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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变养鸡能手
日子越过越“舒展”了
刚卖了一批肉鸡，谢木英（见下图）还没

歇上几天， 新一批近 2 万只鸡苗又进场了。
毛茸茸的鸡苗最需小心呵护， 清扫鸡仓、保
温、喂食……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谢木英生活在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河
口寨村，多年前因丈夫下了岗，家里三个孩
子都在读书，一家五口靠着几亩果树艰难过
日子。“最难的时候是在 2013 年前后，三个
孩子陆续上了高中， 学费都是东拼西凑来
的。”要强的谢木英总想着改变自己的生活，
但没资金、没技术、没门路让她一筹莫展。

直到 2016 年， 驻村扶贫干部的到来让
谢木英看到了希望。“我之前养过鸡，最大
的梦想就是建一个鸡场。 ”面对上门了解情
况的扶贫干部， 谢木英勇敢表达了自己的
想法。

根据谢木英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扶
贫干部帮助她申请到妇女创业贷款和扶贫
贴息贷款共 8 万元，谢木英又自己想办法筹
了些钱， 于 2017 年与温氏公司合作发展养
鸡项目。“我把几亩果树都砍掉了，用了这笔
资本修整了鸡场，再去找温氏要鸡苗、学技
术。 2017 年 9 月，我就进了第一批共 1.5 万
只鸡。 ”

金融扶贫解决了谢木英生产资金不足
的问题，温氏“公司 + 农户”模式包技术指
导、包回购，又解决了缺乏技术和门路的问
题。 2019 年， 谢木英养三批鸡的收入就近
30 万元。

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民们，提起谢
木英总是竖起大拇指：“她能有今天的成绩，
跟她的勤劳分不开。 ”

记者看到，谢木英身形纤瘦，但干起活
来非常麻利。 连续养了三年鸡，对于养鸡的
各个环节，她早已了然于心。“养鸡真的是个
辛苦活，需要 24 小时值守。”在鸡场旁边，她

还搭了一间简易住房， 晚上和老伴轮
流值守， 鸡场有些什么动静都得

起身看看。
三年多的辛勤耕耘，谢

木英一家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养鸡收入，加上多
个扶贫产业项目分红，三
个小孩又相继毕业走上
工作岗位，一家人的日子
越过越“舒展”了。“家里
的房子还想再好好修一
下 ， 买车的梦想也 不 远

了！ ”谢木英开怀笑道。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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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
通讯员 李巧珍 李康

全省首批28个农村电商
基层示范站授牌

年内培育逾万名
农村电商带头人
26 日，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联合农业农村厅在潮州市饶平县
举办全省农村电商工作推进会，并为
“E 网兴农”农村电商示范站揭牌、为
全省首批 28 个农村电商基层示范站
统一授牌。

今后广东“农村电商 ”工程将如
何开展？会上给出了明确答案：广东
将实施 “百园万站 ”行动 ，建设一批
农村电商产业园和示范站 ， 用 3-5
年时间 ， 在全省 122 个县区或中心
镇都建设一个农村电商产业园 ，在
全省 19732 个行政村都建设一个农
村电商示范站 ，打通农村电商 “人 、
品 、网 、店 ”全 链 条 ，推 进 “农 村 电
商 ”与 “粤菜师傅 ”“南粤家政 ”等工
程以及当地特色产业对接。

在培育电商人才队伍方面 ，广
东将扶持技工院校开设电子商务专
业，扩大农村电商培训规模；组织开
展精英训练营和带头人提升班 ，年
内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 10000 名以
上， 带动农村电商人才队伍规模质
量全面提升。

·周聪 粤仁宣·

头头雁雁日日记记

三三轮轮造造血血助助力力““老老弱弱病病残残贫贫””村村蜕蜕变变
讲述人 博罗县麻陂镇塘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职勇

记录时间 5 月 26 日 整理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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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产业叠加
低保户收入水涨船高
韶关市新丰县下埔村的脱贫路， 有一条

重要途径：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产业资源、文
化资源等资源，撬动致富奔康“杠杆”。

