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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地处贵州省中南部，北邻贵阳，
西及安顺，是著名民歌《好花红》的诞生
地。由于地处深石山区、土地资源匮乏，龙
里县曾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一些贵州常见
的扶贫明星产品在这里均是“水土不服”。

2017年，广州市南沙区对口帮扶惠水
县。怎么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两地的扶
贫干部合作算了一笔账：惠水县虽然田少
土薄，雨水积蓄能力差，但胜在海拔适中、
气候独特，恰好满足了一款小绿瓜——佛
手瓜的生长需求。佛手瓜采摘期可达半
年，如果能形成产业规模，每亩地的收入
就有几千元。

“种上佛手瓜，抱回金娃娃”“调下玉米
种金瓜，人民群众笑哈哈”……很快，一张
张横幅在惠水县好花红镇的田间地头挂
起。如今，惠水县已建成贵州省最大的佛
手瓜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全县发展佛手瓜
种植5.2万亩，新增带动20个贫困村1000
余户建档立卡精准贫困户人均收入 5000

元以上。一柄小绿瓜，成了致富“金瓜瓜”。
惠水县成功脱贫，关键在于打造了

“自我造血”的扶贫产业。梅州市蕉岭县
的脱贫之路亦是如此。“突出本地特色、增
强输血造血、建立长效机制”——这是蕉
岭县的脱贫思路。长期以来，蕉岭县充分
发挥“世界长寿之乡”品牌和富硒资源优
势，村村联动打造致富路。

东岭村驾好红色旅游、特色民宿、林下经
济“三驾马车”，入选全国脱贫攻坚典型村；鹤
湖村结合实际联合发展特色养鸡产业，建起
了辣椒种植基地；象岭村因地制宜建立丝苗
米种植示范基地，富硒稻米叫好又叫座；下南
村盘活18亩百香果基地，引进农业企业种植
蔬菜瓜果……一村一品，每个村都有自己的
特色产业。

记者了解到，自结成帮扶以来，南沙区
向蕉岭县 17个省定贫困村累计投入各类
帮扶资金 9099.52 万元，发展特色产业 28
个，带动贫困户439户1436人。

每天茶余饭后，梅州市平
远县三达村村民谢远扬都会
上一趟山，花上一小时除草、
观察灵芝长势。靠着这林下
生长的朵朵“不老灵药”，谢远
扬一家添起了家具，修葺了旧
房子，日子越过越好。如今，
他还担任起了村里的灵芝种
植指导工作，谈起这日子就一
脸满足：“很满意，不后悔！”

林下灵芝是三达村的“致
富武器”。在南沙区城管局派

驻三达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晴
的带领下，三达村于 2019 年
开始发展林下经济，短短一年
内就给村里带来 10 万元利
润，其中有6万直接分给了贫
困户。产业进来了，如何激发
村民的积极性？杨晴想了个
办法：将村民们吸纳进林下灵
芝产业合作社，3名村干部、3
名村民、1名贫困户组成合作
社理事会，村民们“自己管
理 ”，这 既 让 村 民 们“ 富 了
身”，又“富了脑”。

在平远县向阳村，11 月
份番石榴树就已挂上了第一
批果实。在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派驻平
远县河头镇向阳村驻村第一
书记刘鸿鹄的带领下，南沙区
万顷沙镇的番石榴种植技术
被引到了向阳村，首批引进的
芭乐由合作社集体种植，共30
亩，并邀请万顷沙优秀农户点
对点传授芭乐种植技术。预
计明年春夏季，向阳村种植的
番石榴就能在梅州上市了。

除了三达村、向阳村，其
他村也在扶贫格局上也涌现
出了不少亮点。龙里县着力
打造“大扶贫格局”，引导企
业分别与龙里县22个深度贫
困村结对帮扶，投资解决贫困
村在医疗、农耕等方面短板；
惠水县引进东西扶贫协作产
业，博越花卉有限公司、贵州
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12家东部企业先后落
地惠水，带动贫困人口 3600
余建档立卡人口增收；蕉岭
县、平远县力抓党建扶贫，

