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 荣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49 户 171
人全部退出，脱贫率达 100%；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3440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2197 元； 村集体收入从 2015 年的
3100 元增至 2019 年的 180000 元。

●村里新建一栋 360 平方米的三层
村级活动场所，新建 900 平方米荣华小学
综合楼； 完成村道全面硬底化达 9 公里，
完成水利工程建设 1.4 公里 ， 正在新修
2.73 公里；新建 1000 平方米文体广场。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携妻驻村帮扶“小家”“大家”两全
羊城晚报： 在现有的扶贫产

业和项目之外 ， 未来雅色村还有
哪些发展规划？

龚正东： 我们计划在村里新
建两栋楼 ， 分别打造党员培训基
地和艺术家工作室 。 雅色村是扶
贫一线 ， 在这里建设党建为主的
培训基地 ， 可以让党员们实地观
摩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 艺术家
工作室则是因为结对帮扶单位下
设有专门的艺术运营公司 ， 有平
台和资源 ，村里环境舒适 ，提供场

地即可。
羊城晚报： 听说您妻子也一

起从深圳来到了古竹镇？
龚正东： 当时我被选派来河

源扶贫，我爱人是十分支持的。 为
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 ，做好 “后勤
保障 ”，她就跟我一起过来了 。 平
时下班回到家有口热饭吃 ， 在家
里两人能聊聊天 ， 虽然身处陌生
的地方 ， 却很温馨 。 来到这里之
后 ，她觉得这儿的空气 、环境非常
好，很宜居，都不想回去了。

孟夏时节， 当记者来到位于
河源市江东新区的古竹镇雅色村
时， 映入眼帘的党群服务中心小
楼，透着一股崭新的气息。“楼是
去年新建的。 以前村委会是几间
小平房，办公条件很差。 ”雅色村
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曾广平
告诉记者， 自从 2016 年 5 月深
圳报业集团驻村帮扶以来， 在党
建引领下，雅色村村容村貌、民生
设施、产业发展、消费扶贫等方面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大概是从 2017 年开始，脱
贫工作初见成效，村里变化明显。
村道扩宽，装了路灯，也修了桥，
村容村貌大大改善。 ”曾广平说，
他在村里工作了十几年， 一直为
发展问题犯愁。 近年在精准扶贫
政策支持下， 他切身感受到雅色
村的变化，有了新的目标和奔头。

兴建葡萄园稳步增收
四年前的雅色村， 贫困户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仅为 6000 多
元，集体经济薄弱。 对此，帮扶单
位向江东新区产业园投资 150 万
元， 其中 100 万元为贫困户增收
投资资金，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每人每年增加固定收入 4000
元；另 50 万元为雅色村增加集体
收入投资资金， 让村里每年增加
收入 75000 元。

“有了基本的收入保障，下一
步就是依靠产业扶贫来实现稳
定、长效的脱贫。 ”雅色村驻村第
一书记龚正东告诉记者， 雅色村
成立竹雅经济合作社， 与嘉汉林
业、 东江农夫生态农业公司共同
投资兴建了葡萄园。“葡萄园在
2019 年建成并已下苗， 品种以

‘阳光玫瑰’为主，成熟后预计收
益可达百万元以上。 ”龚正东说，
目前葡萄园第一期 100 亩基础设
施已建好，今年开始试挂果，预计
丰产期葡萄亩产达 1000 公斤 ，
每亩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约 6 万
元。 葡萄园的总体规划是建设
300 亩现代农业基地， 全面打造
中高端品牌“江东葡萄”。

记者在葡萄园的大棚内还看
到一大片圣女果。据了解，为有效
利用土地、增加收益，葡萄园内搭
了 20 个大棚种植草莓和圣女果，
这两种优质产品均已实现产出。

“葡萄要三年以后才能丰收丰产，
目前是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 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 我们又种植
了 10 亩草莓和圣女果，这样能保
证一年四季都有果子摘， 下半年
计划增种至 20 亩。 ” 曾广平说，
种植园以租赁方式向拥有土地的
农户支付租金， 每亩租金约 900
元 / 年， 此外村集体按照占股比
例还有利润分红，“种植园为村里
贫困户和村民提供了十几个工作
岗位，带贫益贫能力较强。 ”

记者了解到， 村里还开辟了
中草药种植基地，也以土地租金、
利润分红的方式为村民和村集体
带来收益，同时帮助贫困户 10 人
就业。此外，帮扶单位为贫困户每
户每年购买 100 只鸡苗， 还为有
意愿和能力的贫困户提供牛崽，
让他们通过养殖增收。

