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周寿光

羊城晚报：现在低埇村发展了很多产
业 ，包括光伏 、蛋鸡养殖等 ，您当初是如何
确定要引进这些产业的？

何央： 大致经过了 “走访调研—培
训—实施 ”这么一个过程 。 以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为例 ，我先是到村里走访 ，发现村
里有上千亩弃耕荒地 ， 于是就去找致富
带头人余永忠 ， 说服他将这些荒地承包
起来 ， 发展大型种植业 。 一开始他有顾
虑 ， 我就带着他去华南农业大学参加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培训班 ， 在那了解了一
些当前畅销的农产品类型 ， 并接触了电
商销售模式 ， 这才回来承包荒地种植农

作物 。
羊城晚报：多年扶贫工作中 ，您总结

了哪些经验？
何央： 首先是大力开展教育扶贫 ，让

那些辍学的学生回到学校去。 对于低埇村
中因学致贫的贫困户 ，我们会根据其子女
不同的上学阶段给予其不同教育补贴 ，让
孩子上得起学。 贫困户子女毕业工作有收
入之后 ，很快就能带领整个家庭脱贫 。 其
次是产业扶贫 ，只有发展产业才能让整个
村子有 “造血 ”能力 。 单纯地给贫困户补
贴 ，脱贫速度看似很快 ，但补贴一停止 ，贫
困户很可能马上又返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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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人机高空视角下， 满目绿意的
架炮村位于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之
北。 这个总面积 10.1 平方公里、下辖 26
条自然村、有村民近 8000 人的粤西山村
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然而， 这样一个

“人杰地灵”的小山村，千百年来都未能
实现的愿望就是脱贫致富。直到五年前，
珠海市公安局精准扶贫帮扶工作队来到
了这里……

57 户贫困户全都住进新房
“那是 2016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 ”珠海市公安局驻架炮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张伟华仍记得自己初到架炮村的时
间。那时的村道是土路，没有路灯，荒地杂
草丛生，不少贫困户一家人只能蜗居在破
瓦房里。 村内治安不好， 晚上 7 时后，村
子里少有人敢出门。

“治安不好什么都不好，治安好了，村
民的幸福感就有了。 ”架炮村已退休的老
村支书感慨道。 为此，扶贫工作队先在村
内设立了有现代化装备的警务室。到了傍

晚， 广场上渐渐有村民跳起了广场舞，年
轻人也打起了羽毛球。

脱贫，从村容村貌改变开始。 扶贫工
作队除了抓实道路硬底化、安装路灯以及
设立垃圾处理点等工作外， 还将全村 57
户贫困户家的危房改造任务作为扶贫工
作的重中之重。

记者来到昔日的贫困户“80 后”严
妹连家，只见屋内外干净整洁 ，亮白的
地板显示出主人对房子的爱惜。“以前
房子都是烂的，下雨天经常漏雨。 现在
房子住着很好。 ”谈及三年前建起的新
房，严妹连忍不住哽咽落泪。 如今，村里
57 户危房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 ， 贫困
户住在新房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更足了。

“架好炮，还有两颗‘实弹’”
张伟华深知， 要走出贫困的泥沼，还

得完成“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此前，架炮村村民经济来源以种植水

稻为主，兼种花生、辣椒、四季豆、龙眼等
作物。 但村民种地收入少，缺少支柱产业
和集体产业，不少村民外出打工。

对此， 扶贫工作队为架炮村确立了

“产业扶贫、消费扶贫，造血为主、输血为
辅”的发展思路，通过引进飞天稻花鸡养
殖基地、圣女果种植基地两大基地，带动
贫困户增收脱贫致富。 同时，为保证已达
到脱贫标准的贫困户不返贫，还与基地和
企业对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娃”
两不误。

主打的产业项目“架炮飞天稻花鸡”
帮扶成效显著， 每年为贫困户分红增收
7.9 万元。 除了分红，“飞天稻花鸡”还提
升村民养殖专业技术，带动了养殖创业与
就业。