“党组织+公司+基地（合作
社）+贫困户”、“党建+产业”
模式实现基层党建和产业发
展、富民创收的互动共赢。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沙
在梅州蕉岭县、平远县对口帮
扶的35个省定贫困村已全部退
出贫困村行列。南沙结对帮扶
的贵州省龙里县、惠水县、贵定
县均已实现贫困县“摘帽”，贫
困群众全面脱贫，实现了“不落
一户，不漏一人”的阶段目标。

脱贫攻坚战，人多才能打
胜仗。自 2017 年 3 月南沙区
结对帮扶贵州省龙里县以来，
南沙充分发挥南沙产业资源
优势，引进 11 家企业到龙里
投 资 兴 业 ，累 计 签 约 资 金
55.93 亿元，已投入资金 15.82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人口增收
702 人。龙里自身也在不断
发力，迄今已在南沙开设4个
龙里农特产品专营店，积极引
进广州“千鲜汇”项目落地龙
里，成功向东部市场销售农特
产品1.09亿元。

“合拍”做好脱贫致富，贵
州省贵定县的“摘帽”路也离
不开这条秘诀。在贵定县苗
姑娘集团展示大厅，一排排印
着“南沙黄阁”、“南沙资产公
司”等机构、企业名称的瓶装
水引人注目。原来，这是苗姑
娘集团集团与南沙企业合作
推出的消费扶贫爱心定制水：
每卖出一瓶瓶装水，集团就为

贫困户捐赠一角；每卖出一瓶
升装水，就为贫困户捐献一
元。今年，爱心定制水的销售
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与此同时，贵定县牢牢把
握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以广
州南沙为支点撬开省外地区
市场。目前，贵定县在南沙成
立5个农特产品销售中心，通
过组团消费扶贫、机关事业单
位合同消费等渠道销售农特
产品金额达 1.075 亿元，带动
4贫困户5791人实现增收，在
南沙竖起了一块属于贵定县
的“金字招牌”。

“引进产业”——这短短
的四字背后，却藏着许多不为
人知的辛劳和付出。“毛主席
说‘屈指行程二万’，我今年的
行程早已经超过2万公里了。”
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壮
羽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推进毕
节·广州产业园建设及招商入

驻工作，目前已对接企业 120
余家，奔波拜访商会18家。

“以前真没干过这种到处
求人的活，现在哪里的企业有
意向，必定第一时间求联系、
登门拜访……”黄壮羽向记
者吐露了心声。目前，落地金
海湖新区的企业有贵州贵翼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晶阳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电缆厂等 5 家企业，提供了
600多个就业岗位。此外，还
有广州粤旺农业集团等 6 个
意向企业正在洽谈中。“看着
那些困难群众收入增加，生活
越过越好，我心里也踏实了。”

为了吸引产业投资，各地
也 在 不 断 完 善 自 身“ 硬 实
力”。以龙里县为例，自南沙
结对帮扶龙里县以来，医疗和
教育软硬件建设、产业帮扶、
农业帮扶等项目不断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基础更牢了、
市场更广了、方向更多了”。

在贵州省惠水县，连
片的佛手瓜已进入采摘期。
不久之后，这些佛手瓜将被
深加工成榨菜、面条，“坐上”货
车流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在贵州省贵定县，当地贫困户
们正在蔬菜大棚内除草、施肥。除
了400万元的年产值，这座蔬菜大棚
还能为贫困户们带来 40.5 万元的年
务工收入；

在梅州市蕉岭县东岭村，预定民宿
的电话源源不断。民宿依山傍水，配套
齐全，自2019年3月底以来，接待游客人
数已达26.3万人次；

在梅州市平远县黄沙村，主播们正在田
间地头直播蔬菜种植过程。网友们在直播
间下单后，只需静待配送中心送货上门……

特色产业兴经济，助力脱贫奔小康。
产业脱贫是贫困地区脱贫的直接有效
办法，也是增强造血功能的长久之计。
11月中旬，记者深入到南沙对口帮扶
的贵州省惠水县、龙里县、贵定
县、毕节市金海湖新区，以及
梅州市蕉岭县、平远县六地，
与基层工作的驻村第一书
记、贫困户等人物深入沟
通，记录下六地在脱贫攻
坚收官战中的真实
故事以及产业扶
贫最新成果。

