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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脱贫攻坚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山西各地抓住有

利时机，掀起植树造林高潮。在大宁县曲峨镇

白村一处沟底内，60多岁的贫困户冯还堂正

和村民一道挥动着铁锹整地刨坑，准备栽下树

苗。“3个小时挖了 30多个坑，一个土坑 1.5元，

这一早上 40多块钱到手了。”冯还堂说。

“以前为了生活，我下过煤窑，卖过豆腐，

常年在外奔波还是受穷。如今在家门口靠种

树，一年能收入 1 万多元，仅此一项，就能让

一个三口之家脱贫。”冯还堂说。

据大宁县林业局局长冯晓明介绍，目前

大宁县已成立 37 家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共有社员 1991 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578名，2019年共种植 20多万亩经济林和

生态林，人均年劳务收入超 1.5万元。

素有“三川十塬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

圈”之称的大宁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生态脆弱和贫困高发在这里叠加。如今，

荒山变绿林，恶劣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漫山

遍野的生态经济林也成为当地贫困户的“绿

色银行”。

大宁县的变化是山西推进林业生态扶贫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缺林少绿、生态脆弱、

脱贫任务较重的山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创造性地将生态治理与脱贫攻

坚相结合，探索“一个战场”同时打赢生态治

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在山西 58 个贫困县，“合作社+贫困户、

政府购买式造林”的生态扶贫模式“遍地开

花”：由贫困户组成造林专业合作社直接参与

造林工程，验收合格后，政府以购买社会化服

务办法回购林地，贫困户赚取劳动报酬，通过

对林木进行长期管护，贫困户还可再获得一

份管护收入，增绿增收实现“双赢”。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山西省已组建脱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3378家，吸纳贫困劳动

力 7万余名，累计完成造林 820多万亩。

岚县会里村贫困户贾引民过去每年起早

贪黑、风里雨里，辛勤劳作一年，打不了多少

粮，挣不了几个钱。这几年，村里退耕还林，

自家的承包地入股造林合作社，老贾既栽树

又护林，一个月就挣 3000 多元，年过六旬娶

了媳妇成了家。

“我做梦也没想过，打了大半辈子光棍，

活到快 70 岁了，还能娶上媳妇，过上一进门

就有热饭热菜的日子。”贾引民说。

在山西广袤的黄土地上，一座座荒坡披

上了“绿装”，越来越多像贾引民一样的贫困

户脱下了“穷帽子”，过起了好日子。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云龙表示，

最新森林年度清查结果显示，山西省森林覆

盖率达到 22.9%，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各

地联动实施退耕还林奖补、造林绿化投工、森

林管护就业、经济林提质增效和特色林产业

综合增收等林业生态扶贫五大项目，惠及

52.3万贫困人口。 新华社太原5月13日电

进入 5 月，在西藏东部昌都市芒康

县境内，地处澜沧江干热河谷的木许乡

已是树叶婆娑、绿草如茵。阿东村 52岁

的果农杨培正忙着给幼果期的葡萄树抹

芽、去卷须。

杨 培 种 了 3.5 亩 酿 酒 葡 萄 。 2019
年，这个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出售葡

萄赚了 8000 多元。加上女婿外出打工

的收入以及生态岗位补助，他家 6 口人

顺利脱贫。而在 4 年前，他只种青稞和

玉米，除了自给自足，几乎没有经济收

益。

看着长势喜人的葡萄树，杨培笑着

说：“好好打理还能产更多的葡萄。”

