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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0 月 8 日电(记者侯文坤)轻步走到那
木架上一盘盘铺满桑叶的竹篾前，凑耳听着蚕吃桑叶的
沙沙声，杨光坤唇角露出笑意，心里格外踏实。

杨光坤是湖北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凤山村村民，十
五六岁就开始养蚕的她，跟桑树和蚕打了近 40 年交道。

南漳县有种桑养蚕的传统，兴盛时期，千亩以上的
养蚕大村有 20 个。但由于传统产业对接市场不畅、劳
动力缺乏，种桑养蚕队伍日渐萎缩，只有一些中老年人
通过养蚕贴补家用。

“没啥本事，就只会干这个。”聊起过往，杨光坤摇
摇头说，养蚕近 40 年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起起落落，
低谷时，春蚕茧才卖 4 块钱一斤。

“现在还是干以前的活，质量产量高了，销路好了，价
也上来了。”仅靠栽桑养蚕，杨光坤和老伴一年能有 1 万
元左右纯收入，不用折腾，老两口这两年也有了点存款。

助杨光坤“破茧成蝶”的，是村里来的“高人”。前年
开始，南漳县与湖北省农科院共建专家大院，引来一批
农业科技人员常年入驻，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桑园
管理，桑蚕养殖等前端介入。

“扎根农村，专家已累计培训了 5000 多人次。”南
漳县副县长晏兆品说，农业科技资源下沉为这一传统
产业注入了新动力。

一批像杨光坤这样的种养能手被激活了，开始根
据自身基础和专家指导，大田大地建连片桑园，余基空
坪和丘陵坡地种四旁桑，优化桑树品种、改育优良蚕
种，提高蚕桑生产技术，效益明显增高。

“现在养一张蚕纸能产 80 斤蚕茧，可以卖到 1700
多块钱，大家劲头足着呢！”杨光坤说。

在湖北东漳实业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机声隆隆，银
丝穿梭。工人拉丝引线，动作娴熟。蚕丝被、蚕沙枕、丝
绸套件……加工出来的蚕丝制品琳琅满目；桑叶茶、桑
葚酱、桑葚膏……从桑树身上开发的各种食品也应有
尽有。“从生产原料转变为生产终端产品，我们不担心
原料质量，老百姓不愁卖，还新增了 200 多个就业岗
位。”公司负责人王进说。

和杨光坤同村的刘兰英在蚕桑不景气时外出打工
多年，现在她又回家重新拾起老活计。她说：“公司把基
地都建好，请农民回来养蚕。我们几十年的技术经验，

又有了用处。”
有技术和产业链为蚕桑产业强筋骨，南漳县把

握时机，继续在政策上支持蚕农、大户和企业。对新
建桑园的农户，不仅每亩免费提供 600株桑苗，两年
每亩补贴 300 元；对采用省力化养蚕蚕具、标准化小
蚕共育室、大棚养蚕的给予 60% 的补贴；建立“价格
调节基金”，对蚕茧收购实行优质优价……“一户五
亩桑，脱贫奔小康”是如今南漳传统蚕桑产业的新写
照。

“植桑养蚕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而且劳动强
度低，很适合缺资金、缺技术的贫困户就地发展。”晏
兆品说。南漳对原有 2 . 8 万亩老桑园提档升级的同
时，还因地制宜在 5 个镇、80 个行政村新发展桑园
面积 2 . 2 万亩，全县年养蚕能力已达到 5 万张以上。
企业带动合作社，串联农户，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全县
贫困户 4000 多户，人均养蚕年收入超过 5000 元。

“前有企业拉，后有专家推，还有好政策兜底。”
在山区南漳，曾被刘兰英等人舍弃的老行当有了新
景象。

栽桑养蚕“破茧成蝶”向高飞
湖北南漳县农科资源下沉为桑蚕养殖注入新动力，舍弃的老行当有了新景象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李双溪)“每头牛身上都寄托
着 1 万多贫困人口的脱贫希望。”吉林省镇赉县岔台村
特色养殖扶贫基地里，和合牧业总经理张会臣指着身
边的和牛对记者说。