文/张豪 林少娟
图/刘伟

立足实际 小绿瓜助力拔穷根

产业扶贫筑富路
南沙打造精准扶贫新模式

引进企业 合奏特色产业脱贫曲

多样格局 激发贫困村内生动力

龙里县湾滩河镇蔬菜大棚

惠水县好花红镇佛手瓜
产业园成为贵州省最大佛手
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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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菜心 9.13
本地白菜 7.13
大芥菜 6.88
生菜 7.44
西洋菜 8.27
西红柿 9.31
芥兰 10.69
白萝卜 4.33
青皮冬瓜 4.76
西芹 8.67

丝瓜 10.19
青尖椒 10.26
荷兰豆 18.66
大肉姜 18.81
蒜头 14.94
生鱼 25.5
冻鸡翼 40.06
鱿鱼 48.88
精瘦肉 66.75
鲜牛肉 108.6

“有问题，找开
姐！”在广州市白云
区大源村，李银开是

出了名的热心肠。小到夫妻矛盾、邻里不
和，大到疫情防控、垃圾分类，作为大源村
党委委员、妇女主任、妇联主席，李银开就
像有“三头六臂”一样，每天忙得连轴转。
同事、村民们都亲热地叫她“开姐”。

自 1993 年进入大源村民委员会工
作至今，多年来，李银开经常上门慰问
老党员、孤寡老人、儿童和困难户，遇到
家庭纠纷，她也总是积极协调，挽回了

不少破碎的家庭。每逢国庆、元旦等节
假日，她还积极举办庆祝活动，组织村
民参加文艺表演。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大源村有十几万外来人口，疫情防控压
力非同一般。李银开没有退缩，她主动
放弃春节休息时间，始终站在社区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与医生一同上门排查、在
村口站岗为进出人员测体温、巡逻等等。

再过2个月，58岁的李银开就要退
休了。“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之后
希望继续发挥余热，为村民服务。”她说。

“最美社区工作者”寻找

停靠站：荔湾区岭南街➝海珠区琶洲街黄埔南➝花都区自由人花园➝番禺区万科欧泊小区➝花都区玖珑湖

照片墙讲述志愿者抗疫故事照片墙讲述志愿者抗疫故事
秀才艺展现志愿者活力风采秀才艺展现志愿者活力风采

本版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采写/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绮 李焕坤 鄢敏 实习生 林少娟 徐硕

在广州市文明办和广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日前发起2020年寻找“最美
社区工作者”活动，目前已收集来自全市10个区的社区工作者的申报材料。这一期报道带来的
是社区工作者李银开和冯钊明的故事。

扎根基层27年
大源村“开姐”的为民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社区工作很
累，但可以为人民服
务还是感到很开

心。”正是出于对基层工作的热爱，“85后”冯
钊明在基层扎根了14年。

自2006年退伍以后，冯钊明从广州
南沙区珠江街人民武装部海防哨所哨员
开始做起，如今成长为广州南沙区珠江
街西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主任，一路
走来，他始终秉持军人作风，将军人精神
带到社区工作当中。

西新社区外来人员约3000人，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临巨大的疫情防控挑
战。大年二十九，当接到上级下达的防疫工
作一级响应任务后，冯钊明毫不犹豫放弃休
假，回到社区岗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回忆起那段时光，冯钊明感觉像“打
仗”一样，每天早上6点起床，一直到晚上
8点多才能下班回家，24小时手机不敢离
身，经常忙到忘记吃饭，随便一个面包、
一碗泡面就打发一顿。在他的带领下，
社区监测点第一时间设置到位、人员值
守到位、出入车辆登记到位，在整个疫情
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钊明：
将军人作风带到社区工作中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上周，文化大篷车停靠广
州市荔湾区、花都区、番禺区、
海珠区的多个社区，以多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丰富社区居民
的精神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
邻里氛围。

照片展讲述社区防疫故事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无数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冲锋在前，守护社区居民的健
康。因此，今年文化大篷车的
关键词之一就是“抗疫”。

