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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次性卖出17头猪，净收入37400元；
猪栏里还有已被预定、 即将出栏的生猪30头，
保守估计收入有6万多元， 加上几亩蔬菜的收
入，盘算着上半年净收入10万元的“小目标”即
将实现， 韶关新丰县沙田镇叶屋村村民叶双喜
喜上眉梢，“我都不敢想象能有现在的生活”。

2016年， 叶双喜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父母及妻子皆残疾， 两个儿子是学龄前儿
童，家中主要劳动力仅有叶双喜。一家六口在贫
困中苦苦挣扎。

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到叶双喜并不缺乏实
干能力，且有养猪经验，于是为他“量身定制”
脱贫方案，动员他通过养猪脱贫增收。

叶双喜有些顾虑， 决定先利用家里几间旧
房养几头猪“试试水”。 期间几经波折，但他没有
气馁，遇到问题就主动向有经验的村民请教，还
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学会自己上网查资料。

叶双喜逐渐成为一名生猪养殖经验丰富的
“土专家”。 从消毒到治病、 从接生到培育直至
出栏，他能全流程包办。

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叶双喜信心越来越足，
想要扩大养猪规模，却苦于缺乏资金投入。获悉
他的想法之后，扶贫工作队于2018年及时帮助
他申请了5万元小额信贷，助他建起一个400平
方米左右的养殖场。

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波及， 不少养猪户
损失惨重，很多农户也担心生猪存活率低，不敢
贸然养殖。 正所谓“危中有机”，叶双喜迎“危”
而上，连续几个月没有离村一步，凭借过硬的养
猪技能和精细管理， 严密把关消毒防疫各个环
节，有效保证猪苗安全。去年他家生猪数量超过
100头，实现稳产增收。

“当时，我的猪场连我老婆都不给去！”谈到
为确保养猪安全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时，叶双
喜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2019年仅养猪一项， 叶双喜家的净收入就
达到11万元。 加上其他收入，家庭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4058元，是2015年的近8倍。 作为自
强不息的脱贫典型， 叶双喜还被评为南粤慈善
“年度脱贫奋进人”。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陈志佳

位于清远连州
市三水瑶族乡北面
的省定贫困村云雾
村， 是个瑶族村落。
村民胡加强，家中因
病致贫成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曾经，面
对窘困的生活，他常
一个人坐在家门口
哀叹。 得益于产业扶贫，
如今的他种上“甜蜜果”砂
糖橘，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脸上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2016 年建档立卡时， 胡加强一家四口，妻
子二级精神残疾，岳父 80 多岁，儿子尚在学龄
前，全家就他一个劳动力。生活艰辛，“80 后”的
他显得比同龄人沧桑不少。

中国石化新星石油广州公司驻云雾村第
一书记李美雄，到这里开展扶贫工作已经五年。
他大力引导村民种植效益良好的砂糖橘，很多人
通过砂糖橘种植致富。 胡加强也想试试，但又有
顾虑。 李美雄多次与胡加强沟通， 激发他的斗
志，又量身定制种植方案，最终使他下定决心。

2018 年， 胡加强自筹部分资金购买果苗，
和哥哥一起利用自家土地和租用村民土地，种
植沙糖桔 1100 多株。 没有经验，他就跑去种植
大户那里请教、 积极参加贫困户种植技术培训
班。 凭借掌握的技术，他按时施肥、喷药、除草，
沙糖桔长势良好。

在政府相关部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 胡加强的妻子也落实了低保政策和残疾人
生活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胡加强在管理
好果园的空余时间也没有闲着， 还做些散工增
加收入。 去年，胡加强全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已由 2016 年的 4300 元增至 10886 元。

“胡加强家的砂糖橘今年开始挂果，家庭收
入有望大幅增加。 ”作为扶贫战线一员老将，李
美雄告诉记者，扶贫要扶心、扶志、扶智，因为
脱贫致富终归要靠群众双手， 靠别人帮扶只是
暂时的，靠自己致富才是长久的。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6 月 13 日， 水浪村曹田自然村里，
刚刚收蜜归来的村民莫昌辉正在上传
取蜜的视频。 从 4 箱蜂蜜起家，三年多
时间，他的“甜蜜事业”已经发展到了
60 多箱。 如今，他还会用短视频讲述自
己的养蜂经验，在网上收获不少粉丝。

