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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南县

以工代赈带动勤劳致富

3月 20日，走进陕西省商南县富水
镇龙窝村，通村水泥路两侧随处可见崭
新的两层小楼。房前屋后，花园、菜园
交错布局，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一抹春
意。

最引人注目的是散落在村庄各处
的猕猴桃产业园，该村 14组村民韩礼泉
正在田间忙碌。听说村里将成立专业
合作社、建设猕猴桃产业园的消息，此
前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韩礼泉决定回到
家乡，参加这个以工代赈项目。
“平整土地、修建道路、种植果树，

村里很多人都参与了，定期结算工资。
这样不仅比外出打工挣得多，还方便照
顾家人！”韩礼泉说，去年，他通过土地
流转、入股分红、在猕猴桃产业园打零
工等共收入 5000多元，村里还帮他重建
了2间砖混结构的新房。

以工代赈是通过组织农村群众参
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酬以取代直接
赈济的一项帮扶政策。采取以工代赈
方式实施的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小、技
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单、务工技能要
求不高，方便贫困群众充分参与。

2017年 5月，接到帮扶龙窝村的任
务后，商南县人武部联合村“两委”通过
以工代赈的方式，改善村庄基础设施，
发展特色支柱产业。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继涛
展示了龙窝村以工代赈的“账本”：修建
8 座便民桥，约 11 公里的道路完成硬
化，全村 19个组全部通了水泥路；新建
300米长的河堤，保护耕地和房屋；对 6
个组的自来水水源、输水管道进行改造
提升；对高压线路进行改造升级，增加 3
座变压器，解决部分村民小组电力线路
老化、电压低的问题。

龙窝河、黄柏河两条河流穿村而
过，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为此，2018
年，龙窝村将便民桥建设列为以工代赈
项目上报县发展和改革局。获得批准
后，该村便组织发动村民参与工程建
设，建桥修石坝。17组村民朱锋就是参
建的一员，收到工资 2200元。朱锋还通
过土地流转、打零工等方式参与村猕猴
桃产业园建设，当年便实现脱贫。

一手抓设施，一手抓产业。商南县
人武部和村“两委”大力发展猕猴桃、茶
叶、食用菌、漆树等特色种植产业。如
今，行走在龙窝村，道路两侧的低矮山
坡上，到处是青翠的茶园和果园，同民
居、公路、丘陵、森林一起构成一幅秀丽
的风景画。
“开展以工代赈，让村民用自己的

双手获取报酬，不但村里的基础设施大
变样，而且村民增收更稳定、更有保障，

精气神更足了。”56岁的原村委会副主
任沈哲海说。

同龙窝村一样，商南县全县 126个
村（社区）都通过用好扶贫政策、开展
以工代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迈向全
面小康。今年年初开始，全县各村庄
都瞄准乡村振兴的新目标，规划出全
新的路线图：完善道路、网络等基础设
施，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将食用菌、猕猴桃、茶叶、中药材
等产业做大做强，开展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行动……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当前产业发

展的良好基础，延长产业链，重点开展
猕猴桃深加工，生产猕猴桃汁、猕猴桃
干等，提高产品附加值。”谈起未来的规
划，汤继涛信心满满。

（李治军 余守义）

湖北省利川市

民居改造掀起旅游热潮

3月 21日一大早，湖北省利川市毛
坝镇楠木村村民陈红章和妻子田凤菊
便来到自家开办的民宿打扫卫生。随
着天气渐渐回暖，前来住宿的游客一天
比一天多，夫妻俩每天都把空房间打扫
得干干净净。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山
村，大部分村民靠外出打工为生，村里
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利川市将旅游
开发与精准脱贫工作深度融合，打造了
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品质良好的
乡村民宿产品，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2018年春天，陈红章便将自家老房
子改造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吊脚
楼。按照当地奖励政策，政府补贴 1万
余元，免费提供木料，银行还提供了 5万
元免息贷款。

利川市是巴楚文化交融地，土苗风
情浓郁，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
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接续推进，全
市开展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
在进行危房改造的同时发展乡村旅游，
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如今，借助发展民宿产业，很多青
年回乡创业，村里的人气渐渐旺起来。
“交通不通，一切成空；交通一通，