此外， 扶贫工作队引进投资 600 万
元，将此前的荒田变成 400 亩千禧圣女果
种植基地。如今，架炮圣女果运到天津，每
斤批发价就可达 12.5 元。按 8%的的固定
分红， 每年为贫困户分红增收 8 万元，带
动就业 300 人。

“我们已经架好了炮，还装上了两
颗实弹。 一颗弹是飞天稻花鸡（鸡蛋），
另一颗就是圣女蛋（圣女果）。 ”有村民
幽 默 地 解 释 说 ， 当 地 也 将 果 实 称 作
“蛋”。

谈到村子的未来，张伟华说，架炮村
原与冼太夫人出生地山兜丁村是同一个
大村，后来才分开。下一步，扶贫工作队将
以冼太夫人故里文化为基础，打造乡村旅
游文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旅游观光，从而进一步带动特色产
业发展、村民致富奔小康。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丁玲

● 2016 年 5 月至今 ， 架炮村 125 户
442 名贫困户已达到 “八有 ”标准 ，实现稳
定脱贫 125 户 442 人，脱贫率 100%；

●2019 年， 全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 19700 元，相对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00 元，两者均较 2016 年翻了三倍多；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率达 97.18%；

●截至 2019 年 11 月，442 名贫困人口
均购买 2019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落实率 100%。

从缉案到扶贫
都需“火眼金睛”

对话第一书记

张伟华 ，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架炮
村驻村第一书记 ，被亲切称为 “华记 ”。 驻
村前， 他是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三
级警长，曾担任特警。张伟华的驻村扶贫五
年， 是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升到五年级的成
长五年；也是家中老人相继患癌、妻子腰椎
痛的烦扰五年。这些，都被铁汉柔情的他记
在心里，一个人扛过。 张伟华的儿子在 《扶
贫的爸爸》作文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上平
凡之路是什么？ 把这句话用在爸爸的身上
最合适不过。 他是千千万万的扶贫工作者
中的一员。

羊城晚报： 你当特警和做扶贫书记都
是在一线，两个一线有什么异同？

张伟华：相同的是都需要“火眼金睛”。
不同的是当特警时，是要严打犯罪分子 ；做
扶贫书记时，是要把群众的困难都看到 ，用
放大镜来一个个细致看，不能漏掉。

羊城晚报：驻村扶贫五年 ，您最大的感
受是什么？

张伟华：村子变样了 ，治安好了 ，脱贫
必然收到实效。 扶贫工作队通过产业扶贫
增加村集体收入 ，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 、党
建扶贫和积极推进示范村建设 ， 都使扶贫
工作扎实有成效。

羊城晚报：扶贫时 ，遇到困难或不被理
解时怎么给自己鼓劲？

张伟华：我和儿子有个约定。 我在茂名
扶贫 ，他在珠海生活 ，我们来比成绩 ，等到
五年后，我们用成绩说话。 现在的他已经是
大男孩，学习之外练羽毛球和咏春拳 ，都小
有成绩。 我也要鼓劲干，不能落下。

低埇村位于茂名化州市杨梅镇西南
面，是广东省体育局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定
点帮扶的省定贫困村，下辖 13 个自然村，
共 1525 户 5685 人， 其中贫困户 69 户
207 人。 该村规模大、人口多，村民人均收
入差别悬殊，情况复杂，在脱贫攻坚上面
临着较大压力。 自从 2016 年省体育局二
沙体育中心进驻帮扶以来， 短短几年，这
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产业扶贫，贫困户 100%脱贫
日前，记者实地走访了低埇村。 扶贫

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何央介绍，低
埇村之前有上千亩土地被丟荒。“去年我
们和村里一位致富带头人合作，发展特色
农业，盘活了近 200 亩闲置土地，有效增
加了村民收入。 ”