“感谢佛山高明区的帮扶。 ”莫昌辉
说，几年前，他因遭遇车祸伤了腰椎，家
里上有老人要照顾、 下有小孩在念书，
担子都压在妻子肩上，生活一下陷入困
境。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他通
过养蜂谋求新生计， 如今每年能收入
1.2 万余元； 妻子在附近的象窝茶场工
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两个孩子正
常上学，其中女儿还选择了电商专业。

在水浪村村委会附近， 刚刚新建

起来的农特产品展示铺位中， 脱贫户
陈祥贤打理着铺面。 货架上摆放着他
制作的青梅酒、手工茶、蜂蜜等。 陈祥
贤说，从路边摆摊到搬进铺面，销量增
加不少。 此外，商铺还成了他的“信息
驿站”， 使他收集到各类用工信息，有
更多渠道增收致富。

连片梅树 、梯田、小桥流水、风车
山、奇石……高明区驻水浪村第一书记
何永宁自豪地说：“守住这片绿水青山，
才有金山银山。 ”他告诉记者，水浪村坚
持走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道
路，先后发展养蜂、青梅酒 、茶叶等产
业，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水浪村的“特色农业 + 乡村旅游”
模式，是新兴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缩影。 麦锦雄说，新兴县一直把脱贫攻
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跳出新
兴看新兴，跳出扶贫看扶贫”。 该县根据
主体功能区的定位，谋划布局产业发展
和扶贫项目。

指着脱贫攻坚作战图， 麦锦雄介
绍，新兴县以国道 359 线和省道 274 线
为界， 以北片区依托新成工业园南园、
北园和东园，打造“工业 +”模式；依托
与温氏合作建设规模养殖场，打造“温
氏 +”模式。 以南片区定位生态保护和
水源涵养， 发展“旅游 +”“六祖 +”模
式，建设禅茶、禅果、禅农和禅修体验
区，围绕龙山、象窝山、天露山打造“三
山”一体精品旅游项目。 由此，统揽布局
整盘棋，做好振兴大文章。

云浮市新兴县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精准布局脱贫棋
一张蓝图干到底

在云浮市新兴县太平镇水浪村农产品展
示铺位里， 脱贫户陈祥贤正擦拭着货架上的
青梅酒；在河头镇料坑村，村支书郑东平做起
了当地村民蜂蜜的“卖货郎”；在车岗镇布马
村，村民忙着给牛油果基地锄草备耕，上千亩
“致富果”丰收可期……新兴大地上，乡村振
兴“奋进曲”持续奏响。

“5 月 8 日，新兴县完成了当地贫困户全

部清零的工作， 加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 ”6 月 13 日，站在新兴县脱贫攻坚挂牌作
战图前，新兴县扶贫办主任麦锦雄说道。 据了
解，至今年 5 月初，该县在册贫困户 6134 户
14744 人均已脱贫，15 个贫困村均达到出列
标准。 目前， 当地根据自身的一二三产业基
础，结合产业与精准脱贫的契合点，做深做实
乡村振兴文章。

密码 ：统揽布局 做产业融合深探索1

我原是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的
一名警察。 2019 年 5 月 10 日，我来到
水浪村 ，从之前的驻村干部手中接过接
力棒，成为了驻水浪村第一书记。

从新兴县城出发驱车前来 ，沿着山
路 ，两侧山岭连绵 、怪石嶙峋 、溪流潺潺
……秀美的村庄风光让我对当地生态
保护格局格外敬佩。

进村之后 ， 我便开始了遍访工作 ：
当地村民大多外出务工 ，留守的多是老
人、小孩和缺乏劳动力的村民。 此外，这
里作为饮用水水源地 ，不能发展禽畜养
殖。 如何打开局面？ 如何和群众打成一
片，获得他们的信任，并带领他们致富？

带着疑问 ，我开始一边求知一边实
践 。 水浪村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有被
誉为 “水源香雪 ”的连片梅树 ，有多棵超
50 米高的枫树，有红色景点粤中纵队 7
团团址（文达书院、临时医院 ），有 46 个