在木许乡，211 户村民种植葡萄面

积达 1980亩，其中 1019亩已挂果。木许

乡乡长益西多吉介绍，去年全乡葡萄产

量达 350 吨，现金收入 177 万多元，户均

增收 8400元，不少群众实现脱贫。

木许乡、纳西民族乡和曲孜卡乡位

于芒康县最南端，气候条件适合葡萄生

长，历史上就有种葡萄、酿红酒的传统。

近年来，芒康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使之

成为群众脱贫增收的“甜蜜”产业。

为培育葡萄产业，芒康县引进多家

企业，在解决群众就业、带动增收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离开木许乡，记者来到

位于纳西民族乡的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

司。

木许乡群众去年生产的葡萄全部卖

给了这家公司，再经过加工、酿造等环

节，醇馥幽郁的“达美拥”葡萄酒由此

销往西藏乃至全国各地。“我们去年从

群众手里收购了 410 吨葡萄，总费用

200 多万元。”公司副总经理曲措说，

公司长期雇用了 28 名当地群众，人均

月工资 3600元。

这家公司用来制作高端红酒的 500
亩种植基地，流转自纳西民族乡纳西村，

每亩地一年租金为 1500 元。当地群众

在获得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到基地从事锄草、施肥、摘果等工作，

每人每天工资为 150元。

近年来，昌都市左贡县也在大力发展葡萄产业，已初见成

效。记者在该县中林卡乡看到，当地将 7000多亩荒地改造成了

集中连片的葡萄园，种植面积已达 5832 亩。政府还免费发放

7.5万株葡萄苗，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栽种。

2019 年，左贡县通过援藏渠道引进厦门市成功红集团，由

西藏成功红天麓酒庄负责中林卡乡葡萄园区的种植管理、招工

用工、酿制红酒、销售产品等工作，打造全产业链，让更多群众受

益。

中林卡乡俄巴村的拉加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在葡萄园

区里务工，每月工资有 3000多元。“园区就在家门口，骑摩托车

10分钟就能到。这份工作真是太好了。”他说。

“ 葡 萄 园 区 进 入 丰 产 期 后 ， 天 麓 酒 庄 预 计 每 年 可 加 工

6000 吨葡萄。”展望未来，左贡县常务副县长、福建省援藏

干部黄新聪信心满满。“葡萄园区最多可吸纳建档立卡贫困

户 100 多人务工，企业营收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群众分红进行

再分配，促进就业增收的效果会更明显。”黄新聪说。

来自昌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的数据显示，全市葡萄种植面

积已达 1.95万亩，主要分布在芒康、左贡、八宿和察雅等县。截

至目前，全市共培育 5家葡萄生产加工企业，年生产各类品牌葡

萄酒 600多吨，实现年产值 6400多万元，带动 400多名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

新华社拉萨5月12日电

68岁的马江科大半辈子以种地为生，而今

他靠养蜂致富，和老伴守着蜂群已在六盘山脚

下的蜂场住了 3 年。一片绿树花海中，他开箱

分蜂，忙得脚不沾地。

“想想再过一个月就产蜜了，感觉出的汗

都是甜的。”老人兴冲冲地说，今年他养了 150
箱蜂，是历年之最。

马江科所在的泾河源镇泾光村位于宁夏

固原市泾源县，这里地处六盘山腹地，植被覆

盖率高，野生蜜源植物种类能达到 100 多种，3
月至 9月百花相继盛开，是蜜蜂养殖的“天然蜜

场”。这里生产的蜂蜜口感浓郁，一斤至少能

卖 80元。

马江科说，附近农民多有土法养蜂的传

统，他种地之余也养蜂。几年前一场车祸后，

这个庄稼汉再也干不了重活，成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养蜂才从副业变为主业。

但土法养蜂，蜜蜂产蜜少、损失大，马江科

不敢多养。“过去养蜂用的‘土窝窝’，取蜜‘连

窝端’。经过高温蒸煮和过滤后，蜜取下来了，

可蜂也死了，特别心疼。当时我最多养过 10
箱，想着能糊口就行。”他说。

随着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综合实验站落

户固原，活框饲养等现代化养蜂技术在宁夏推

广开来，泾源县成为“蜂产业”孵化的重点县区

之一。据综合实验站首任站长、“蜂专家”王彪

介绍，活框饲养取蜜方便，蜂群几乎零损失，蜜

源丰富时还可实现多次取蜜。

家住泾河源镇北营村的冶连荣，家中几代

人也靠土法养蜂。得益于活框饲养等精细化

养殖技术，他成立的泾源县泾六盘蜂业专业合

作社，去年收入达 200多万元。“要想养好蜂，技

术是关键，春繁、夏管、秋收、冬暖，哪个环节都

需要技术支撑。”冶连荣说，当前合作社养了

2000多箱蜂，带动蜂农 36户，其中马江科等建

档立卡贫困户 14户。

“蜂产业”逐渐成为泾源县脱贫致富的一

份“甜蜜事业”。近年来，泾源县通过“大手连

骨干拉小手”等模式，鼓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买蜂、养蜂，每箱蜂补贴 400 元，还成立了产