何央告诉记者，2019 年，帮扶单位投
入 150 万元发展种植产业项目，与村致富
带头人余永忠合作， 种植番薯、 雪豆、毛
豆、圣女果等农产品，每年有投入成本 6%
的保底收益， 即 9 万元归村集体。 这种合
作模式还为村民创造了在“家门口”稳定就
业岗位，确保贫困户和村民有稳定收入。目
前，该项目已招聘村民超过 800 人次。

除了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低埇村还入股
了蛋鸡养殖项目和发展光伏发电项目，两者
每年分别可获得收益 20 万元、12 万元。

以上三个项目的收益每年共计 41 万

元，为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提供了有
力保障。 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4046.26 元增至 2019 年的 13214.24 元。
2019 年 11 月， 全村 69 户贫困户共 207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据悉，全部贫困户脱贫后，所有产业
项目收益资金归村委管理，款项主要用于
扶贫、助学、重大疾病救助、村内公益事业
等方面。

体育扶贫，让村民爱上运动
从杨梅镇开车到村里，一路都是结实

的硬底化道路，两旁树木郁郁葱葱，时闻
鸟鸣声，地上看不到塑料袋等农村常见垃
圾，一派美丽宁静的景象。

但其实几年前，低埇村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 何央说，扶贫工作队来到低埇村后
多源集资， 利用帮扶单位自筹资金 1000
万元、 省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1500 万元
和发动村民自筹的资金 500 万元，共投入
3000 万元用于改善人居环境， 夯实公共
基建工程建设和完善其他硬件设施配备，
全面提升农村环境品位。

年轻小伙子成群结队在球场上打篮
球，晚上则能看到村民们在文体广场上休
息、聊天、跳广场舞……这是疫情发生之
前村里常见景象。

何央告诉记者，2016 年至今，帮扶单
位共投入 600 万元建设群众体育基础设

施，在低埇村建了 15 个文体广场，每个文
体广场都有一个全场的篮球场和一套健
身设施，为村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了
硬件设施保障。 低埇村今年还计划建设
“11 人、7 人、5 人”三个足球场。

此外，广东省体育局还利用自身体育
特色，组织开展体育下乡活动，例如邀请
奥运会冠军教练胡恩勇到村小学开展冠
军课堂讲学，组织省女子青少年排球队与
当地排球队进行友谊赛等，以此来丰富村
民的文娱生活，力求将体育与精准扶贫工
作融为一体，提升扶贫工作质量。

●全村 69 户贫困户共 207 名贫困
人口于 2019 年 11 月全部脱贫 ， 脱贫率
100%；

● 贫 困 户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2015 年 的
4046.26元增至 2019年的 13214.24元 ，全
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则从 2015年的 6325.27
元增至2019年的16608.17元；

●2016年至2019年全村共投入4655
万元 （村民自筹 658万元 、帮扶单位投入
1500万元 、 政府行业部门共投入 2497万
元 ） 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 、 发展产业项
目 、助学 、大病救助等工作 。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2019 年， 蒲芦洲村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原
来不足 4000 元增至 1.6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5000
元增至 37 万元， 同时 ， 带动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000 元增至 2.4 万元；

●驻村工作队四年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约 612 万
元， 其中 428 万元用于产业发展，119 万元用于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4 月底的一天，下过一场雨之后，清远市阳山县岭背镇
蒲芦洲村的山岭上，云雾缭绕，河水潺潺，几只鸭子在水里
嬉戏，一幅静谧宜人的田园乡村美景尽收眼底。

处于秤架河旁一个沙洲上的蒲芦洲村，在当地村民
的话中谐音为“葫芦洲”。 这四年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的对口定点帮扶之下，它依托自身产业特点，带动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 156 人月均增收约 1000 元， 建档立卡
的 74 户 192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19 年，该村还被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国家森林乡村”。

发挥高校优势
一对一帮扶贫困户子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扶贫工作中，不能总是
给予，更重要的是教给方法，帮助农民自身‘造血’。 ”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 “广外 ”）驻蒲芦洲村扶贫工
作队第一书记林安杰表示， 特别是要重视下一代的教
育，杜绝“等靠要”思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返贫。 为
此，扶贫工作队充分利用高等院校优势，着力抓好教育
扶贫。

