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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步丈量民情，与村民手挽手、肩
并肩，找准穷根合力攻坚……自 2015 年 9
月以来，建行江西省分行驻村扶贫工作队
驻扎在村里，把村民当家人，深深融入赣
州市宁都县新田村这片红土地，朝着脱贫
攻坚的既定目标持续用劲，在致富路上奋
力前行，唱响了一曲金融人与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群众共奋进的赞歌。

选准选好扶贫产业，村民
有分红、集体有结余

新田村位于宁都县东北部，属典型山
区村。面对艰巨的脱贫形势，2015年9月，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建行江西省分行
下达任务，要求定点帮扶新田村完成精准
脱贫。

建行江西省分行闻令而动，迅速成立
以党委书记、行长为组长的金融扶贫、定
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政治
过关、作风过硬、有扶贫情怀的罗雪峰同
志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又陆续选派能吃
苦、肯干事的王平勇、黄韶春两位同志充
实到驻村工作队。

工作队提出，实现“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关键在于选准选好
扶贫产业。2017年，建行江西省分行投入
扶贫资金 33.4万元，用于建设滑子菇产业
基地带动贫困户增收。2018年，又动员爱
心企业捐赠50万元，进一步扩大滑子菇种
植规模。2019年，在滑子菇产业基地的基
础上，又启动了茶树菇产业基地的建设。
建行江西省分行采用“扶上马再送一程”
的方式，捐资 106 万元用于项目前期平整

土地、建设大棚、购置设备、采购菌包等。
贫困户、农户不仅可以入股，还可以在这
里务工获得劳务收入。

如今，新田村建起了光伏发电站、滑
子菇产业基地、茶树菇产业扶贫基地，有
效把贫困户链接到扶贫产业中，实现产业
扶贫对贫困户 100%覆盖。扶贫产业发展
了，贫困户有分红，村集体也有结余。

工作队坚持“开发扶贫与救济扶贫两
驱动、精准扶贫与科学扶贫相结合”的工
作总思路，因地制宜引导村民种植白莲、
香芋、椪柑等经济作物，实现收入多元化。

“裕农通+善融商务+金智
惠民”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裕农通”是建行面向广大农民推出
的一款便捷产品，为了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工作队积极促成建行在新
田村设立“裕农通”网点，并将其作为建行
践行金融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前沿阵
地，不断提升村民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便
利性。

在新田村的“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
点，村民取出几百元现金后笑得合不拢
嘴，连连称赞：“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银行
业务，取到现金，真方便！”以前存取钱要
跑到镇里甚至县城，来回得大半天时间。
村民们说，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办好。
目前，新田村村民通过“裕农通”网点办理
各项业务 558 笔。据了解，为了向贫困村
精准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分行在全省加

快设立“裕农通”服务点，去年新设服务点
1.6万个，总数达到2万个，专门开展“送金
融服务下乡”活动 1446 余场；通过“裕农
通”服务点，把小额存取款、转账汇款、生
活缴费等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和农民
身边，2020 年前三个月，实现交易量 16.05
万笔，交易金额12.35亿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工作队结
合建行电商扶贫工程，深入龙头企业和致
富带头人家中走访，力推“电子商务进农
村”，将新田村的特色农副产品推荐到建
行的“善融商务”平台进行销售。同时，依
托“电商+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有效解决
了贫困户农副产品的包装、销售和质量监
管等电商运维问题。目前，已上网销售的
农副产品有食用菌、白莲等，累计交易909
笔，销售金额达137200元。

据悉，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建行江西
省分行“金智惠民 情暖赣鄱”工程，已面
向普惠金融客群、双创人群以及基层扶贫
干部、涉农群体等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服
务，通过采取集中办班、座谈沙龙，送学上
门、宣传推介等形式，共举办“金智惠民”
系列培训139期，培训28641人次。其中面
向全省20个人口大县农场主、“裕农通”业
主、重点商户开展专场培训 6 期，培训 450
人次。

发挥党建扶贫的引领作
用，村民脱贫了，村庄变美了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驻村工
作队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第一
书记带头讲党课、开展好“三会一课”等