业协会，规范蜂农标准化养殖、产品加工销售

等，帮助更多农户从中受益。

冶连荣就是一名“大手”，他的养蜂基地成

了全县蜂农的“田间学校”，4 年来已累计培训

1200人次。马江科几乎每次培训都去，他扩大

了养殖规模，不仅顺利脱贫摘帽，还在邻村有

了自己的蜂场。

“去年，我净赚了 5 万元，今年在政策扶持

下又买了 50箱蜂。规模大了，效益会更好。”马

江科说。

据了解，当前宁夏蜂群数量稳定在 12 万

箱。其中泾源县有 2.3 万箱，年产蜂蜜 20 万公

斤，养蜂收入达到 2000万元，养蜂户户均收入 1
万元左右。作为泾源县特聘的“蜂专家”，王彪

很看好这份“甜蜜事业”。

“随着生态好转，植被增多，宁夏整体蜂群

预计能达到 70万群，泾源县也还有很大发展空

间。”王彪说，“蜜蜂能产蜜富农，更重要的是通

过授粉修复和改善植被，对生态农业、旅游等

产业也有促进作用。”新华社银川5月12日电

山西：林业生态扶贫为贫困户打造“绿色银行”
□ 新华社记者 王飞航

图为江苏省金湖县万亩连片农业示范带。

近年来，江苏省金湖县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

持乡村景观园林化、农业生产现代化。在金湖县吕良镇，当地积

极贯彻生态休闲全域化发展战略，沿境内省道打造万亩连片高

效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带，建成东方园林苗木基地、金

绿源果蔬采摘园、金灿芍药园等项目，走出一条“农业+休闲”的

生态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万亩农业示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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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泾源：绿水青山酿出“甜蜜事业”
□ 新华社记者 谢建雯 马丽娟

5 月 12 日，工人在台安县缘泰农业有限公司的大棚

里采摘樱桃。

近年来，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农

户发展大棚果蔬种植，丰富当地农产品种类，拓宽农业从

业人员增收渠道。初夏时节，当地果蔬大棚里一片繁忙

的生产景象。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老房子是 20世纪 80年代建的土木

结构瓦房，连房梁都断了，想想还有点

怕。现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进 104平

方米的电梯房，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在

农村生活近 50 年的潘增秀住进县城里

的新房，日前跟记者谈起搬迁前后的生

活变化。

潘增秀的老家在广西钟山县钟山镇

乌洞村，曾经一家八口人挤在 70平方米

的房子里。“房梁断了拿木头勉强撑着。

下雨时屋顶会漏水。”2018年底，潘增秀

一家搬进位于钟山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圆梦苑小区，开始了新生活。

圆梦苑是钟山县 6个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之一，目前有 860户搬迁户、

4295 人。走进圆梦苑，小区整洁有序、

绿化完善，篮球场、超市、就业帮扶中心、

卫生室等配套一应俱全。

潘增秀说，社区还经常组织文艺演

出、联欢会等活动，“这不仅丰富了社区

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稳就业是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的关键。“易地扶贫搬迁不

仅要解决‘住’的问题，还要关注贫困群

众后续就业。”钟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扶贫搬迁专责小组驻组负责人韦钟福

说，社区内经常组织招聘会、就业培训

等，助力群众就业。

在安置点不远处便是首饰厂、电子

加工厂等，满足部分搬迁群众就业需

求。“从安置点到工厂，走路就 10 多分

钟，实现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韦钟福

说，接下来还会加大引进企业力度，为搬

迁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潘 增 秀 患 有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等 疾