村民欧许敏告诉记者，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他和
老婆文化程度不高， 也都很忙， 基本上没时间管孩子。

“驻村工作队发起了‘大手牵小手’助学活动，大学生和
教师进行网络教学辅导， 还会给予助学金方面的支持，
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

林安杰介绍，扶贫要扶智，工作队为家里有小孩读
书的贫困户组织一对一帮扶网课，“并请教授来培训当
地英语老师，组织老师和学生去广外跟班学习。 这几年
来，广外师生捐款达 37.06 万元，校友捐赠扶贫物资 25
万元，捐书约 10000 册”。

作为外语院校，广外还充分发挥优势，邀请外国教
师和留学生来村里给孩子们上课、参加活动。 林安杰告
诉记者， 目前已有来自 28 个国家共 177 人次参与蒲芦
洲村旅游文化节等活动，该村成了讲好广东扶贫故事的
窗口之一。

去年，广外的信息技术学院专门安排教师到村里教
村民电商知识。 目前，除了农村淘宝外，已建立蒲芦洲微
信公众号“蒲芦物语”，开启蒲芦洲微店，上线产品达 23
种，销售额可观。

品牌效应叠加
打造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蒲芦洲村的沙田柚远近闻名。 全村有 5000 亩沙田
柚，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以前柚子价格两三元一个，扶贫工作队来了后帮
忙营销，现在能卖到十几元一个。 ”欧许敏说，他种了 50
棵柚子树，去年收成 1000 斤，卖了 7000 多元。尝到产业
扶贫的“甜头”后，欧许敏还领了 100 只鸡苗，去年他掏
了一部分钱，加上工作队资助的一万元，盖了一间鸡舍。

“工作队的到来让生活变化很大。 ”欧许敏由衷感叹。
据介绍，广外已筹资 54 万元投入到 60 亩的蒲芦洲沙

田柚“三变”基地，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林安杰表示，主要采取“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模式，即
合作社农户以柚树入股的形式， 让农民从中取得租金、股
金和薪金，把之前分散的种植户以合作社为纽带叠加到产
业平台上来，带动群众增产增收，实现长效产业脱贫。

2016 年扶贫工作队驻村后，协助举办“柚子节”，帮
助注册“蒲芦洲沙田柚”品牌商标，取得沙田柚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标志。 品牌效应使产业扶贫开拓出更广阔天
地。 林安杰说，举办“柚子节”后，一家企业主动找上门
来，想在蒲芦洲村打造旅游景区———这就是广东峡天下
旅游项目。

阳山县岭背镇党委书记江国平告诉记者， 该项目总
投资约 3 亿元， 目前已完成了停车场、 两条人行栈道建
设，玻璃桥、玻璃观景台、河道静漂等项目也在顺利建设
中，争取在今年开放运营。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景区内的
空中玻璃桥已建成，目前处于测试验收阶段。

此外，工作队去年引入一家旅游企业，将发展特色
民宿及商业配套。 该项目已签约落户，总投资达 2000 万
元。 江国平表示，依托广东峡天下旅游项目的开业运营，
还将引进蒲芦洲农业公园民宿岛、岭背半山民宿区两个
旅游民宿龙头项目， 计划在今年开工建设并对外营业。

“以上项目的建成，将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实
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的目标。 ”

清远蒲芦洲村
一个柚子品牌
撬动广阔商机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羊城晚报：疫情期间，如何推进帮扶工作？
林安杰：疫情突如其来 ，扶贫工作队春节期间迅速

返回扶贫一线 ，和蒲芦洲村两委干部一同指挥全村疫情
防控 ，同时 ，复工复产 、春耕备耕一个都不落下 。 我们邀
请省农科院 、华南农业大学专家对沙田柚种植进行远程
技术指导 ，通过统一采购化肥 、农药确保贫困户能及时
恢复生产 。 了解到农民的困难后 ，党员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 以实际行动帮助 49 户有种植能力的贫困户完成
约 2000 棵沙田柚 、近 900 棵沙糖桔剪除病枝 ，降低病
虫基数，确保增产增收，让党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飘扬。