风车形成的风车山 “网红打卡地 ”，还有
史料记载的奇石传说……

于是 ， 结合新兴县乡村振兴蓝图 ，
水浪村开始进行农旅融合的探索 ：让交
通 、 信息快速流通 ， 发展青梅种植 、养
蜂 、青梅酒 、茶加工等产业 ，通过旅游带
旺第一产业。

要让产业落地 ，需要群众的支持和
信任 。 驻村不久 ，7 月 ，一场暴雨来袭 ，
当地一条村道出现了塌方险情 ，村民生
活生产都受到影响。 在扶贫资金和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 ， 我全力推动道路抢通 ，
并投身到修路中 。 村道很快修通 ，获得
群众好评。

今年 ，疫情暴发后 ，当地群众基于
信任 ，让我 “带货 ”当地的青梅酒 、蜂蜜
到佛山 。 “深山 ”里的绿色产品 ，得到了
城市消费者的青睐 ，也为村民们开拓了
销路、增加了收入。

根据水浪村的实际情况 ， 下一步 ，
我们将利用微信 、抖音等互联网媒介进
行广泛宣传 ， 争当美丽水浪村的代言
人 ，让珠三角游客都走进水浪村 、了解
水浪村。

此外，当地将建成集村级游客服务、
农产品销售、 电商物流服务于一体的服
务中心，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销售自己
的农副产品， 也可出租给第三方经营店
铺，实现稳步增收，并壮大村集体经济。

驻村扶贫 ，我深知 ，群众的信任才
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百姓的口碑 ，是检
验脱贫实效的镜子 。 农村广阔天地 ，让
我不断成长 。 见证并推动脱贫攻坚 ，这
必将是我受益一生的经历。

密码 ：精准施策 寻致富奔康新路径2
“产业发展不能照搬照抄， 致富不

能一味‘输血’，而要培养新动能。 ”麦锦
雄说，在“精准”方面，新兴县力求因地
制宜，采用“一镇一品、一村一策、一户
一法、一特脱贫”思路，依据不同的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 采取相应的脱贫措
施。例如，该县天堂镇以“公司 + 合作社
（基地 ）+ 农户”为运营模式、以“片长负
责制”为管理模式打造的“紫色天堂”，
发展紫米种植 1500 余亩； 六祖镇则围
绕“禅文化”主题，发展特色产业。

河头镇料坑村自然风光优越， 有着

“小九寨沟”之称，是当地的饮用水源保护
区。 驻村第一书记梁纯说，2019 年，当地
形成“党支部 + 合作社 + 养殖大户 + 农
户”模式，发展中华蜂养殖项目，使村集体
经济稳步增收。 此外，当地定向投资新兴
县禽畜养殖公司，合作经营，实现营收。

具有良好种养基础的车岗镇，有牛
油果 1300 多亩， 基地年营收 300 多万
元， 且和温氏合作共建肉鸡养殖小区，
实现“一果脱贫、一鸡脱贫”。

在新兴县脱贫攻坚作战图上，记者
看到， 当地统计的 2019 年贫困户信息

中，每个贫困户上均配有二维码。 扫码
即可一览帮扶人姓名、单位及督战负责
人等信息，并明确标注未脱贫原因及解
决进展等情况。

据介绍， 为了让精准施策落地，当
地建立台账，压实责任，先后开展了“百
干对接”等工作，实行县领导包村、镇领
导包户责任制，按照“一户一法”落实责
任、明确任务和完成时间；并由县纪委、
县委组织部“按图索骥”，对照时间、任
务进行督导检查，对进度慢和措施不落
实的进行通报和问责。

“老百姓的口碑
就是脱贫成效的镜子”

讲述人 佛山市高明区对口帮扶水浪村驻村第一书记何永宁

记录时间 6 月 13 日 整理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致致富富故故事事

“甜蜜果”丰收在望
生活也苦尽甘来

贫困户靠养猪逆袭
获评“脱贫奋进人”

