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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银、杨洪涛、罗羽）刚
刚“摘帽”出列的贵州省锦屏县，随处可见村民
劳作的场景，各类扶贫产业从少到多到大，一
些天然“宝贝”通过结构调整变为支柱产业，带
来了增收希望。

传统林区写活“林”文章

春分时节，在锦屏县林区，林下产业渐次
铺开。林下，种下的淫羊藿、白芨等中药材以及
樱花、楠木等树木已萌发吐绿；林中，杉树上仿
野生种植的石斛枝条正逐渐舒展。

“在这里一天能挣 120 块钱，比种庄稼强多
了。”在锦屏县铜鼓—大同万亩林下综合产业示
范基地，村民杨金菊已上班 20 多天了。最近，每
天有六七百名像她这样的村民在林地务工。

锦屏县国有林场场长孙根钦说，以前林场
收入主要靠按指标卖木材，林下都是荒着的；
现在套种上经济作物后，产值增加好几倍。规
划 2 . 6 万亩的基地已种植中药材、珍贵苗木等
7000 余亩。

“吃饭靠农业，花钱靠林业。”过去，锦屏财
政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每年各种林业税收占
县级财政收入的 60% 以上。然而传统林业增收
越来越难。2014 年底，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69801 人，贫困发生率达 34 . 29%。

拥有天然纯净的生态“宝贝”，如何把资源
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助力群众脱贫？

“关键要念好‘山’字经，写活‘林’文章。”
锦屏县委书记毛有智说，近年来锦屏县探索林
上种植仿野生石斛、林下种植中药材、林内石
斛花采摘体验和森林旅游康养、林外稻田养鱼
等，多元林下产业初步形成。

据统计，去年林下经济总产值 3 . 68 亿元

以上，创建的 6 个示范基地带动参与农户
4600 多户，其中贫困户 1700 多户。

现代农业促就业

在锦屏县隆里盛丰农业生态园，矗立着
一排排蔬菜大棚。其中一个大棚内，几名妇女
正在抢收羊肚菌。

生态园负责人张华介绍说，园区流转的
672 亩土地在两年前还种植水稻、油菜等传
统农作物，如今建成集种植、旅游休闲为一体
的绿色生态园。

家住园区附近易地扶贫安置点的搬迁户
闵胜兰说，她去年 8 月起在园区上班，每月工
资 2000 多元，一家 5 口日子越过越宽裕。据

悉，园区已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覆
盖贫困户 4000 多户、1 . 6 万余人。

由于林区多，坝区自然成为锦屏的“宝
贝”。如今，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坝区以蔬
菜、优质稻为主导产业，配套发展食用菌、精
品水果等，亩产值年均过万元。

“仅 1 万亩西兰花，就支付工资 1800 万
元。今年我们还要追加投资。”锦屏县两岸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杰说，这个标准
化蔬菜生产基地亩产值 2 万元以上，带动就
业 200 人以上。

养殖业助群众增收

洗毛、烘毛、晒毛、分类、植毛……位于锦

屏县的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
复工复产 1 个多月。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
190 多名工人在加工制作羽毛球。

公司经理胡兵说，作为总部四大生产
基地之一，锦屏县产业园完全建成后，可实
现月产羽毛球 30 万打，吸纳就业 600 人
以上。

“羽毛球相关产业链完全适合锦屏。”胡
兵说，产业链上游需要羽毛，可发展养鹅产
业，中游加工生产羽毛球，下游还可发展羽毛
球体育赛事，经过 2 年多持续培育，全产业链
效应初步显现。

在铜鼓镇水冲村马台万羽生态鹅综合养
殖示范基地，上万羽白色种鹅“引吭高歌”，
20 多名村民忙着投食。

村民粟安艳过去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
如今在基地负责喂鹅、捡蛋、清理鹅粪等，每
月工资 3200 元，还有 450 元餐补，收入比在
省外打工还多。

基地运营方贵州锦屏生态鹅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彭文新介绍，公司今年将带动
5000 余户贫困户入股，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100 余人。“鹅全身都是宝，鹅肝、鹅毛、鹅肉
都可利用，一只鹅价值 100 多元。”他说，公司
还把鹅苗发给农户养，保底价收购，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

据介绍，锦屏去年产鹅 70 万羽，今年将
达到 200 万羽。此外，全县还实施生猪、鸡等
养殖项目，有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今年 3 月，锦屏县实现减贫“摘帽”。“今
后，还要继续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打好产业发展提质战，巩固脱贫成效。”
毛有智说。