羊城晚报：下一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 ，增强农村自
身“造血”能力？

林安杰：坚持走产业化扶贫道路 ，以 “农旅结合+智
慧农业”为方向，以“互联网+”为载体 ，加强招商引资 ，统
筹产品做到特色化。 此外，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品
牌意识，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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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兴宁市新圩镇大村村为何被称为
“大村”？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村子大———
全村总面积约 8000 亩，共有 16 个村民小
组，村民总户数 1008 户，总人口 3025 人，
在册相对贫困户 63 户 156 人。 一般来说，
贫困村规模越大， 扶贫难度越大。 但大村
不仅实现了贫困户全面脱贫， 且村集体经
济蓬勃发展，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这是怎
么做到的？“秘密”很朴实，就在于村委干
部、 扶贫工作队和致富带头人等用心用情
做了实事。

众多产业齐头并进
大村村西北面某处山坡上， 成片无花

果树在阳光照耀下泛着绿油油的光。 部分
稍早种下的树苗已结出鸡蛋般大小的果
实，沉甸甸地挂在枝条上。

这是村里的无花果种植项目， 是扶贫
工作队引进的四季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
户在该村的众多项目之一。 该公司总经理
刘苑红介绍，新鲜无花果收购价高达 25 元
/ 斤，销售收益可观；不过，无花果质量受
天气因素影响较大，产品销售也时好时坏，
导致扶贫产业整体效益不够理想。 经过深
思熟虑， 扶贫工作队决定启动果蔬加工厂
建设项目。

2019 年 8 月，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街
道扶贫引导资金和兴宁市扶持村集体经

济专项资金共同出资 86 万多元， 建设了
400 多平方米的果蔬加工厂。 该厂配备了
冷库、烘干机、切片机、蒸笼等设备，不仅
为大村村各类农产品加工提供了发展配
套设施，且使农产品产业生产链条日趋完
备， 从而解决了新鲜农产品的“后顾之
忧”。“有了加工厂之后，我们不但可以将
无花果做成无花果干、无花果汤包，还研
发出了无花果茶叶， 产品附加值大幅提
升。 ”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郑
狄杰介绍道。

随着加工厂的作用日益凸显， 大村
村农业产业链日趋完整， 扶贫产业呈现
出加速发展态势 ：五黑鸡养殖 ，大菜心 、
木耳、红菇种植等众多项目接连投产。半
年多时间， 各产业间形成了良好的互补
互动， 村内经济发展活力和村民内生动
力得到有效激发，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
好局面。

众多农业种植项目， 不仅为村民创造
了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岗位，还有效带动
了村民劳动增收。 在黑皮鸡枞菌种植基
地，贫困户廖阿姨笑着告诉记者，她在这边
上班，每个月有 3000 多元收入，加班还有
补贴。 除了上班，她还利用下班时间养鸡、
种水稻，“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

据了解，通过以上各产业项目，村集体
每年可获得收益分红近 10 万元。 每个到
产业基地劳动就业的村民每天可增加收入

80-100 元，被聘为正式员工的村民每月工
资在 3000 元左右， 产业带动脱贫致富效
果明显。

村村联动共谋发展
在村委会和扶贫工作队的配合努力

下，大村村用数年时间取得了现在的良好
局面，但发展瓶颈也随之而来：原有产业
已用去了 1200 多亩地， 今年再要发展产
业，村内已无大规模连片土地可供发展利
用……

怎么办？ 郑狄杰把目光投向了临近村
落。 在与村委干部、 村致富带头人几番商
议之后， 大家一致决定整合外村土地进行
合作发展，让四季美公司走出大村，在更大
平台上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巧的是，就在这时，附近河口村的第一
书记黄高彪也正为村里的 200 亩垦复地不
知如何开发利用而发愁。 经讨论研究，临
近各村与四季美公司达成了合作开发协
议。 随着合作协议的签署， 四季美公司的
农机拉开了“村村联动”的序幕。