形式，致力于提高村“两委”班子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

村民李家福今年 65 岁，他深有感触
地说道：“工作队来了以后，新建了便民
服务中心，修葺好破旧的老村部，开设
了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等。一有空闲，
我们就聚在文化活动室，看看红色电
影，听听经典戏曲。”

此外，建行江西省分行机关党支部与
村党组织持续开展结对联建活动，结合帮
扶村实际情况，积极宣传扶贫政策，进村
入户送政策、送文化、送科技，做好贫困户
思想工作，开展送温暖活动，贫困村党员
讲党课、帮村民办惠民实事，丰富了贫困
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了基层党建。

2018 年底，通过省、市检查验收和第
三方评估，新田村已脱贫退出。通过几年
的帮扶，新田村已实现脱贫 107户 400人。
剩余 11 户 17 人均为政府兜底的五保户，
将于2020年全部脱贫。

2016年至2019年，建行江西省分行先
后投入扶贫资金 343.9 万元，动员爱心企
业捐赠 50 万元。几年来分行员工积极向
亲戚、朋友、客户和客商推荐贫困户农副
产品，销售羊肉2000斤、白莲3370斤、椪柑
26000 斤，有效激发了贫困户发展特色产
业的积极性。

通过发展多种产业，助力村民实现收
入多元化，建行江西省分行驻村扶贫工作
队帮助新田村初步探索建立了可持续的
脱贫机制，助力村民们在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罗玉婷）

拔穷根 育支柱 换新颜
——建行江西省分行驻宁都新田村扶贫工作队剪影

连日来，位于浙赣边际的玉山县岩瑞
镇大园地村好不热闹：好几批承包田地的
种粮大户，先后来到村里“抢”田种，不少
人还是从浙江远道而来。

这让村支书吴利群笑开了花。“以前
担心村里的田地没人种，今年变成大家抢
着种。”把农民零散土地由村集体统一进
行高标准建设再对外承包，这是玉山县在
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新
路。

通过修整沟渠、建设机耕道和土地平
整，曾经高低不平、零零散散的田地连成
一片，形成“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涝能
排、旱能灌”的高标准农田，更适合大规模

种植和机械化耕作。同时，该县出台意见
鼓励粮食生产，对新耕种抛荒地的种粮大
户，除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外，还提高
适度规模种植补贴标准。

“土地的价值高了、种粮的补贴多了、
承包经营的麻烦少了，村里的田地很快就
被承包一空。”吴利群说，完成高标准建设
后的田地深受种粮大户欢迎，田租也水涨
船高，年租金从原来的每亩 300 多元增加
到400多元。

来自余干县的种粮大户江多文，之前
一直在浙江种植。今年了解到玉山的利
好政策后，他一口气在岩瑞镇承包了 2300
多亩农田种水稻。

像江多文一样从外地返回的种粮大
户，玉山今年增加了不少。村民们对此也
很欢迎，“我们自己种，利润低。承包出
去，不仅可以收到租金，而且种粮大户会
雇我们帮工，收益比自己种还高。”目前，
村民们组成的插秧队，已连续半个多月帮
种粮大户进行早稻插秧，每天收入超 120
元，预计今年双季稻种植仅劳动收入就可
达3000元左右。

农民得实惠，种粮大户的收益同样有
提高。“以前我们承包土地后都要进行翻
耕改造、育肥，每亩田的前期投入在 100
元至 300 元之间，现在这块成本省下来
了，加上补贴提高，每亩收益比之前也增

加了。”该县岩瑞利洪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郏利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的土地流
转补贴、种粮补贴等加在一起每亩有近
100 元，早籼稻和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
也涨了。

此外，玉山县还持续加大技术指导，
先后派出多支种粮技术帮扶队伍到全县
各乡村帮助解决实际难题。“通过‘线上问
诊’及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指
导，服务种粮大户和农民上百次。”县农业
技术推广站站长胡长战说，在各方面利好
政策刺激下，今年种粮大户增加迅猛，全
县目前已有种粮大户 120 多家，比去年增
加了20多家。