病。搬迁后，就医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

改善。“以前在村里看病很麻烦，现在去

县里医院看病近，拿药也方便。”潘增秀

说。据社区负责人介绍，圆梦苑社区医

院今年 9 月将建成投入使用，搬迁群众

就医将更加便捷。

孩子读书是搬迁户关心的大事。“从

家到学校，步行也就 10 分钟左右，小孩

上学很方便。”37 岁的林淑云去年年初

从钟山县珊瑚镇新民村搬进圆梦苑，家

里有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这里教育

质量比村里小学好，而且孩子很快就要

升初中了，家旁边就有初中。”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许多像

潘增秀、林淑云一样的贫困群众告别“忧

居”，开启了新的“优居”生活。“过去我不

敢想象现在这样的生活，但是现在我能

想象未来的生活，那一定会更好。”潘增

秀说。 新华社南宁5月11日电

别“忧居”享“优居”
□ 新华社记者 雷嘉兴

最近， 76 岁的贫困户徐万

余家中添了一头“牛宝宝”。驻

村 干 部 马 金 龙 比 老 徐 还 要 激

动， “牛犊好比金元宝。牛生

牛，钱滚钱，老徐家如期脱贫没

问题。”马金龙说。

徐万余的家在甘肃省定西市

通渭县马营镇华川村。这里山大

沟深，自然条件差。目前，通渭

仍是甘肃全省未脱贫的 8个贫困

县之一。

五年前，马金龙来到华川村

担任驻村干部。那时，华川村既

穷又脏。村民们脱贫斗志不强，

也不看好这个“80后”大学生。

马金龙干劲十足，偏不信

“邪”。他决定先从群众身边的小

事做起——扫马路。“居住环境

好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一定会变

样。”他说。

于是，马金龙带头打扫卫

生，清理村中垃圾。村干部也跟

着干了起来。时间久了，自发参

与的村民也多了，随意扔垃圾的

行为少了，小村庄干净多了。

进群众家门，听百姓心声。

朝夕相处下，马金龙和村民打成

一片。获得群众支持后，马金龙

将工作重心投向产业发展。

华川村养牛历史悠久，但品

种老化，村民缺乏技术，养殖效

益低。

“嘴宽蹄圆、线条好的牛，

吃得多，上膘快，出栏也快。”

马金龙年纪不大，但谈起养牛，

头头是道。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

的养牛“好把式”。从小耳濡目

染，他深知养牛致富经的秘诀在

于“一要成规模，二要品种好。”

2018 年，马金龙带领贫困

户赴外地学习观摩。看到规模化

的养殖现场，听到养殖户的致富

经，大家心动了。

在扶贫资金支持下， 20 多

户贫困户户均引进一头基础母

牛，政府还配套建设了青贮池、

发放了铡草机。目前，徐万余家

有 7头牛，脱贫“底气”十足。

进牛棚、拉家常、谈收成，几乎成了马金龙的每日

功课。在他的耐心指导下，华川村养牛产业渐成气候。

村里种植业结构悄然变化，很多群众改种青贮玉米，因

为青贮玉米经过简单加工后，就能成为牛的“营养餐”。

群众挣到了钱，马金龙赢得了口碑。“金龙是个

‘攒劲人’。”徐万余毫不吝惜对他的赞赏。

如今，华川村旧貌换新颜。马金龙继续带领村民拓

展致富路。

上大学时，马金龙主修园艺和环境艺术相关专业，

这使他在华川村施展才华具有独特优势。他组织群众把

废旧的木头、轮胎等刷上彩漆，做成护栏，错落有致地

排在巷道两侧，护栏内精心栽植了万寿菊、油菜花等植

物；并将斗笠、木筛等农具挂在农家屋外墙上。村里处

处透露着浓郁的农耕文化气息，曾经的“灰姑娘”华丽

转身，成了周边群众节假日休闲娱乐的“打卡”地。

去年，华川村建起乡村记忆博物馆。“我们希望借

助华川村的地方特色和民俗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

动更多村民从乡村旅游中赚钱。”马金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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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飘香助增收

近年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在

脱 贫 攻 坚 中 注 重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

2019 年 11 月，川山镇塘万村大棚果蔬

种植基地建成投入生产。目前，大棚种

植的西红柿逐步采收上市，助力当地村

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图①为 5月 12日，在广西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川山镇塘万村大棚果蔬种植

基地，当地村民在采收西红柿。

图②为 5月 12日，这是广西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川山镇塘万村大棚果蔬种

植基地。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大棚种植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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