立足大村，走出大村，反哺大村，大村
村产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随着农产品种
类的不断增加齐备， 大村村农业产业驶入
发展快车道，2020年带动更多村民实现就
近就业，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下了坚实
基础。

羊城晚报： 在您看来， 成为一名合格
的扶贫干部，需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郑狄杰：第一，要敢于担当。 作为驻村
扶贫干部 ，大家都是暂别家人 ，从城市来
到较偏远山区 ， 如果没树立一种担当精
神 ，主动去克服种种困难 ，很多事情将无
法开展。 第二，要有真心真情。 扶贫工作要
带着感情去做 ，要在内心里对贫困户的境
遇感同身受 ，才能把事情做好 。 能够参与
到脱贫攻坚这项事业中来 ，我觉得是我个
人的一种光荣。

羊城晚报： 等结束驻村扶贫工作之
后，您有什么打算？

郑狄杰：多在家里陪伴家人 ，在孩子
的教育上多用心一点 ， 弥补这段时间的
空缺 。 说实话 ， 从我来到这边驻村扶贫
后 ， 我儿子成绩有所下滑 。 我是一个比
较严格的父亲 ， 以前在家就会管着他们
做作业 ， 现在离开家以后确实没办法管
那么多 。

驻村扶贫尤需
感同身受

●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 ， 脱 贫 率
100% ； 贫困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 年低于 4000 元增至 13000 多元；

●村集体收入从 2015 年的 0.7 万元
增至 10 万多元。 随着 2019 年新增投入的
产业项目收益期的到来 ，今年村集体收入
预计稳超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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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 螺洞村34户94名贫困户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提前完成脱贫任务；

●2016 年至 2019 年 ， 全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不足 4000 元增至 16680 元；

●全村种植青梅户 200 多户 ，2019 年
青梅产量高达三百多万斤 ， 为农户带来
400 多万元收入；

●2019 年， 全村共接待游客超 25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 350 万元。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4 月底的螺洞村，仍有些许青中透红
的梅子挂在枝头上。 这是村里最忙的时
节———青梅摘下来，可以做梅干、蜜饯，可
以酿酒……这些都是这座深山村落产业链
的一环。

位于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东部的螺洞
村，有“世外梅园”的美称，已成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每年一
月中下旬“梅花节”期间，全村上万亩梅花
迎风怒放， 游人如织；4 月中旬梅子成熟，
青梅采摘项目还带热了亲子游；到了盛夏，
清凉河水又吸引着渴求避暑的大批游客。

谁能想到， 四年前， 这里还是杂乱不
堪、无人问津的贫困村。 2016 年，来自广东
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的扶贫工作队正式驻
村。 在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利
建文的引领下，该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蜜蜂养殖、青梅种植等产业，实现
“华丽转身”。

因地制宜，盘活青梅资源
螺洞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有青梅，坐

拥全国规模最大的万亩梅园。 村民每年主
要经济来源却只有在梅子成熟后， 肩挑背
扛十几里山路卖梅换来的微薄收入； 或者
外出打散工赚些钱。如何盘活农村资源、走
出脱贫致富路？

在扶贫工作队驻村之前， 已有乡贤进
行了尝试。 2015 年 12 月，几位螺洞村乡贤
凑了 300 万元， 成立了汕尾市首个村级股
份公司———广东罗洞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螺洞公司”）。 村民以现金或
土地入股的形式，与公司共同开发集观光、
娱乐、休闲、文化、探险、餐饮于一体的原
生态旅游业， 打响了汕尾市农村村级股份
合作“第一炮”。

