售
联合社，帮助果农卖苹
果。短短几年时间，服务
范围由卓逸村拓展到四
县一区 2160 户果农，累
计为果农增收 3 亿多元。

现在，王万保又多了
一个职务——运城市新乡
贤理事会常务理事。据了
解，运城市以村为单位组
织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离乡人士和村中长者贤
者，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
“新乡贤理事会”。

在全体村民大会上披
红戴花，拍摄视频在村微
信群里表扬，把事迹制作
成图文并茂的版面上墙展
示……在运城市万荣县皇
甫乡灵池村，只要是为村
里做事的新乡贤，都会受
到特别的待遇。

尊重、礼遇、善待，提
高了村民争当新乡贤的积
极性，村里召开新乡贤大
会，在外人员一下子就回
来了 200 多人。灵池村村
委会主任杨自宁说：“乡村
要振兴，凝聚人心是基础。
新乡贤，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更好地凝
聚民心。”

为吸引更多的人士参与，运城在全市
开展了“寻找新乡贤”活动，重点寻找有奉
献精神、对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有带
动力、引领力的好人、贤人，用他们的高尚
品德、勤奋敬业、知识技能等带动周边乡
邻，促进乡村发展。

寻乡贤、建机构、评乡贤、用乡贤，目前
运城市新乡贤群体已达 1 万多人，初步实
现了村村都有新乡贤。这支队伍已成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运城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志峰表示，下
一步运城市将继续做好做实乡贤文章，整
合乡贤资源，打好乡贤品牌，汇聚乡贤智
慧，发挥榜样力量，为乡风文明奠定基础，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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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出生于 1987 年的兰进京是河北张家口

人。尽管当年父母把对他的期望标记在了姓
名上，可这位“80 后”小伙大学毕业后，却没
有“进京”，而是返乡创业，撸起袖子当起了
“羊倌”。

兰进京说，刚返乡时质疑声虽多，却动摇
不了自己想要“做点事”的决心。和繁华的大
城市宛若两个世界的农村老家、生活贫困的
乡亲们，就是支撑自己前行的动力。

靠着刚毕业时挣到的“第一桶金”和父亲
的资助，兰进京决定搞养殖，创建的兰海畜牧
在张家口市宣化区西深沟村安了家。

2014 年第一批羊拉回后，羊群就出现水
土不服生了病；买羊被骗，母羊中掺杂着公
羊，还有淘汰下来的品种；第一批母羊产羊
羔，因同处一个圈，羔羊发生串奶，引来母羊
角顶脚踢，死了不少；2015 年，养殖基地发生
疫情，又死掉 200 多只羊……

“谁生来也不是专家，我就不信当不好这
个‘羊倌’。”不服输的兰进京请教专家、查阅书

籍，还考察了全国上百个畜牧市场，硬生生
把自己从“门外汉”变成了“养殖高手”。

眼看养殖场逐渐步入正轨，考验又临。
羊价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以前 1500 多元
的一只公羊下滑到 400 元。等到羊出栏，兰
进京不仅没赚到钱，还赔了几十万元。随
后，创业资金更是全部花光，羊价持续低
迷，很多养殖户转行了。

要想继续养，必须得借钱买羊。
“要不算了吧，咱们还是想办法去北京

工作吧！”进京还是留下？听着妻子边哭边
劝，兰进京短暂犹豫过后理清了思绪。“眼下
虽然遇到困难，但我不想当逃兵。‘进京’虽
好，但我更想在家乡做点事。”他决定重整旗
鼓再出发。

经过对市场形势的分析，兰进京看准
机会，借款买回了 1300 多只母羊。半年后，
市场行情果然回暖。2017 年 4 月，400 元一
只买进的羊涨到 1300 多元，大羊小羊一起
卖，净赚超百万元。质疑声变成了由衷的佩

服。2017 年，兰进京获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

一个人富不叫富，要带着贫困户一起富。
秉持初心，兰进京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发展家庭养殖，为农户提供种羊、防
疫、技术，回收成品羊，降低了农户养殖风险。

“一年投入本金 5300 多元，年底就能分
红 537 元。我签了五年约，年年有分红！”宣化
区贾家营镇下葛峪村贫困群众张继录，拿扶
贫资金入股兰海畜牧获得了收益。如今，贾
家营镇有 294 户贫困户入股兰海畜牧，当年
分红总额超过 15 万元。

多年来，兰进京通过招收贫困户务工、
收购玉米秸秆、带领农户养羊、进行母羊托
养等途径带领 2000 多农户脱贫致富，成了
名副其实的致富“领头羊”。

“奋斗之路无止境，我会一直努力，因为
我想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兰进京说，虽
没“进京”，但不后悔。 （记者秦婧）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16 日电

兰进京没“进京”，不后悔

乌乌蒙蒙高高原原秋秋收收忙忙
▲ 8 月 15 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珠市彝族乡以那村采收成熟的苦

荞。初秋时节，位于乌蒙高原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珠市彝族乡以那村的农作物
陆续成熟，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罗大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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