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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
两 会 期 间 ， 全
国人大代表、 阳江
市委书记焦兰生接受羊城晚
报专访。焦兰生畅谈了阳江精
耕特色农业的思路与举措。 焦
兰生表示，阳江将立足实际培
育和发展一批辐射面广、带动
力强的农业产业项目，扎实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建设，带动农
民增收脱贫， 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落到实处。

眼前的柯亚永中等身材 ，皮
肤被骄阳和海风熏染成黑红色 ，
扶贫一年他就从 “白面书生 ”变
成“巧克力大叔”。

45 岁的柯亚永是广东省林业
局驻雷州市沈塘镇揖花村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去年 5 月 6 日正
式轮换进村。 一年多来，作为中山
大学动物生态学硕士研究生、省林
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副处长的柯
亚永，带领着自己的扶贫团队因地
制宜， 交出了出色的扶贫成绩单。
如今，揖花村已成为“扶贫有成效，
咏鹅谱新曲”的扶贫样板村。

柯亚永介绍说，扶贫团队来到
揖花村后，一是筑“堡垒”，建强扶
贫攻坚“核心”，大力实施“头雁”工
程， 推动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
“一肩挑”；二是当“先锋”，当好脱
贫攻坚 “模范”， 实现党建与扶贫
“同频共振”。

“一年多来，我们最大的体会
是必须深入群众做大量思想工作，实

现贫困户‘要我脱贫’到‘我要脱
贫’的转变。 ” 柯亚永说。

据悉，作为省级贫困村，揖花
村在广东省林业局的定点帮扶、精
准扶贫下，短短四年实现蜕变。 目
前揖花村已打造六个产业作为推
动揖花村群众脱贫的根本之策，这
六大产业当中的“王牌军”当属养
鹅产业。

看着河里悠游自在的狮头鹅，
村里的贫困户莫凤霞说，因丈夫大
病失去劳动力，驻村队一直鼓励她
在村内参加黑狮头鹅养殖，也借此
学习养殖技能；同时还赠送缝纫机
让其在家缝衣服增加收入，实现稳
定脱贫。

谈到未来，柯亚永说：“我们将
以总书记提出的‘人民至上’为指
导原则，通过资金、政策扶持，推动
本村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增强产
业的持续发展动力，从而提升产业
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强揖
花村造血功能，进一步筑牢防止返
贫堤坝，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讲好脱
贫攻坚的‘广东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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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向，力之向往。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 脱贫攻坚事关基础民生，方
方面面、 各个环节都以贯彻人民至上，
把让人民群众是否受益作为检验工作
的主要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广东始终坚持把扶
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
遇：2009 年 -2015 年,广东实施两轮扶
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实行精
准施策、靶向疗法，累计减贫 247.6 万
人，率先完成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减贫
任务。 2016 年以来，累计近 160 万相对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4%以上的相对贫
困村达到出列标准，创造了解决相对贫
困的广东经验。

以人民为中心，在广东，产业扶贫
是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广东按照
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原则，用
好“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
展平台，加大县镇统筹开发力度，推广

“企业 （合作社）+ 基地 + 贫困户”模
式，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优势扶贫产
业。 目前全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3.6 万个，带动贫困户 62.8 万人，年人
均产业增收 2400 多元。

以人民为中心，广东长效脱贫的关
键之举是就业扶贫：通过加强珠三角与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劳务协作，健全“一
对一”帮扶机制，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
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促进了贫困劳动
力稳定就业。 目前广东累计创建“扶贫
车间”“扶贫工作坊”240 多个， 贫困劳
动力就业率 98%以上。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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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叫爸
爸‘华记’。 ” 张伟华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
儿子在作文《扶贫的爸爸》中这样写道。

70后的张伟华， 驻村前是珠海市公
安局拱北口岸三级警长， 曾担任特警；
2016年5月他成为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
镇架炮村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一线
工作至今。

架炮村总面积10.1平方公里， 下辖
26条自然村，全村共有1412户，农村人
口7798人。该村党支部书记黄国胜介绍，
由于贫困户户数多、人口多，村行政面积
较大，5年前的架炮村是所在镇任务最重
的一条村。