和牛原产自日本，因其肉质呈现明显的大理石花
纹，又被称为“雪花肉”，深受高端消费市场欢迎。1 公
斤牛肉能卖到上千元。

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镇赉县的特色养殖扶贫
基地里，一头头黑色的和牛正悠闲地卧在“席梦思”上。
张会臣介绍，所谓的床垫是稻草添加了发酵菌，牛的粪
便落在上面，会与稻草一起发酵分解成海绵一样柔软
的床垫。

自动加热饮水机、电动通风系统、定时音乐放
送……和牛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而它们从出生到出

栏，也离不开当地贫困户的帮助。
张会臣给记者算了笔账，和牛一生给贫困户创造

的价值。和牛产犊是利用当地贫困户的母牛作为母体，
产一头牛犊比普通牛犊多卖 1000 元。年产牛犊 1000
多头，带动 100 多户增收。小牛吃的是青贮饲料，就是
玉米和秸秆一起收割打碎形成的饲料。以每吨 350 元
的价格收购，一公顷比种籽粒玉米多卖 2000 多元钱，
带动贫困户 300 余户。成牛改喂稻草，以每吨 460 元收
购，带动周边贫困户 500 余户。这样既带动了农民增
收，又解决了秸秆焚烧的污染问题。

记者遇到刚卖完青贮玉米的包金台村村民陈雷。
他说，自己以前得过肺结核，没有劳动能力，去年与村
里的种粮大户合作种植青贮玉米。秋收时，牧场收割机
直接将玉米和秸秆收走。“我当年就实现了脱贫。”陈雷

数着到手的票子说。
此外，和牛养殖基地的土地和牛舍是镇赉县政府

利用扶贫资金，投资 7000 万元建设，和合牧业前三年
以总投资额 6%、8%、10%的租金交给政府，形成扶贫
资金池。政府利用该资金分门别类地帮扶贫困户。

镇赉县扶贫办副主任鞠德岩表示，过去扶贫项
目多是短平快、小散弱的养殖项目，给贫困户百十只
鸡鸭，由于贫困户缺乏养殖经验，往往成活率低，抗
风险能力弱。近年来，政府探索“政府(投资)+龙头企
业(租赁)+合作社+农户”模式，以大型畜牧业带动贫
困户脱贫，投资建设大型养殖扶贫基地 4 个，年资本
收益 2240 万元，带动非贫困村 1 . 3 万贫困人口稳
定增收。“这样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也实现了持续脱
贫。”鞠德岩说。

一头和牛背上的脱贫梦想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8 日电(记者秦婧)憨态可
掬的虎头鞋、色彩艳丽的老粗布、栩栩如生的剪纸，
在河北磁县创业孵化基地扶贫培训中心的展厅内，
陈列着各式各样、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商品。这
些曾经满足农村群众生活需求的手工制品，如今华
丽转身，有了扶贫“新角色”。

磁县创业孵化基地扶贫培训中心是磁县推出
的一个产业就业扶贫载体，以“文化+创意+科技”为
发展方向，为创业者提供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
创业孵化平台，并培训贫困群众掌握制作剪纸、缝
纫、荷包等手工技艺，让他们依托平台灵活就业、增
加收入。

雍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继承人，为了
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她精心培养女儿方舟学习手
工缝制。创业中的方舟在继承手艺的同时，借助创
业孵化基地平台，将农村留守妇女聚合起来进行培
训。学员们缝制出来的作品合格后，公司将以市场
价收购，为其后续的销路提供保障。

“以前我干不了重活，挣不到钱，心里干着急，现
在好了，经过培训在家里缝制虎头鞋，一个月能挣
1300 多元，真是‘多一门手艺多一条路’，这下有奔头
了。”磁县时村营乡贫困户刘素凤说，有了扶贫培训
中心，当地很多妇女实现了就近就业，增加了收入。

“扶贫培训中心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
通过发展传统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通过劳动技
能培训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方舟说。