种粮大户“抢”田种
吴德强 本报记者 余 燕

本报讯 （记者游静）5 月 26 日，
记者从方大钢铁集团获悉，该集团
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主要经济指标
位列全国钢铁行业第一方阵。今年
一季度，方大钢铁实现销售收入
157.19 亿元，同比增长 4.9%；上缴税
金 14.68 亿 元 ；利 润 总 额 14.28 亿
元。旗下三家钢厂吨材盈利水平均
较大幅度高于行业平均值，其中方
大特钢一季度净资产收益率在钢铁

上市公司中排名前三，3 月份吨材
利润位列行业第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突出的成本竞争力，凸显企业
的竞争优势，提升抗风险能力。今
年一季度，方大特钢非合金方坯、
低合金方坯、非合金线材成本均位
列行业第二。目前，该集团启动

“全面降成本，大干一百天”活动，
激发企业发展潜能。据统计，4 月

份，萍安钢铁、九江钢铁、方大特钢
吨 材 成 本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6.45% 、
6.01%、5.69%。

创新是第一动力，方大钢铁鼓
励大众创新、全员创造，通过激励机
制推动千人千项攻关等科技攻关行
动，促使生产经营、设备管理、技术
改造更优化。2019 年，该集团共开
展小改小革 6136 项，创经济效益近
1.4 亿元。

方大钢铁发展势头强劲
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居行业前列

“嘎嘎、嘎嘎……”5月22日早晨，一阵阵鸭
子的叫声，打破了彭泽县浩山乡乔亭村的静
谧。村民唐忠于站在鸭棚里，右手拿着竹竿，正
将鸭子赶到旁边的池塘放养。看着一天天长
大的鸭子，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今年3月，
我购买了6000只小鸭，现在每只长到了1公斤
左右。”他告诉记者，“我共计养鸭1.2万只，其中
6000只是母鸭，去年就已产蛋。今年已卖鸭蛋
3万公斤，收入20多万元。”

唐忠于 1977年 4月出生，父母是残疾人。
因家庭贫困，他小学没毕业便辍学回家务农。
18岁那年，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状况，他只身一
人前往深圳务工。一次生产事故导致他失去
了左手，突如其来的厄运，给他以沉重打击。

第二年，不甘沉沦的他用赔偿金，在浩山
乡集镇上租了一间店铺，经营化肥、农药等农
资。由于缺乏流动资金，一年后他关闭了店铺。

随后，他养过鸭，也养过猪，都因缺乏养
殖技术，导致亏损近 10 万元。唐忠于说：“那
几年，我非常沮丧，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但
是抱怨没有用，必须笑对生活，自强自立。”其
间，唐忠于娶妻生子，生育了一儿一女。由于
妻子患有风湿病不能干重活，家庭的生活重
担全部压在他的身上。2014 年底，他家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改变贫穷的生活，唐忠于再一次创业，
埋头苦干。2015 年初，他买来 5000 只鸭苗开
始规模养殖，在乡村干部及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当年盈利4
万元。第二年，他扩大规模，养鸭的数量达到1万只。为了避
免扩大规模污染村庄环境，他在远离村庄的山坡上建起一个
大鸭棚，并对鸭棚旁边的池塘进行加固，进行科学养殖，终于
闯出了一条靠养鸭致富的路子。去年，他靠卖肉鸭和鸭蛋获
利20多万元，被评为九江市“脱贫之星”。

唐忠于致富不忘乡亲，主动帮助村民一起走上养鸭致富
路。“我免费为村民提供养鸭技术，并帮助他们销售鸭蛋。”他
告诉记者，“近年来，每年都要购买6000只小鸭，养殖3个月后
再卖给村民继续饲养，这样村民可以降低养殖风险。”唐忠于
还聘请了 3名贫困人员帮他养鸭，月工资 1000元。村民曾祥
保对每天早晨到鸭棚捡鸭蛋的工作十分满意，他开心地说：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这样的好事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记者在唐忠于家看到，新房宽敞明