为此， 张伟华等珠海市公安局驻村
扶贫干部，迎难而上，充分运用多年来积
累的公安工作经验，总结出一套“看、听、
比、拍、填、记”的工作流程。 特别是在走
访中， 张伟华用拉家常的方式与村民细
心沟通， 得到了村民的充分认可和积极
配合， 顺利完成精准识别工作。 村民们
说，田间地头、养鸡场、种植基地都能看
到 “华记”的身影。

如今， 架炮村村民生活已发生变
化。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成为现实，家家户
户盖起了大房子， 水泥道路串起了村头
村尾，网络信号实现了村域全覆盖。

目前，架炮村全村125户442名贫困
户已达到 “八有 ”标准 ，实现稳定脱贫 。
2019年， 架炮村全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9700元、 相对贫困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14000元， 两者均较2016年翻
了3倍多。

山清水秀的架炮村有靠山面海的优
势， 同时拥有毗邻冼太夫人故里与千年
渔港博贺港两张“王牌”。 对于架炮村的
未来， 张伟华的想法是通过增设生态农
庄、旅居、农产品采摘等项目，以生态旅
游发展模式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通过建
设观光浏览农业园，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聚聚光光灯灯

大大局局观观

人民群众是否受益
是检验工作的标准

农业是阳
江市的传统产
业， 阳江围绕
“粤港澳大湾区
优质农产品生
产供应基地”的
目标优化产业
结构，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和产
量，成效显著。

据介绍， 阳江在
稳定 179 万亩粮食种

植面积、年产量近 60 万吨的
基础上， 重点建设 40 万亩规模化
优质丝苗米产业基地；大力打造面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 20 万亩优质蔬
菜生产基地。

“阳江谋划高质量发展， 集中
打造一批乡村产业振兴样板区，力
争将阳江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绿色农

副产品集散基地。 ”焦兰生说，阳江
深刻认识到农业产业振兴的重大意
义，整体谋划农业产业体系，走出
一条具有阳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道路。

阳江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契机，发展优质高效绿色现代农
业，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一一
三三”工程。 阳江扎实推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 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一批农业
知名品牌，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变美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 阳江成功创建 7 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80 个“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项目，12 家企业入选
供应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
全市各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达 103
家， 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440
家。

如果说顺势而为是汕头经济特
区过去 40 年取得靓丽成就的内在因
素，那么依势而变则将是汕头经济特
区再创新辉煌的关键所在。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和世界经
济衰退叠加影响， 不确定性加大，我
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郑剑戈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变局，党中
央、国务院处变不惊，从容应对，作出
了系列战略部署， 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 汕头接下来的工作将在抓紧抓实
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特
别是努力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
遇期， 把握好大变化催生的大机遇，
以特区之为谋汕头之变：

一是把握宏观政策机遇，加快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省域副中心城
市综合功能全面跃升。 以“两新一重”
建设为重点，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

设、综合开发运营和城市综合功能的
短板，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

二是把握产业洗牌机遇，加速产
业迭代更新， 打造东翼沿海经济带产
业发展主战场。重点依托华侨试验区、
高新区、临港产业区等，争取国家、省
重大产业项目布局， 特别是围绕构建
世界级沿海重化产业带， 谋划承接石
化产业链重大项目， 抓紧布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做大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 打造全产业链风电产业基
地。 同时，充分用好综合保税区、跨境
电商综试区等平台， 大力培育市场采
购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

三是把握生态治理机遇， 加快补
齐生态环境短板， 建设绿水青山美丽
汕头。 针对练江流域污染， 既打攻坚
战，又打持久战，全力攻克垃圾焚烧发
电厂、印染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三大山头”，统筹推进五大专
项行动严控污染源；全面铺开“四洗”
工作，坚持“清水入河、污水进厂、清污
分流”，完善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
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提高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 推进农
村雨污分流建设，确保全市 1157 个自
然村全面实现“源头截污、雨污分流”。

四是把握深化改革机遇，更好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活力
特区、和美侨乡、粤东明珠。 加快完成
政务服务管理改革、降低综合营商成
本、 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改革试点任
务，在全省率先创建营商环境建设示
范城市；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抓
落实的执行力， 坚决破除不想为、不
能为、不敢为、不善为、乱作为，切实
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推进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服务
有为、执行有力的高效政府。