目前，磁县创业孵化基地扶贫培训中心已成功
孵化 19 家创业实体，带动 1700 余人就业，实现脱
贫 100 余户。

千年老技艺有了

扶 贫“新 角 色 ”

新华社太原 10 月 8 日电(记者王井怀)一颗枣如
何卖出好价钱？近日吕梁山区的枣农为记者揭开了红
枣里的致富“密码”。

多年来，吕梁山枣农经常碰到丰产不丰收的尴尬。
记者几年前采访一个山村时，房前屋后落满了没人捡
的红枣。记者噼里啪啦踩着红枣进村，又噼里啪啦走出
来。一位老太太无奈地说：“没人愿意捡枣，卖枣得运到
山外，枣价贱，卖的钱还不够路费呢。”

刘在平的家位于吕梁山北段的山西省保德县，多年
来一直为卖枣发愁。2014 年，他偶然听枣贩子说熏枣能
挣钱，便动了心。刘在平辗转多地找到熏枣师傅，吃住在

师傅家，踏踏实实学手艺。一次学不会就跑两次、三次，后
来把师傅请到家里现场指导。经过三四年摸索，刘在平现
在熏出来的枣，味纯、纹理漂亮，很受市场欢迎。

“几毛钱一斤的枣熏过后能卖到七八元钱。”现在，
刘在平的熏枣一年收入能有几万元，去年，他还成了全
县首批 25 户“脱贫光荣示范户”之一。村里的第一书记
把他自力更生的情况报到县里后，这个年近半百的庄
稼汉第一次上了电视。

在吕梁山南段的永和县奇奇里村，第一书记郭若桥
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取得了联系，发起了认领枣村的活动。

“摄影师们对口枣农，一对一，一棵枣树一年 100

元或 120 元，不管丰收歉收，让枣农有个保底的收入。”
认领枣树的发起人、著名摄影家王悦说，1000 棵枣树
很快认领出去了。

认领的第一年，永和县一带的枣树普遍没有好收
成，但是村民却不再犯愁。春天的时候，村民刘应虎家
二三十棵枣树被认领了，枣花刚开时，3000 多元认领
费就交到了刘应虎手上。“枣还没结呢，钱就到手了！”

今年，奇奇里的红枣长势很好。村干部杨爱生说，
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采摘了，“村里人认领枣树的总收
入能达到 10 多万元呢！”

位于吕梁山腹地的临县是全国著名的红枣生产基

地，全县有枣农 37 万人，红枣种植面积 82 万亩，沿
黄河 100 公里、横向 20 公里的枣树经济林走廊纵贯
南北，被誉为“红枣之乡”。

近三年来，临县以红枣文化节为依托，建立起面
向全球的销售网络。现在，临县红枣可以卖到北京、
深圳、上海等 20 多个城市，并与欧盟、俄罗斯、日本
等国的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

临县新闻办主任刘生峰说，现在临县红枣年产
值已突破 6 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42%。“枣区
农民红枣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 70% 以上，红枣产业
已经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一个主导产业。”

一颗红枣里的致富“密码”

据新华社贵阳 10 月 9 日
电(记者陈志强)一手抓产业扶
贫，一手抓精神扶贫，贵州省贵
定县通过“六个小康”兴产业、
思想扶贫长志气，帮助山区贫
困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种在田中，烂在地里。”鼓
坪村支书费锡伦说，鼓坪四面
环山，过去村民出山走羊肠小
道，人扛马驮，到最近的集市
也要走两个多小时。

鼓坪有 80 多名残疾人，
约 70 人是在劳动或走山路时
摔伤，因没钱医治拖成了残
疾。2014 年，鼓坪建档立卡贫
困户 230 户 950 人，贫困发生
率达 54 . 82%。

说起出山路，新峰村支书
周德华颇多感慨。新峰村有 2
万多亩天然草场和荒山，水资
源丰富，但因为没有路，村民
守着“金山”过着苦日子，2014
年贫困发生率超过 40%。