亮，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还购买了一辆小货车。“养鸭虽然辛
苦，但是能挣钱。”唐忠于信心十足地说，“我要撸起袖子加油
干，进一步扩大养鸭规模，带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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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义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市、县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
社会知名人士对未脱贫户进行“一对一”认领活动，确保扶贫路
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图为市人大代表在乔乐乡为贫困户
捐赠T恤衫并向未脱贫户捐赠首期帮扶款。 通讯员 黄 花摄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
饶方其）5月14日，抚州市东
乡区王桥镇璋峰村贫困户
余艮河扛着锄头，来到村里
的花果芋种植基地进行田
间管理。随着各产业基地
相继复工，该区主动为贫困
户“造血”“授渔”，多途径增
加贫困群众就业岗位，激发
就业创业活力。

该区通过摸排贫困户

的就业状况，对有就业意愿
的人员从岗位信息库中筛
选出与其匹配的工作岗位，
向企业积极推介，做好招聘
对接。同时，发挥纪委的监
督力量，了解贫困劳动力在
扶贫产业上岗就业情况，以
及扶贫产业项目是否存在
虚报冒领分红资金等问题，
让贫困户通过在扶贫基地
就业实现脱贫增收。

就业扶贫激发脱贫动力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
志刚 通讯员胡雪萍、李悭）5
月25日，南昌县召开2020年
三级干部大会。会上，该县
对 96家突出贡献企业、纳税
大户企业、纳税先进企业、
出口创汇先进企业、优秀商
贸服务企业和科技创新企
业等进行了奖励，奖金共计
3250 万元。其中，对纳税过
亿元的 8 家企业，每家奖励
120万元。

县域的发展离不开企
业的贡献。南昌县始终坚
持“与园区企业共成长”的

发展理念，不断深化落实降
成本优环境各项举措，切实
为企业提供金融、人才、土
地等方面的要素保障，积
极通过网上服务、集成服
务、标准服务、主动服务等
方式，服务企业发展全过
程。目前，该县的工业主
战场——小蓝经开区已入
驻企业 2000余家。2019年，
小蓝经开区主营业务收入、
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分
别实现 1162亿元、1172亿元
和 69亿元，综合实力稳居江
西省工业园区第一方阵。

南昌县重奖96家优秀企业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
杨松）“镇里聘我当护林员，
安排我巡护这 5200 多亩山
林，我每天到山上巡查一
遍，看看有没有火灾、地质
灾害等隐患。光巡山这一
项收入，每月可增加 1000多
元，我很满意这份工作。”近
日，樟树市阁山镇上阳村贫
困户丁泉顺告诉笔者。

今年以来，阁山镇依托
全镇丰富的森林资源，利用

林业生态保护提供的生态扶
贫公益岗位，选聘身体条件
允许的贫困群众就地就近担
任生态护林员，为贫困户提
供就业渠道。该镇通过“申
报、审核、考察、评定、公示、
聘用”等程序，选聘了生态护
林员 7名，负责全镇 3.7万亩
森林护林工作，预计人均增
收 1 万元以上，做到了贫困
户增收，山有人护，林有人
管，实现生态与脱贫双赢。

阁山镇选聘贫困户当护林员

本报上栗讯（通讯员黎志文、赖其福）“家中有没人
患病？报销后自己负担了多少？”“现在家庭收入怎么
样？生活中还有哪些困难需要政府帮忙……”在上栗县
金山镇，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第一书记”、村“两委”
干部逐户上门，实地了解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
帮扶成效，认真记录贫困户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今年以来，上栗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遍访 154 个建
制村的基础上，在全县10个乡镇全面开展了遍访贫困户
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以已脱贫户、深度贫困户、边缘户、
重点监测户为重点，实地掌握“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
全、经济收入及人居环境整治落实情况，现场回应群众关
心的问题。截至目前，全县共走访各类贫困群众2800余
户，现场回应群众咨询4000余起，督促问题整改673条。

上栗遍访贫困户巩固脱贫成效

5 月 22 日，峡江县
工业园区某企业，工人
在生产车间忙碌。该
县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在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前提
下，全县规上企业开足
马力扩产扩能。一季
度，全县工业实现总产
值20.4亿元。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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