扶贫落实到每一个人
精准帮扶因户施策， 使脱贫

攻坚措施落实到每一个人。
雅色村村民钟仿明身体残

疾，妻子也无固定工作，两个孩子
正上学。 2016 年，一家四口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钟仿明告
诉记者， 他从 2011 年开始养鸽
子，但那时他的鸽子品种一般，数
量也少，2016 年精准扶贫开展以
来， 扶贫干部了解到他有养鸽子
的技能后， 便帮他从深圳光明农
场采购优质种鸽。

记者在布满鸽笼的鸽场看
到，每个笼子里各有两只鸽子，长
势颇好。“鸽子出生 22 天 -25 天
后可作为乳鸽出售 ，10 天卖一
次。 之前都是商贩上门收购、批
发， 月收入三四千元。 ” 钟仿明
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商贩不来
了，鸽子也滞销了，家里顿时失去
了经济来源。

眼见鸽子从乳鸽长成了中
鸽，价格不断下跌且无销路，钟仿
明向驻村扶贫工作队寻求帮助。
龚正东把这一情况通过镇上报到
区里后，江东新区快速响应，通过
微信群、朋友圈发动社会力量，在
不到一天时间内就把钟仿明滞销
的 460 只鸽子抢购一空， 还有人
提出希望他能长期供货。“没想到
疫情还使我打开新的销售渠道，
真的很感谢扶贫政策， 感谢扶贫
工作人员。 ”钟仿明说。

未来将打造田园综合体
站在雅色村，可以眺望到不远

处的越王山风景区。 目前，雅色村
产业尚处于规模化发展初期，第一
产业仍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依托毗邻越王山风景区的优
势，古竹镇正在新建一条通往越王
山的旅游观光道，吸引周边游客到
雅色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后期
还计划全面开发特色民宿、休闲农
庄等旅游资源，发展生态观光型现
代化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

古竹镇党委副书记杜宇波告
诉记者， 由于镇内多个村庄靠近
越王山风景区，需统一规划，避免
同质化现象， 谋求共同发展：“未
来的发展规划中， 雅色村乃至全
镇各村不再是单一的第一产业，
而是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 如特
色农业、种植产业、休闲农庄、民
宿等多元化结合。 ”

河源
江东新区雅色村
江东葡萄致富果
种出醉人新生活

2020年 5 月 29 日 / 星期五 /�要闻部主编 / 责编 陆德洁 /�美编 李焕菲 /�校对 李红雨 A10-A11

对对话话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2016年至2019年 ，有9

户贫困户进行了危房重建 ，
目前所有贫困户均有安全住
房； 所有贫困户家中均通电
有水 ； 有电视看 、 手机可上
网 ；养老 、教育 、医疗都得到
政府兜底支持。

● 2019 年底 ，全村贫困
人口 21 户 83 人均已实现
“两 不 愁 三 保 障 ”， 并 达 到
“八有”标准，100%脱贫。

● 2020 年 2 月 17 日，河
源市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了雅色村退出相对贫困村的
申请。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徐扬扬

从汕尾市陆河县县城向南出发，沿着
蜿蜒的山路行驶近 30 公里， 便抵达了依
山傍水的小山村联安。 在这个国家级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里，体育休闲运动设施随处
可见，利用这些设备健身的村民更是络绎
不绝。 自 2016 年广东省体育局定点帮扶
后，这个贫困的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扶出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2016 年前，联安村的不少村民都生活

在贫困之中。除交通不便外，造成困顿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村子缺乏特色产业。

没有产业支撑，单纯的经济扶贫好比
无源之水。 省体育局提出“体育 + 旅游 +
产业共建”帮扶模式，恰是为联安村挖了
一个活水不断的“泉眼”。 2017 年，在省体
育局的不懈努力下，联安村成为了全国首
批 96 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之一。
这张独特的名片，使联安村的发展有了真
正的依托。

绿道建成后， 在省体育局的牵头组
织下，联安村先后承办了乡村徒步、乡村
骑行、乡村马拉松赛等赛事活动。 这些大
赛不仅提升了联安村乃至整个陆河县的
知名度， 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好。

61 岁的张德浩便是受益者之一。 此
前的联安村经济落后 、道路不通 ，老张

不仅没有结婚 ， 还住在危房里，生
活看不到希望。 在精准扶贫

政策的帮助下， 村里

为他翻新了房子 ，并将其中一间改造为
乡村便利店。 2018 年，陆河（联安）乡村
半程马拉松赛在联安村举办，无数选手
和游客来到了他的小店 。“比赛那天我
的店都要被‘挤爆’了，一天的营业额就
有 1000 多元。 ”张德浩笑得合不拢嘴 。
如今 ，他不仅生活越过越好 ，还如愿找
到了老伴。