近年来，贵定县在脱贫攻
坚战中大力开展路、水、房、
电、讯、寨等“六个小康”建设，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去年
启动山区公路组组通、山寨道
路户户连大决战，农村道路日
新月异，山区脱贫产业如雨后
春笋般蓬勃发展，昔日不值钱
的荒山草坡变成了“聚宝盆”。

鼓坪村贫困户黄光敏掰着
指头和记者算，去年种紫藤等
花卉收入 9000 多元，种鱼腥草
收入 7000 多元，种辣椒收入
2000 多元，打零工收入 10000
多元，再加上水稻和玉米，一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近日在农庄村盐井组群众评选会上，罗会兵撤
回了低保申请书。他说，家里条件差，但凭着勤劳苦
干参与脱贫产业，也能脱贫致富。

从争当贫困户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不当贫困
户，变化来自于思想扶贫。针对部分群众的“等靠要”
思想，贵定县组织 2000 多名机关干部和村干部入
户开展思想扶贫，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燕子岩村支书罗荣富说，曾有老板看中燕子岩
的水质，愿意和当地村民一起养殖小龙虾，但村民
不干。开展思想扶贫后，村干部以小龙虾为例算账：
种水稻、玉米，每亩地纯收入不到 300 元；养殖小龙
虾，每亩地每年流转费 700 元，在基地打工每天至
少 70 元，每户每年分红不少于 2000 元。

一笔明白账算出了村民脱贫积极性。产业扶贫
和精神扶贫一起抓，带活了脱贫产业，激发了群众脱
贫志气。比脱贫项目、比礼仪礼貌、比环境卫生、比文
明家风，成为贵定山村新风尚。

如今，走进贵定县山村，没有了“拦寨酒”“进门
酒”。罗荣富说，怕喝酒误事，村民白天不喝酒，晚上
不“喝大酒”，生活方式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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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白明山)4 日一大早，家住
河北张北县德胜村的陆金旺一家，早早来到村东头的
微型薯大棚，有的整理穴盘，有的装袋，忙着把微型薯
拉到地窖。

看着一粒粒金灿灿的微型薯，陆金旺乐呵呵地说：
“今年我种了 4 个大棚，一个大棚产 14 万粒微型薯，比
去年多 2 万粒。按照今年 1 粒 0 . 2 元算，一个棚要多
挣 4000 多元钱，供儿子上大学不愁了。”

微型薯只有手指头肚那么大，是繁育优良马铃薯

种子的基础。在德胜村，像陆金旺一样种植微型薯的农
户达到 180 户。

“微型薯按粒卖，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德胜村党
支部书记叶润兵说，德胜村把种植马铃薯作为脱贫致
富的重要产业。

为了更好地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村里统一投资建
设了高级网棚，并且统一技术、统一管理、村民承包自
主经营，今年全村共建微型薯原种大棚 280 个。

张北县地处张家口坝上地区，这里光照充足、昼夜

温差大、土质适宜，种植微型薯条件得天独厚。张北
县把马铃薯产业作为全县发展的主导产业，2015 年
到 2017 年，该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总产量及马铃薯
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三连增”。

全县直接从事马铃薯种植的贫困户 1 . 82 万
户、3 . 15 万人，人均增收近千元，已成为农民增收脱
贫的“金疙瘩”。在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同时，当地
还注重品种结构的调整。2018 年全县投入 415 万
元，为贫困户补贴微型薯，惠及贫困户 1 . 5 万余户。

微型薯成坝上农民脱贫“金疙瘩”

 1 0 月 9
日，在贵州省丹
寨县排调镇排结
村，贫困户王学
贵（右）协助施
工人员对自家房
屋 进 行 改 造 施
工。

2018 年，
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丹
寨 县 全 面 开 展
“农村住房保障
建 设” 改 造 工
程，帮助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
户、农村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及贫
困残疾人家庭解
决 住 房 困 难 问
题，免费对破旧
房屋进行加固和
改造，切实改善
贫 困 户 居 住 条
件。

新华社发
（黄晓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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