12 月 3 日，文化大篷车开
进广州市荔湾区岭南街社工服
务站，举办“岭南街 2020 年度
文化大篷车社区行暨抗击新冠
疫情表彰”活动，来自岭南街的
20名志愿者上台接受表彰。72
岁的蔡玉梅是其中一名志愿
者，疫情之初，她多次表达想做

志愿者的心愿，但由于年龄过
大，蔡阿姨的申请并未通过。
遭到拒绝后，闲不住的蔡阿姨
转身做起了楼道志愿服务工
作，每天忙个不停：清扫楼道里
的垃圾、给楼里公共场所消毒、
上门探望高龄的街坊、号召“楼
友”们为一线抗疫人士捐献物
资……

12 月 6 日，“琶洲力量-防
疫志愿者|平凡是生命的另一
种奇迹”文化大篷车社区行暨
第九届广东十大文明和谐社区
示范活动在海珠区琶洲街黄埔
南社区拉开帷幕。现场，一面
照片墙吸引不少居民观看，原
来，这是疫情期间社区内志愿
者们的工作照。疫情期间，社
区居民自发投身防疫工作，协
助测量体温、做登记，为社区内
困难群体购买物资等，截至目

前，已有上百名居民参与社区
防疫志愿活动。活动当天，超
过50名居民现场提交社区志愿
者申请表。

文艺汇演展现志愿者风采

12月 5日是第35个国际志
愿者日，文化大篷车来到花都
区自由人花园和番禺区万科欧
泊小区，通过文艺汇演，展现志
愿者风采。

在花都区自由人花园，多
支志愿服务队伍各展才艺风
采，包括萌娃街舞、手语舞《发
好愿说好话》、交谊舞、合唱等，
活动中还为疫情防控期间积极
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 9名优
秀防疫志愿者进行表彰。现
场，多个公益项目摊位通过游
戏互动，号召居民参与垃圾分
类、关注精神健康，新雅街综治

办、新雅街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还结合宪法日进行法
律宣传、交通安全宣传。

在番禺区万科欧泊小区，
文艺汇演现场气氛火热，旗袍
走秀、交谊舞、柔力球等节目引
来阵阵掌声。来自大合唱表演
队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退休
后，还能有机会和同龄人一起
唱唱歌、跳跳舞，上台表演节

目，她感到非常开心。万科管
家许娜表示，筹备这次文艺汇
演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参演的
22个节目全部都是来自于小区
居民自发组建的文艺社团，今
后物业还将继续开展各类的活
动，丰富业主的日常生活。

另外，文化大篷车当天还
驶入花都区玖珑湖，举办玖珑
湖亲子趣味运动会。

李银开 冯钊明

番禺万科欧泊小区活动现场

6 日 6 时许，在 38 万公里外
的环月轨道，航天器上的镜头清
晰地记录了嫦娥五号上升器携
带月壤样品与轨返组合体的交
会对接过程。

这张“硬核大片”背后的太
空摄影师，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控制所研制的红外及可见
光双谱段监视相机。

八院控制所光学导航专家
郑循江介绍，该相机主要记录嫦
娥五号轨道器与上升器的交会
对接过程，以及轨道器与着陆器
／上升器组合体分离、与支撑舱
分离过程，集红外和可见光成像
于一体。红外和可见光传感器
经各自的光学镜头，获取图像数

据，根据遥控指令的要求，可在
六种拍摄模式中自由切换，实现
红外和可见光分别或同时成像。

“相当于给普通相机加了一
个夜视仪，即使交会对接过程发
生在月背，接受不到太阳光照，
我们也可以通过红外相机记录
下全过程，确保全天时、全光照
条件下记录交会对接过程。”郑
循江说。

该相机的可见光谱段分辨
率达到 2048×2048，红外谱段分
辨率为 640×480，在此基础上，
还实现了红外和可见光同时成
像，从而给地球上的观众带来了
高清的视觉感受。

（新华社）

硬核“太空摄影师”
拍下月壤样品返回对接

轨道器逐渐接近上升器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