一通百通。”山青村大学生村官向俊介
绍，以前的老书记、老主任带领乡亲们
开山炸岩，在山壁上凿路。如今，全村
都通了水泥路，汽车直接开到家门口。
以前有的村民去村委会要步行 3小时，
现在 1个小时就能驱车到达利川市主城
区。

如今的山青村不仅有 3家高山茶企
业、1家高山蔬菜和药材种植合作社，还
利用危房改造的契机，发挥土家族建筑
风格民房保存完好这一优势，发展康养
旅游和民宿产业。

兴办民宿，是让农民回到最熟悉的
地方用熟悉的方式生活。家住白鹊山
村的向志昭、向志云两兄弟都曾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过去靠外出打工谋生。
2017年，两兄弟回乡将自家闲置住房打
通，合称“兄弟民宿”。全家老小齐上
阵，种菜、做农家饭、唱龙船调、表演摆
手舞……“当年就挖到第一桶金，摘掉
了贫困的‘帽子’。”

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2015
年至今，全市共解决 21.4万余户贫困户
住房安全问题，同时重点打造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发展少数民族村落产业经
济。

利川市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齐岳山
脚下的汪营镇齐岳桥村“童话小镇”，就
是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发展起乡村
旅游。
“我是农民，我爸爸和弟弟是军

人。我们身上既有土地的血脉，也有
红色的基因。”项目负责人覃发中说，
“发展乡村旅游，我们不仅想带领村
民一起致富，还想将革命的故事传承
下去。”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越来
越多的村庄发展起集红色教育、民
宿、餐饮等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
旅游产业。利川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詹艳芬介绍，目前已发展形成涉及
80 多个村、近 1500 户经营户的民宿产
业，创造直接就业岗位 6000 多个，间
接带动 3 万多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推进旅游高质
量发展的补短板措施，注重民宿产业

升级，创建更多的五星级民宿、金牌
民宿。力争到 2022 年，民宿经营户达
到 2000 户，把利川建成全国知名民宿
旅游目的地。”

（黄 韧 刘 崭 罗玉岚）

新疆石河子市

主动脱贫播撒致富希望

仲春时节，边疆大地乍暖还寒。
“咦，这是什么？”3 月 20 日，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
家马鹿养殖场，只见一间 100 多平方
米的圈舍里，有十几只像马又像鹿的
动物。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被眼前这
群动物吸引，隔着护栏不停拍照，还有
人拿出手机开始直播。在这家马鹿养
殖场大门口，挂着“特色养殖示范基
地”“残疾人扶贫助残基地”两块牌
子。

养殖场负责人名叫王秀芝，原在兵
团 148团西营棉纺厂工作。1983年的一
次事故让王秀芝失去了右手，一家人的
生活也一度陷入贫困。偶然听说养殖
马鹿可以挣钱，王秀芝拿着借来的资
金，开始了建设养殖场的计划。高温酷
暑、手打血泡、手臂脱皮……王秀芝始
终咬牙坚持，还自费到大学进修畜牧兽
医管理专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养
殖场开办得有声有色。
“我从来不相信身体的残疾会影响

我的人生，我相信付出就会有收获。”在
她的带动下，当地不少贫困群众加入到
马鹿养殖的行列。

家住西营镇的李国珍夫妇都是残
疾人，因行动不便，只能靠打零工糊
口。得知马鹿养殖的信息后，他们也主
动提出加入进来。

由于缺少资金，李国珍夫妇的养鹿
计划遇到瓶颈。王秀芝便主动出资帮
他们建起 80平方米的圈舍，以每头马鹿
优惠 4000 元的价格，为他们提供了 10
头成年鹿。不到 2年时间，李国珍夫妇
就实现脱贫，年收入超过2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的人脱贫，王秀芝
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
30 余户贫困户走上致富道路。通过
提供种鹿入股等方式，她在兵团第八
师 152 团和第六师新湖农场与人合作
办起养殖分场，发展特色旅游观光和
农家乐，每年吸引游客超过 5 万人。
2016 年，王秀芝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

如何将养殖产业进一步做大，惠及
更多群众？如今的合作社已成立专门
电商销售团队，将马鹿生态养殖的照片
和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同时开办网上
商城，进一步扩大市场。
“下一步，合作社计划扩大经营规