念好“山”字经，写活“林”文章
贵州锦屏：挖掘天然“宝贝”助脱贫

▲ 4 月 9 日，鹤峰县鑫农茶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玉妙直播茶山风光。
为促进湖北省鹤峰县 40 万亩生态茶园的茶叶销售，近日，当地多家茶企积极与电商平台对接，通过直播的方式，向消费者直观呈

现茶叶采摘到生产制作的全过程，助力“带茶出山”，帮助茶农脱贫增收。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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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络络直直播播““带带茶茶出出山山””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9 日电（记者张洪河、勿
日汗）春耕在即，内蒙古自
治区脱贫攻坚主战场乌兰
察布市一家种业公司的分
拣区内一派忙碌景象。一
颗颗带着泥土的马铃薯被
传送带运至分拣区，经过
工人们的层层选拔，被装
箱打包。这些都是优质的
马铃薯种薯，它们将被免
费分发给贫困农民，承载
着脱贫的希望生长在田
野中。

与这家种业企业一
样，近日，内蒙古各地涉农
企业纷纷复工复产，在这
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帮助
农民“播下”脱贫致富的希
望。目前，内蒙古盟市级以
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复工率达九成，恢复到正
常年份水平。

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
前旗，刚刚复工生产的一
家以马铃薯为原料的食品
加工企业正在计划扩大产
能，投入 8 . 5 亿元建设法
式薯条加工工厂和豆制品
加工工厂。

“今年随着企业扩产，
将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种
植，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企业负责人庄楠说，作为
北京对口帮扶企业，他们
在当地实施订单扶贫，与
贫困农户签订马铃薯种植
订单，秋天以固定价收购，
实现企业与贫困户的长期
合作，目前已帮扶当地贫

困人口 4300 多人。
与正在备耕的马铃薯种植产业不同，同

在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大哈拉农业基地内，温
室大棚里的黄瓜已经挂满枝蔓。在这个有着
149个大棚的种植基地里，50 岁的贫困户闫
千利负责 3个大棚，月工资 3300 元。她将家
里的 10 亩地流转给了蔬菜种植企业，自己
在种植基地负责打理黄瓜秧苗。

“在这里打工，一天有 100 多块钱的工
资，离家还近，方便照顾生病的家人，而且还
能学到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半年前还在
靠种植旱地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计的闫
千利，非常满意如今的这份工作。

目前，内蒙古已确定肉羊、肉牛、生猪、
家禽、玉米、饲草料、蔬菜、马铃薯 8 大扶贫
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畜
特色产业，引导农牧业龙头企业和农畜产品
加工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带贫减贫，将贫困人
口紧紧吸附在产业链上。

为打通农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内蒙古加强消费扶贫，助力贫困农牧民增
收。不久前，乌兰察布市消费扶贫采集中心
复工营业。包装精美的牛肉干、酸奶、鸡蛋、
燕麦，物美价廉的白面、莜面、陈醋、食用
油……

在线下体验店里，琳琅满目的贫困旗县
农畜特色产品摆满了货架。这些产品除了面
向市民零售，还可通过政府采购平台供应当
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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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电（记者韩朝阳、何
娟）“懒汉庄”不养懒汉，35 户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靠双手脱贫致富，
但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的小村庄却
被称为“懒汉庄”，缘由何在，说法
不一。

“懒汉庄”原名阳坡庄，是河南
省卢氏县朱阳关镇漂池村的一个自
然村。有人说，阳坡庄地处朱阳关、
五里川、瓦窑沟三镇交界处，山大沟
深，交通不便，多年间是个“三不
管”。周边乡村发展越来越好，阳坡
庄却不见起色，村里几十户人家要
么外出打工，要么另居别处，留下的
住户日子越过越穷，志气越磨越短，

甚至有人越来越懒，到 2015 年底，

竟全成了贫困户，阳坡庄就被叫成
了“懒汉庄”。

也有人说，阳坡庄条件虽差，但
漂池村方圆 40 平方公里，40 多个
自然村分布在沟沟岔岔，其中条件
更差的也不少。2016 年阳坡庄被改
建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又搬来
了几十户贫困户，有群众看到贫困
户扎了堆，还分了安置房，心里不是
滋味，就讽刺这里为“懒汉庄”。

“提起‘懒汉庄’，村里人都恼得
很。”漂池村村支书巢建波解释，他
们也想脱贫致富，但阳坡庄前面是
深沟，后边是土坡，没桥没路没产
业，而搬迁户原来的生活环境比阳
坡庄更差，他们被困在深山里，致富
无门路。