低保户潘社助一家， 就是因多元产业带
动而翻身“逆袭”的典型。

今年已 78 岁的老潘 ， 有肢体三级残
疾， 此前生活困苦， 都是靠老婆潘嫂维持
一家生计 。 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到情况
后， 从多个方面帮扶潘社助一家， 使他们
的生活出现转机。

去年， 扶贫工作队请潘嫂做了村里的一
名保洁员。 每天，她骑着三轮车做绿化管理、
转运垃圾，动作麻利又能吃苦。 这样下来，每
个月就有了 1800 元的保洁工资收入。

光是这点钱还不足以过上好日子。 很
快， 村里又把潘嫂安排到奇异果基地工作，
并鼓励她加入“奇异果合作社”， 种起了 10
亩奇异果。 按照每亩至少 3000 元的收入，这
一进项一年就有 3 万元。

同时， 老潘家还养了 20 多箱蜜蜂和 60
只鸡。 蜜蜂一年产两次蜜糖，基本不愁销路，
稳稳带来逾万元收入。

老潘的家就在村里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里，来这里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不用
出远门，他直接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久
而久之，还有人慕名而来，直接到他家去买
蜂蜜。

下埔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潘静雯
说：“老潘一家的收入现在挺厉害的！ 一年下
来收入五六万元不成问题。 ”

村里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开花结果， 相辅
相成。 像老潘一家这样的贫困户，收入也“水
涨船高”，再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了。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博罗县罗阳街道田牌村山
清水秀，瓜果飘香。村中有个集
餐饮、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田牌
湖公园。绕着湖边，还有美丽的
环湖栈道，人们不由地赞叹：这
哪里像村庄，简直是旅游景区！

田牌村毗邻象头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该村
加大村庄规划整治力度，积极
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发
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休
闲旅游。

环境整治是重要一环。 田
牌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何日胜说， 没有村庄环境的改
造， 就没有接下来的产业规划
和发展。为此，田牌村与各家各

户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书，并
在全村 9 个小组设置了 20 多
个垃圾收集池， 聘请专门环卫
人员进行常态化保洁。

生态环境好了， 项目自动
找上门。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
该村引进了“花为你开”AAA
旅游景区项目，为田牌村打造
靓丽的旅游名片。 据悉，田牌
村乡村旅游项目计划投入资
金约 1.5 亿元， 以 3A 景区为
定位、 以 4A 景区为标准开发
建设集客家农耕文化、健康养
生、红色教育 、山茶文化为一
体的多功能 、复合型 、创新型
乡村旅游综合体。 景区运营
后， 将成为博罗县

首个在农村打造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带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增加村民收入 ，还能解
决就业问题，提升土地利用率
和使用价值。

田牌村是博罗乡村旅游发
展的一个缩影。 博罗县乡村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 具有旅游开
发潜力的乡村旅游资源较多。
近年来， 博罗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得到了蓬勃发展， 优先吸
纳贫困户“家门口”就业，带动
贫困户稳定增收。

从前 ， 人们提起塘尾村 ，
便是五个字———“老 、弱 、病 、
残、尾（贫）”。尽管在驻村前做
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我撸起袖
子打算大干一场时 ，却发现眼
前景象要比我想象的更加艰
难 。 贫困户李应森是典型的
“老弱病残 ”户 ，媳妇 、小孩都
患有精神病 ， 生活十分困苦 。
“如果不是看到小孙女 ， 生活
一点意思都没有 。 ”老人的话
刺痛了我的心。

驻村后， 我发现村里的产
业较单一， 村民勤劳致富的氛
围不浓厚。 脱贫攻坚，归根结底
要激活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
能。 因此，我们着重推进评选脱
贫先进、打造产业品牌、培育致

富带头人“三轮造血”。
我们评选 “最美勤劳致富

户 ”， 激励贫困户从 “要我脱
贫 ”到 “我 要 脱 贫 ”的 思 想 转
变 。 村民李新强 ，便是其中的
典型。 双亲重病卧床一度拖垮
了这个七口之家 ，幸而 ，他靠
着自己的辛勤劳作 ，把手中的
扶贫款项像滚雪球般越滚越
大 ，成为了村里的 “最美勤劳
致富户”。 目前，全村已评选出
28 名 “最美勤劳致富户 ”，彰
显乡村振兴的榜样力量。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于产业
振兴的新业态 、新动能 。 经调
研 ，我们发现塘尾村背靠国营
林场鸡笼山 ， 鱼类品种丰富 ，
是中国斗鱼的原产地 。 为此 ，