然而， 生态环境极大限制了螺洞公司
的发展。 2016 年，利建文和驻村同事刚到
螺洞村时，只见一条又破又窄的小路，村里

全是土坯房，垃圾乱堆乱放，螺洞河长满水
草……扶贫工作队在与镇、 村干部充分沟
通后，提出了“以乡村旅游产业为主，种植
青梅及青梅深加工产业和蜜蜂养殖产业为
辅”的总帮扶思路。 其后，扶贫工作队带领
村两委干部， 清理垃圾污泥、 沟渠溪河淤
泥，拆除危旧房、废弃猪牛栏、露天厕所茅
房，扩建进村公路。

2017 年,� 螺洞世外梅园景区游客接
待中心竣工迎客， 汕尾市首家由贫困农户
参股的乡村旅游宾馆开张营业； 同期相继
完成改造农家民宿、农家乐、青年旅社等共
20 余家，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2018 年初，螺洞村对主要村道两旁的
老旧房屋外立面进行了统一粉刷， 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2019 年“梅花节”期间，螺洞
村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最高峰日达 2.5
万人次。

人才返乡，内生动力澎湃
村里环境好了，产业配套跟上了，游客

慕名而至，走出去的村民也愿意回来了。彭
志华是螺洞村里第一位返乡大学生，37 岁
的他如今养着 100 多箱蜜蜂， 是村里“养
蜂第一人”。

利建文说，此前，螺洞村蜂农一直“单
打独斗”。扶贫工作队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
社，由彭志华担任社长。彭志华一面进行专
业学习， 一面动员村里贫困户和原有蜂农
加入合作社，为他们提供蜂场选址、蜂群引
种管理、病害防治、产品销售等服务，逐渐
打开了规模化局面。目前，螺洞村已发展蜜
蜂养殖 30 户， 年产值 70 多万元， 合作社

注册了“世外梅园”蜂蜜品牌，建立了电商
平台。今年 7 月，螺洞村还将建成自己的蜂
蜜加工厂。

利建文介绍，到今年，螺洞村已吸引了
逾 150 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

“扶贫先扶智”，螺洞村此前教育基础
差、底子薄，村民更倾向于读完初中后就出
去打工赚钱。 2018 年，利建文开始张罗让
村里的孩子到自己所任职的广东食品药品
职业学院就读。目前，螺洞村已有数名学生
在该校就读中职，学校提供学费全免、食宿
费补贴的优惠。毕业后，这些学生还可选择
继续深造。

羊城晚报：扶贫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
战是什么？

利建文： 最大的挑战是从思想上改
变贫困户的思维模式 。 当初决定发展蜜
蜂养殖产业时 ， 大部分贫困户因为没有
养过蜜蜂 ，不愿 “放手一搏 ”。 为了消除
其疑虑 ， 我多次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学
习知识 ， 并买了 30 多箱蜜蜂放在村里
进 行 实 操 。 这 些 蜂 群 对 贫 困 户 完 全 开
放 ，村民只要有兴趣 ，都可以来练练手 。
我也经常和贫困户沟通 ， 给他们讲真实
案例 、成功经验 ，转变他们的观念 ，帮助
他们树立信心 。

羊城晚报：接下来扶贫工作的重点是
什么？

利建文： 打造出螺洞村独特的品牌 ，
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 螺洞村的蜂蜜
已申请注册 “世外梅园 ”蜂蜜商标 ，接下
来 ，青梅酒 、梅干等当地特产也将抓紧注
册商标 ， 让土特产的生产销售更加产业
化 、规模化 。 此外 ，我们正全力打造电商
平台 ，鼓励村民利用抖音 、快手 、淘宝等
互联网平台销售农产品 ，希望打造 “产销
一条龙 ”商业链 。

对话第一书记

最大挑战在于
改变贫困户观念

汕尾螺洞村
万亩青梅产业 激活世外梅园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汪海晏

走访调研在先，施策才能精准

疫情之下，春耕复产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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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低埇村
四年体育下乡 战贫亦领新风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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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架炮村
两颗产业实弹 有力攻城拔寨

梅州大村村
一串特色项目 链起致富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