巢建波所言非虚，30 余户搬迁户的经历都在诉说这一
点。45 岁的王满贵原住在距离阳坡庄 6 公里的山沟里，4
间土坯房是最值钱的家当，王满贵有两个孩子，出不了远门
就在沟里种香菇，但只能骑摩托车的泥土路还成了生产障
碍，袋料运不进来，香菇卖不出去，每年种两三千袋香菇，勉
强养家糊口。

2016 年，易地扶贫搬迁帮王满贵解了难。新建的阳坡
庄扶贫社区水、电、路设施齐全，配套有香菇扶贫基地，朱阳
关镇政府还派了帮扶工作队，并协调卢氏县农商行为贫困
户办扶贫贷款。

搬了新家，王满贵不仅摆脱了“一伸手就摸到屋顶”的
土坯房，住进了敞亮楼房，还申请扶贫贷款，租土地，搭菇
棚，每年种 1 . 4 万余袋香菇，收入成倍增加。如今，他不仅
早已脱贫，曾经耳闻过的“懒汉庄”也很久没人提起。

在“长抓林果短抓药，当年种菇收入多”发展思路的引
领下，阳坡庄的贫困户都攒着劲要大干一场，种香菇、栽核
桃、种连翘……纷纷甩了贫困帽。如今，除 1 户贫困户因无
劳动能力未脱贫外，其他 35 户贫困户全都脱了贫。

环境造就了懒汉，环境也改变了懒汉。“以前，村民提起
‘懒汉庄’，既气愤，又羞愧，现在实干脱贫，连走路都昂首挺
胸。”驻村第一书记王睿见证了村民精气神的变化。

51 岁的新住户王春民虽不愿提及“懒汉庄”，但说起搬
迁后的新生活却津津乐道。“原来住在山坡上，只能种两亩
坡地维持生计，搬过来后学了种菇技术，还种了连翘、核桃，
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王春民说，以前大家各住一
道沟，多数人不认识，搬过来后，大事小事互相帮忙，邻里关
系越处越好。

阳坡庄脱贫致富奔小康，扬眉吐气的新老阳坡庄人都
想正式告别“懒汉庄”。阳坡庄太“穷”，“懒汉庄”难听，大家
纷纷要求改村名，村民们又是查字典，又是请教亲朋中的文
化人，最后一致同意改名为漂池村多彩自然村，新建的社区
就叫“多彩社区”。

为啥叫“多彩”？很多村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大概是产
业多彩，生活多彩，幸福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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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4 月 9 日电（记者周勉、张玉
洁）杨果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她说：“这会耽
误我做事的，这点时间我能挣 15 块钱呢。”

时间就是金钱，用来形容茶叶采摘工作
再形象不过。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宝田茶
厂，杨果香正和工友们暗暗较着劲，如果手法
足够娴熟，精力足够集中，每天挣 200 元不在
话下。杨果香经常早上 8 点就进茶园，天黑才
回家，采得多挣得多，她一分钟都不想浪费。

几年前，杨果香住在另一座山头，虽然在
家门口就能看见茶园忙碌的景象，可要走过
来，却得花好几个小时。2018 年，杨果香和另
外 52 户人家一起，因为易地搬迁项目，在茶
厂旁边几百米远的地方安了家，从此告别了
贫困。

种了 8个不同品种茶叶的宝田茶厂面积
有 5000 多亩，可以保证工人们几乎一年四季
都有茶可采、有钱可拿。茶厂副总经理曹书安
告诉记者，在杨果香这批易地搬迁贫困户上
岗之前，不仅集中培训了半个多月，每年还有
三次机动培训。技术员平日里会给予指导，科
研院所的专家们也会不时到茶园示范讲解。
“可以这么说，这批工人的采茶手艺，不管到

哪座茶园都不用怕！”曹书安说。
家一搬，路变宽。在会同县连山乡六黄

村，45 岁的唐玲曾经住在“连摩托车都很难
开进去”的山坳坳里。2017 年，通过“统规自
建”的方式，她和 11 户村民在一片村里专门
划出来的开阔地修建了新房，造价 11 万元，

个人只出 1 万元。告别过去挖竹笋、砍竹子的
日子，唐玲当起了牵头人，流转了 63 亩地，把
搬迁户们集中起来搞蔬菜种植。

测土配方、绿色种植、农超对接，这些过
去听都没听过的词汇，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
导下已经成了大家的日常。“大家不仅干劲
儿高，路也走对了，预计今年户均收入能有 7
万元。”唐玲看着自家门口垒起来的有机肥
说，“要是在以前，这些农资都不知道往哪放
呢。”