纵纵览览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何勇

广东成立高端智库
研究减贫治理
15 日 ， 在省扶贫办的倡议和推

动 、省社科联的指导和支持下 ，依托
华南农业大学成立的广东省减贫治
理研究院举行了揭牌仪式。

省社科联 、省扶贫办现场签署共
建协议，将着力建设国内一流的减贫
治理高端智库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减贫治理研究。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省委农
办、 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表示 ，
成立广东省减贫治理研究院适逢其
时，希望研究院凝聚广东高校有关力
量， 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基层一线 ，掌
握一手材料，全面总结梳理广东改革
开放以来在减贫治理方面的经验做
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
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 ，提升理论研究
和理论创新水平 ，在破解城乡二元结
构 、推动城乡融合和三产融合 、推动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构
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等减贫
治理研究方面贡献广东智慧。

·陈亮 陈芃辰·

广东省属企业和驻粤央企
定点帮扶贫困村

6 月底前
将全部出列

近日 ， 广东省国资委召开 2020
年省属企业和驻粤央企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交流脱贫攻坚工
作经验 ，对下半年工作再动员 、再部
署 。 会议明确 ，6 月底前广东省属企
业和驻粤央企定点帮扶贫困村将全
部出列。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广东省国资
委 、 省属企业和驻粤央企自 2016 年
以来 ，累计投入 “万企帮万村 ”资金
5.5 亿元 ，帮扶项目 2338 个 ，产业扶
贫项目 1016 个 ； 加强东西部扶贫协
助 ，在广西 、云南 、贵州设立 35 家公
司 ，提供工作岗位 6105 个 ；定点帮扶
71 个省定贫困村 ， 向绝大部分村投
入超过 1000 万元 ，1.6 万贫困人口脱
贫 ，6 月底前将实现所有定点帮扶贫
困村出列、全部贫困人口脱贫。

为克服疫情对扶贫农产品消费
低迷的影响，广东省国资委制定了利
用公益性电商平台开展消费扶贫的
实施方案 ，广泛调动省属企业 、驻粤
央企干部职工参与电商平台线上消
费的积极性，助力脱贫攻坚任务圆满
完成。 ·陈泽云·

粤桂两地携手
脱贫攻坚

黄埔、 肇庆边检站党员民
警赴广西三江开展警地共建

17 日 ，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黄埔 、 肇庆边检站组织 10 名党员
民警，赴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
治县富禄苗族乡岑旁村 ，开展警地党
组织共建联创活动 ，并谋划下半年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定点扶贫工
作安排 ，2019 年起 ，黄埔 、肇庆边检
站与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苗族乡岑
旁村建立了结对帮扶机制 。 今年 “七
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埔 、肇庆
边检站组织党员民警走进岑旁村 ，与
该村党员联合开展 “支部共建凝聚合
力 ，教育扶贫点亮希望 ”主题党日活
动 ，并开展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该村
精准扶贫推进情况 ，科学谋划下半年
脱贫攻坚工作计划。

期间 ，10 名党员民警还来到岑
旁小学调研教育扶贫工作 ，为该小学
送去价值 8 万余元的课桌 、 图书架 、
校服、投影仪、广播设备等，有效改善
了教学条件。

·杨再睿 张忠山·

激活乡村振兴
民间力量

广州从化首届微公益创投
大赛决出优胜者

13 日 ， “探索乡村力量 ”———广
州市从化区乡建乡创微公益创投大
赛决赛落幕 。 这是该区首次围绕乡
村治理主题的公益创投活动 。 经过
激烈比拼 ，8 支队伍最后入选 ， 获得
资助金 。

本次大赛由从化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 、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联合主
办，旨在促进从化辖区内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激活乡村振
兴民间力量。

经 过 为 期 一 个 多 月 的 培 训 ，20
支队伍入围决赛并现场“路演”。专家
评委根据项目的社区性 、 专业性 、创
新性 、可持续性 、团队展示 5 个指标
分别打分 ， 从中评选出符合大赛主
题 、注重乡村需求 、体现从化特色的
优秀项目。 最终，8 支队伍胜出。

主办方表示 ，接下来将对获奖队
伍进行资助与一对一培育 ，助力获奖
队伍向专业化、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张豪 谭秀妹·

云浮市新兴县水浪村 风 车
山成为“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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