驻村扶贫工作队积极争取帮
扶单位支持 ，解决启动资金 5
万元 ， 并动员 10 名有养殖斗
鱼经验的村民成立斗鱼养殖
合作社 ，着力打造 “中国斗鱼
之乡”项目品牌。

扶贫先扶志 ， 脱贫靠精
神。 在一次与村里一位八十多
岁的老党员交流时 ，我了解到
塘尾村有着历史悠久的醒狮
表演传统习俗 。 于是 ，我们筹
集经费 ，购置了一整套醒狮装
备 ，把停摆了二十多年的塘尾
醒狮队重新组建起来 。 如今 ，
每逢村里有重大节日活动 ，锣
鼓声声 ，醒狮舞动 ，无形中凝
聚了村民的精气神。

针对全村留守妇孺居多

的特点 ，我们还组织 “美妈妈 ”
广场舞比赛 ， 进一步凝聚民
心 ，和谐邻里关系 。 在欢快的
舞曲中，近 229 名村民还成为
“美星志愿者 ”。 星级评选 、享
受指定商场购物优惠等新颖
惠民活动 ，调动了村民争先恐
后当 “志愿者 ”的热情 ，共同营
造干净整洁 、美丽宜居的新农
村人居环境。

有心人 ，天不负 。 这一整
套扶贫 “组合拳 ”，使扶贫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 截至目前 ，全
村 贫 困 户 45 户 130 人 已 全
部脱贫 ，李应森一家也逐渐走
出困顿 。 每次遇到 ，他都会拉
着我们的手说 ：“感谢 ！ 感谢 ！
摘点青菜送给你们吃。 ”

惠州博罗：脱贫攻坚、厚惠民生不止于 100%摘帽

特色产业+生态旅游
打好振兴“组合拳”

走进惠州博罗县
罗阳街道田牌村，道路
两旁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犹如漫步在清新的
生态田园画卷。村民陈
女士在村里经营餐饮
店， 随着游人越来越
多，她家的生意越来越
好。“生活舒适， 钱包
鼓了， 笑容多了”，这
是不少博罗乡亲的切
身感受。

5月下旬， 羊城晚
报记者走访博罗县多
个乡村，只见处处涌动
着脱贫攻坚的热潮。通
过一整套扶贫“组合
拳”， 博罗在脱贫致富
路上交出了亮眼的答
卷。截至目前，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4179户
7972人已实现 100%
脱贫，7个省定相对贫
困村均达到退出标准，
于2019年底摘帽出列。

博罗县麻陂镇塘尾村里，
农田中一片忙碌景象， 村民们
正忙着种植艾草。 这是该村村
委与一家中药材企业合作的扶
贫项目，计划开发全村 40 亩土
地用于艾草种植。

塘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职
勇告诉记者， 该项目由公司提
供种苗、技术指导和肥料，村里
通过把村民小组的土地盘整起
来，由脱贫致富带头人承包，组
织贫困户劳动力种植， 种好后
再由企业收购。 据测算，这 40
亩地预计带来二三十万元收
益， 主要解决了当地贫困户就
业的问题。

此外，塘尾村还在推动另一
个产业扶贫项目———“米舍民
宿”。 原来， 村里有一排废弃房

屋，旁边有河流、鱼塘，环境条件
较好，该村准备将废弃房升级改
造为民宿。“目前正推进土地征
收，并争取扶贫资金。（项目）建
成之后，民宿团队每年会返还一
定资金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同
时也将为本地村民提供就业机
会。 ”陈职勇说。

“2016 年之前，今天做、今
天花都不够。 现在生活算是无
忧无虑，每天都有收入，一年下
来大概有 10 万元。 ”李新强曾
是塘尾村的贫困户， 经过一系
列帮扶， 他开办了自己的大米
加工厂，年收入近 10 万元。 如
今的塘尾村， 越来越多像李新
强这样的贫困户怀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凭着勤劳的双手走
上脱贫致富路。据悉，该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45 户 130 人已全
部退出，村集体收入由 2015 年
的 0.64 万元增至 2019 年的
39.54 万元，实现了“后队变前
队”的目标。