模，新建占地 70亩的马鹿养殖基地。以
养殖产业为核心，引进先进技术，推动
鹿产品深加工和产品创新研发，同时发
展养殖观光和农家乐等文化旅游项目，
打造一条成熟的马鹿养殖产业链条。”
王秀芝说。

（金 钊 易正源 贾广宇）

打造乡村振兴强劲引擎
——从国内三地实践透视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吴干事，现在我家大棚里的西红

柿只要一红，收购商的电话就打了进

来，不愁卖！”3月的一天早晨，河南省

宜阳县朱家沟村村民朱向阳就给我打

电话报喜。

朱家沟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近几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结

对帮扶，扶持发展蔬菜、药菊、丹参等

产业。如今，乡亲们人均年收入超过

1万元，大山沟里的“穷窝窝”变成了

“金窝窝”。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

关键。我和当地驻村干部联合专业人

员对当地气候、土壤状况展开考察，并

着手摸清全村贫困户生活状况。经过

深入调查并与地方部门沟通协调，我

们决定通过“党支部+基地+农户”模

式，发展特色种植。

在军地通力协作下，很快，朱家沟

村的蔬菜大棚建了起来，由村民进行

承包管理。每个温室大棚宽度均超过

200米，目前内外温差可达 40摄氏

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西红柿颜

色更加鲜艳，口感也好得多。农户一

年四季都能种植西红柿、黄瓜、芹菜、

辣椒等蔬菜，收益也翻了几番。这30

余亩蔬菜大棚，成了全村菜农的“聚宝

盆”。

经过不懈努力，朱家沟村顺利摘

下了贫困的“帽子”。脱贫之后怎么

做？我把目光投向了规模更大、效益

更好的茶饮菊花种植上。经过多次调

研，种植技术、菊花品种等难题一一破

解，怎么动员村民参与种植以及如何

打开市场销路，又成了让人头疼的问

题。

我和战友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还

组织村民到周边发展类似产业的村庄

参观。村里也选派专人担任推销员，到

周边县区菜市场发传单，与城市里的连

锁超市签订采购合同。我们还摸索着

利用互联网打广告，慢慢打开市场，建

立稳定的供销渠道。当产业发展前景

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

进来，逐步扩大种植规模。

今年，朱家沟村的菊花种植面积

达到280亩，原有的烘干设备已经不

能够满足需求。旅里投入资金，为村

里购买了一套全新的烘干设备。初步

估算，今年茶饮菊花产业的收益能够

达到140万元左右。

从田间地头、晾晒广场到扶贫车

间，采挖、收集、整理、分拣、烘干，每一

道工序操作现场，都能看到村民忙碌

的身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现在的朱家沟村已是周边小有名

气的小康村。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旅里帮助朱家沟村修建文化广场，完

成道路硬化，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

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每到花季，古朴的山村民居映衬着漫

山遍野的金黄菊花，成为一道美丽的

风景，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前来观光采风。

着眼未来几年的发展，我和当地

村干部确定了短期、中期、长期3个目

标。短期目标是持续扩大菊花种植规

模，引进新品种，提高产品附加值；中

期目标是丰富大棚种植品种，专家调

研发现村里适宜发展火龙果和多肉植

物等种植项目，引进后预计每个大棚

比之前增收10到15万元；长期目标

是将蔬菜、菊花种植特色产业进一步

做大的同时，继续完善周边设施，发展

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未来的朱家沟

村，将建起一个集蔬菜、花卉种植和旅

游观光为一体的产业园区，走上更加

宽阔的致富大道。

（程致远、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越整理）

小
山
村
踏
上
振
兴
路

■
第
八
十
三
集
团
军
某
旅
干
事

吴
杨
辰

近年来，安徽省全椒县推进生态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了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辐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农村发展注

入新活力。图为3月13日，游客在全椒县马厂镇龙山樱花园游玩。沈 果摄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出台，为接续推进
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遵循。意见
强调，“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志扶智
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发挥奋进致
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

劳致富。”
贫困群众依靠党的好政策和自己的勤劳双手摆脱了

贫困、改变了命运。为了让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大人
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继续前进，需要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的引擎
更快运转起来。本期专题让我们从国内三地的发展实践
中，感受乡村的强劲发展动力。

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