地市 当家人

今 年 恰 逢
经济特区建立 40周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的汕头， 将如何扛起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打造现代化
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历史使
命？ 全国人大代表、汕头市市长郑
剑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汕头要立足大局大势，善于
识变、积极应变、主动谋变，推动特
区再出发，实现大发展、大变化。

畜牧业是阳江农村经济的重要
产业， 发展具有阳江特色的畜牧业，
既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促进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

焦兰生说，2020年阳江生猪出栏
任务为195万头， 这是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阳江压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 将目标细化分解到各县（市 、

区），督促各县（市、区）落实生猪年出
栏任务，把生猪年出栏任务作为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同
时， 阳江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出台的政
策，促进生猪生产加快恢复。 落实国家
有关的养殖用地政策，做好养殖用地保
障工作，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办理设
施用地备案和林地使用审批手续。

当前，阳江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
型升级， 着力推动“四个转型升级”
（小散养殖向规 模 化 标准化养殖转
型、 泔水养殖向科学养殖转型、 小型
屠宰厂点向一体化现代化屠宰企业转
型、调活猪向调猪肉转型）。 同时，阳
江完善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对粪污实
行资源化利用，解决养殖污染问题。

稳定生猪产能推动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阳江市委书记焦兰生：

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

代 的 大 潮 涌 向 了 汕
头———经国务院批准，汕
头经济特区在市郊龙湖
约 1.6 平方公里的荒地
上顺利诞生。 自此，汕头
特区在人多地少、 远离
经济发展核心区等不利
条件下开始了“摸着石
头过河”的艰辛创业。

“汕头作为首批成立
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以‘杀出一条
血路’的勇气，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
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实现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郑剑戈说，汕头经济特区 40 年
来坚持锐意改革， 坚持对外开放，实
行“引进来、走出去”，大力发挥侨乡、
港口和商贸优势，率先运用国内外资
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全
方位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迎来不惑之年的汕头经济
特区，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发展
成就：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GDP 增长
95.7 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8.8 倍；滨海
城市架构基本形成，社会事业蓬勃发
展。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 ”1990 年，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谷牧在汕头挥毫写下北宋改革家
王安石的诗句，概括了特区的创办过
程， 而这也是汕头经济特区 40 年来
发展的真实写照。

步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的汕头
经济特区，如今又肩负起建设省域副
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
要发展极的历史使命，正围绕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 以成功获得
2021 年第三届亚青会举办权为契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
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
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汕头市市长郑剑戈：

以特区之为主动谋变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他们原是警察、“书生”，如今他们奔走在扶贫路上，以实际行动
讲好脱贫攻坚的“广东故事”

跨界扶贫照亮百姓脱贫路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鹅，鹅，鹅
唱出扶贫新歌

用“火眼金睛”
发现群众困难

阳江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归根到
底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据悉，2016年以来， 阳江精准施
策， 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30多亿
元，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截至
2020年4月底，阳江全市3.7万户贫困
户7.6万名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
贫标准实现脱贫、88个相对贫困村全

部达到退出标准实现出列。
焦兰生说， 阳江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决定性成效， 但巩固工作仍十分艰
巨。 阳江将组织开展全方位的脱贫攻
坚“回头看”，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
监测帮扶机制， 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成色和质量。

他表示，阳江还将进一步加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让良好生态、优美

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大力发
展现代特色农业，加快构建“一县一
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建设好现
代农业产业园，积极主动对接“双区”
大市场，打造“菜篮子”“果盘子”“米
袋子”“水缸子”工程。 阳江将推进进脱脱
贫贫攻攻坚坚与与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有有效效衔衔接接，，继继续续
推推动动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政政策策优优先先在在相相对对贫贫困困
村村落落地地落落实实，， 切切实实改改善善农农村村面面貌貌、、实实
现现共共同同富富裕裕。。

增加农民收入共筑绿色家园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百倍谈成就

谈发展谈畜牧业

谈乡村振兴

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谈种植业

把握四大战略机遇谋汕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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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实践

2016 年以来，广东累计近
16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94%以上的相对贫困村达
到出列标准， 创造了解决相对
贫困的广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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