发展产业项目是脱贫攻坚
的核心。近年来，博罗县各镇村
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
社，全力推进“企业（合作社）+
基地 + 贫困户” 模式， 建立健
全贫困户长效增收和利益联结
机制，带动贫困户增收。截至目
前， 博罗县共发动农业龙头企
业、 专业种植合作社 17 家，与
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产供销协
议 194 份； 专项扶贫资金共
7620 万元已全部拨付使用；三
年来， 全县有劳动力贫困人口
年人均分红 1051.69 元。

密码 ：“生态 +” 博罗将添首个农村 AAA 景区2

省总工会鼓励各级工会
发“消费扶贫爱心卡”

拟投 1000万元
开展消费扶贫
日前，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扶

贫办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
行动的通知》，鼓励各级工会为职工
办理“消费扶贫爱心卡”。 持卡人在
指定活动期内， 使用该卡在特定扶
贫商户消费即可享受优惠 。 省总工
会还计划投入 1000 万元专项资金 ，
引导工会会员购买扶贫专区产品。

《通知 》提出 ，全省各级工会在
落实 《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实施细则》 规定的职工集体福利
开支支出限额标准内 ， 今年未支出
的职工集体福利额度的 50%， 应优
先通过交易市场网站 、 交易市场
APP、中国社会扶贫网 、农行扶贫商
城交易市场专区 、 各单位对口扶贫
点等统一购买扶（带）贫农产品。

为进一步助力消费扶贫 ， 省总
工会计划投入 1000 万元专项资金 ，
利用省总工会官方 APP“粤工惠 ”平
台链接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
易网等扶贫电商平台 ， 构建网上扶
贫专区； 组织消费扶贫为主题的线
上活动 ，向 “粤工惠 ”APP 实名注册
的工会会员发放专项 “满减 ” 消费
券 ，引导会员购买扶贫专区产品。

·周聪·

4648名贫困儿童
获“守护成长保险”

“最近家里情况怎么样？ 如果平
时有什么困难 ， 可以寻求当地妇联
的帮助 。 ”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
际， 广东省妇联一级巡视员孙小华
走进了云浮市云城区腰古 镇 三 户
“童·奔康”公益行动受助贫困家庭。

26 日，广东省妇联在云浮市举办
“童·奔康”———广东省关爱贫困地区
儿童助力决胜脱贫攻坚公益行动推
进会。 汕头、肇庆、茂名等多地也同步
举办“童·奔康”公益行动儿童保障卡
发放仪式暨六一关爱行动。

据悉，“童·奔康 ”公益行动是省
妇女联合会 、 省扶贫办结合广东脱
贫攻坚实际，从教育扶贫入手 ，为贫
困儿童的学业 、 健康以及儿童监护
人提供多层面保障的精准 扶 贫 项
目。行动自 4 月中旬正式启动，为全
省 4648 名 14 周岁以下贫困儿童量
身定制 “守护成长保险 ”，每人标准
为 2000 元，总保障额达 3.38 亿元。

·王楠·

广东 12 镇打造
农业产业强镇
聚焦主导产业，带动乡村

产业转型升级
26 日 ，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

政部办公厅公布 2020 年农业产业
强镇建设名单的通知， 确定 259 个
镇 (乡 )开展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 其
中 ，广东中山市黄圃镇 、广州市从
化区太平镇 、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
等 12 个镇入选。

通知称 ，聚焦主导产业 ，推进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 要紧扣乡村
产业振兴目标 ， 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 求 ，聚 焦 镇 （乡 ）1 -2 个 农 业 主
导产业 ，聚集资源要素 ，强化创新
引领 ，加快全产业链建设 、全价值
链开发 ，着力支持提升生产基地 、
仓储保鲜 、 加工营销等设施装备
水平 ，培育产业融合主体 ，创新利
益联结机制 ，持续助力脱贫攻坚 ，
打造主导产业突出 、 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 、创新创业活跃 、产村产
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镇 ， 示范带
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

·中新·

陈职勇 （左一 ）和村民一起
研究消费扶贫销售黑米情况

博罗县塘尾村村民辛勤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