多一个篮球场，少十张麻将台
联安村下属有四个自然村，每个村都

有户外篮球场及健身器材，绿道环绕。 在
联安村，村民们使用体育设施健身的场景
随处可见。 用联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佐年的话说，就是“多一个篮球场，
少十张麻将台”。 体育设施落地后，聚集打
麻将的村民少了，健身的村民多了，篮球
场傍晚还有跳广场舞的人群———村民的
精神面貌与过往大不一样了，这正是体育
帮扶的独特魅力。

除了修建体育设施、举办体育赛事带
动联安发展之外，省体育局还组织实施就
业扶贫和消费扶贫两项有力举措，确保联
安村脱贫奔康“不掉队”。

在就业扶贫方面，省体育局积极组织
贫困户参加各项技能培训，让他们尽可能
拥有自主脱贫的能力。 省体育局各直属单
位需要不少安保和保洁岗位，这些岗位优
先对联安村的贫困户开放。

在消费扶贫方面，扶贫工作队经过调
研，在联安村建起了火龙果种植基地。 目
前，该村火龙果年产量达 12 万斤左右，村

里贫困户到火龙果基地工作， 每天收入
80 元。 省体育局还将安排体育系统的训
练基地饭堂以及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这些
火龙果，通过消费扶贫实现联安村集体经
济增收。

如今，联安村已然一扫几年前贫困的
景象。 越来越多赛事走进这里，知名度的
提升带来更多游客和收入。 一系列扎实的
长效帮扶举措，让村民脱贫致富的底气和
信心越来越足。

汕尾陆河县联安村
赛事带旺乡村游 体育引领新风尚

挖潜力补短板
“体育 +”促振兴

邓欢欢是省足球中心副主任 ，也
是广东省体育局驻联安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和第一书记 。 他与陆河有缘 ，
2006 年就参加了 “十百千万干部下
基层 ”工作 ，到陆河县螺溪镇欧东村
驻村扶贫一年。 去年，他又重返陆河，
只是地点换成了新田镇联安村。

羊城晚报： 这一年驻村帮扶 ，有
何收获和体会？

邓欢欢：经过帮扶 ，联安村已于
2019 年底实现贫困户和贫困村提前
摘掉贫困“帽”。今年，脱贫攻坚收官，
如何建立健全长效 、可持续发展的机
制至关重要。 我们要在巩固帮扶成果
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体育扶贫的优
势及特色，做好乡村振兴衔接工作。

羊城晚报：能否谈谈下一步的工
作思路和重点？

邓欢欢：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
扶贫工作 “四个不摘 ”的重要要求 ，坚
持“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 、摘
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 ”，以高标
准、严要求 、争先进为目标 ，进一步挖
潜力 、补短板 ，从建立阵地 、培育人
才 、健全机制着力 ，充分发挥体育帮
扶的资源和优势 ，帮村 、扶镇 、援县 ，
彰显 “体育+”特色 ，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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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五华县棉洋镇荣华村，毗邻揭阳
市揭西县，周围群山环绕，并无特色资源。
近年来，荣华村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挂点帮扶下， 通过教育扶贫、种
养殖扶贫和产业园“造血”式扶贫，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真正迈向“荣华”。

新建教学楼，扶贫先扶智
“教学楼非常简陋，还是砖混结构，当

年兴建时由于资金不足，有一栋教学楼只
建到两层半，最后成了烂尾楼……”荣华
小学老校长古超玲说起办学条件时，一脸
无奈。 她介绍，荣华小学是村里唯一的学
校，建校 30 多年，目前有 120 名学生、10
名老师，由于教学配套场所不足，根本满
足不了师生需求。

广晟公司驻村第一书记蔡春杰了解
到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一方面要弄清楚
教学楼烂尾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要筹
集资金、与村民沟通让出土地以新扩建教
学楼。“扶贫最重要的是扶志和扶智，解决
小学教学楼问题对荣华村村民来说是代
代受益的事。 ”蔡春杰说。 然而，一些村民
思想不通，不愿意让土地，还有村民觉得
现存的教学楼还能用，没必要新建。

思想问题不解决，群众心里不舒服，项
目推进也困难。为了让村民放下眼前利益，
看得更长远， 蔡春杰和荣华村党支部书记
陈运城商量， 发动村里的党员一起做村民
思想工作。“通过党员带动，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村民慢慢就理解了，最终拿出土地支
持学校的建设。 ”陈运城告诉记者。

土地问题解决， 广晟公司马上筹资

238 万元新建荣华小学 900 平方米综合
楼。 该楼除了教室外，还设计有阅览室、图
书室、饭堂等。 此外，还将对篮球场和学校
围墙等进行升级。 目前，荣华小学新教学
楼建设已进入装修阶段，预计一个半月内
完工。 今年 9 月，师生们就可以用上崭新
的教学楼了。