记者了解到，会同县鼓励和支持像唐玲
这样的搬迁对象积极发展一丘田、一处园、一
片林、一个圈（塘）、一个店（作坊）、一份流转
或股份收入的“六个一”产业，并给予一定补
助。目前，全县发展“六个一”产业的搬迁对象
有 2738 户。

在位于会同县城的“统规统建”连山工业

园集中安置区，319 户人家也已习惯了进县
城、住楼房、当工人的生活。

“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还在阳台上养鸡
养鸭。”40 岁的蒋和清以前的老房子在 50 公
里外，是爷爷在他出生前就修的，“再不搬都
要垮了”。2018 年元月，蒋和清一家三口不仅
分到了一套 75 平方米的两居室，第一次用上
了热水器，自己还在工业园得到了一份月薪
3000 多元的工作。

除了安排工作，会同县还在安置小区里
建了一所能容纳 200 多个学生的幼儿园，特
意划拨了 13 亩耕地，供中老年人保持劳作习
惯的同时，顺带解决大伙儿吃菜的问题。这样
的生活让蒋和清心怀感恩，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他特意向厂里请了一个月假，加入小
区临时管委会负责巡逻排查工作。

到 2019 年底，会同县已完成全部易地扶
贫搬迁人口 3234 户 13326 人的搬迁工作。除
了对全部 33个集中安置点累计培训 4838 人
外，会同县还建立了与江苏省常州市、长沙市
望城经开区、株洲市芦淞区等 6个地区的劳
务协作关系，带动转移就业 4448 人，实现有
劳动力的搬迁户家庭就业覆盖率 100%。

扶贫扶出“安身技”，搬家搬到产业边
湖南会同易地搬迁扶贫见闻

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8 日电（记者冯维健）“摸着缝纫机
干活，心里才有底。前段时间歇着，手都‘痒痒’了。能回到厂
子里和姐妹们一起忙活，既挣钱又开心。”河北省临城县鸭
鸽营乡东洞村脱贫户刘风叶说。

刘风叶是临城县盛依娜扶贫微工厂的一名制衣工人，
也是厂区负责人申瑞娜的好姐妹。一次申瑞娜送货回来路
上遭遇车祸造成骨折，大半年才康复，厂子里的工作一直是
刘风叶帮忙张罗。后来，二人关系越来越近，便以姐妹相称，

刘风叶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疫情发生以来，
当地鼓励贫困户优先复工，她便带头返回厂区。

今年是刘风叶在扶贫微工厂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但早
在 2017 年，她的家庭就光荣脱贫。靠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
的经验，她在这里每月能挣三四千元。“脱贫也不能忘记这
里啊，是微工厂这个‘家’支撑了我的生活，我要支持申瑞娜
把微工厂办好。”刘风叶说，作为脱贫户，带领村里的姐妹一
起致富，她也有一份责任。

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到现在 50 多人，从一间门面房发展
到整排的厂房，从原有的几台机器到 50 多台机器……扶贫
微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刘风叶和“家人”们的情谊也越来
越深。订单紧，大家自愿加班加点干；订单缺，大家一起想办
法找销路；有人照顾孩子遇到麻烦，大伙就用自己多年的经
验帮忙解决。

盛依娜扶贫微工厂的开办，让周边村 50 多位留守妇女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政府部门引导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加入制衣行业，负责人申瑞娜为她们提供免费的技术
培训。农村留守妇女们守家就业，既能照顾孩子又能赚钱，
解决了“钱袋”与“后代”之间的矛盾问题。

由于制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对今年疫情
的严峻形势，如何组织工人复工，成为摆在申瑞娜面前的
一项难题。鸭鸽营乡政府工作人员马存华在了解这一情
况后，主动上门服务，帮助其准备防疫物资并办理复工
手续。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扶贫微工厂顺利复工，刘风叶回
到了她的第二个“家”，为今年的订单忙碌着。“我们现在做
的这批订单有 2 万多件，姐妹们加班加点干，争取把疫情期
间耽搁的订单都抢回来。”刘风叶说。

目前，临城县已建成各类扶贫微工厂 90 多家，吸纳
1000 多名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 2 万元，形成了
农村留守妇女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现在，所有扶贫微工厂
已全部复工，疫情对贫困户的影响正逐渐减弱。

脱贫户刘姐回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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