“合作社 + 农户”，发展种养殖
早上 6 点多， 贫困户张曲梅就来到养

鸭棚忙碌开来。虽然重活干不了，但拿饲料
喂喂鸭子她还是可以做得到。“2017 年时，
我外出打工摔伤了盆骨，治疗花了 30 多万
元，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在读中学。 ”张曲梅
说，那时，躺在病床上的她心里很绝望，不
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所幸，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让她重新“站”了起来。

“村干部跟我们说后，我们按照程序
和条件把张曲梅列为贫困户，帮她制定了
养鸭和养鱼的帮扶措施，同时资助她的三
个小孩上学。 ”蔡春杰介绍，驻村扶贫工作
队拿出 2 万元作为张曲梅发展养殖产业
的启动资金，帮她做了产业投资的评估分
析，并通过担保申请了 3 万元免息小额贷
款。 张曲梅将资金投入到与堂兄合作的养
鸭和养鱼产业，目前已发展到 3000 只鸭、
7 亩鱼塘和 20 亩茶叶的规模，年收入达 6
万元以上。

“荣华村没有特别的资源，但村民有
种茶的传统。 通过调研，我们去年开始引
导村民发展茶叶种植，以此来提高村民收
入。 ”蔡春杰说，村里还成立了以党员为致
富带头人的专业合作社， 进行集中种植，

通过“党支部 + 合作社 + 产业扶贫”模
式，发展了 150 亩茶园，带动有劳动力、有
山地的贫困户和农户加入茶叶种植。 同
时，组建了烤烟种植、山地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 目前村里有烤烟种植 200 多亩、山
地鸡养殖约 7000 只。

在荣华村 S238 国道旁 ， 一个占地
300 平方米、 设计为四层的广晟扶贫产业
园正在兴建。“整个工期大概 10 月完成。”
蔡春杰告诉记者，该产业园是广晟公司巩
固荣华村脱贫攻坚成效的一个重要抓手，
共投资 300 万元，建成后一楼将设茶叶展
销大厅和电商平台， 二至四楼为炒茶、茶
叶包装等加工车间。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 广晟公司还
投入 100 万元参与五华县琴江新城项
目，每年可获 10 万元收益返还，将连续
15 年保障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长期稳定的
来源。

梅州五华县荣华村
扶贫扶志加扶智 多元造血拔穷根

驻村要沉下身心
与村民打成一片

羊城晚报： 您觉得驻村扶贫的
难点是什么？

蔡春杰：我驻荣华村已经到第
四个年头 。 在我看来 ，作为扶贫干
部最难的就是要调整心态和工作
方法 ，要沉下身心与村民 、贫困户
打成一片 ，这是双向的思想观念更
新和工作技巧提升的过程。 要敢于
担当 、要耐心细致 ，真心实意扎扎
实实地做事 ， 同时要遵守纪律 、合
法合规地推进工作。

羊城晚报：帮扶单位在健全扶
贫机制 、防 止 “返 贫 ”方 面 有 什 么
举措 ？

蔡春杰：广晟公司党委高度重
视精准扶贫工作 ，在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 ， 加大对荣华村的帮扶力度 ，
“扶上马送一程 ”， 投入帮扶资金
1400 万元 ，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兴
建茶叶加工厂 、产业园 ，巩固脱贫
成果 。 同时 ，投入起始资金 200 万
元 ，设立荣华村扶贫保障基金 。 该
资金投放到广晟公司下属企业广
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收益用
于村民因学致贫 、因病致贫和其他
突发事件的困难救助 ，对于建立脱
贫的长效机制 、打造 “永不撤退的
工作队”有重大意义。

对对话话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截至 2019 年底 ，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66 户 259 人全部达到贫困户
脱贫 “八有 ”标准 ，联安村达到贫困村
脱 贫 十 项 标 准 ， 提 前 实 现 了 两 个
100%脱贫摘帽的目标。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帮扶
前 的 不 足 4000 元 提 高 到 1.1021 万
元 ；同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600
元提高到 1.7604 万元。

●自 2016 年以来 ，省体育局合计
投入超过 4600 万元用于陆河县、镇、
村三级对口帮扶工作 。 2016 年以来 ，
省体育局直接主办或指导陆河举办各
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30 多项次 ，参
赛人数超过 16000 人次，现场观赛人
数超过 20 万人次。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通讯员 张炳锋 潘玮玲

联安村村民使用体育设施健身 郝浩宇 摄 荣华村村民通过种植茶叶脱贫增收
危健峰 摄 雅色村毗邻越王山，未来着力打造田园综合体 黄翔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