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户在紫薯育苗基地劳作，有了稳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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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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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的困难，她从未丧失信心，不等不靠，
为其他贫困户树立了榜样。”这是驻元家村第一书记
孟高兴对贫困户戴银秀的评价。

记者采访戴银秀时，她正骑着电动车从元家村紫
薯育苗基地出来，载着两袋紫薯苗前往橘园分种。大
家都说戴银秀是个苦命人，但是要强的戴银秀却说：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从外村嫁到元家村的戴银秀，年过半百。前几

年，她的丈夫患了重病，儿子在工地上摔成重伤，儿媳
妇丢下两个孙子离家出走。

“当时，感觉天塌了。”戴银秀回忆往事，眼里闪着
泪花。她家两个顶梁柱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顿时陷
入困境，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家只能依靠戴银

秀在村里做保洁员的收入维持生计。
最初，村里建起养猪场，便安排戴银秀在养猪场

上班，一个月能拿千余元工资。“这些钱只能补贴家
用，要想脱贫还不够。”随着元家村开垦荒山种植金秋
砂糖橘，戴银秀便在这里兼职，帮助橘园锄草，干一天
活结算一天工资。同时，随着教育、医疗等多项扶贫
政策落地，戴银秀的家庭负担逐步减轻。她抹了抹眼
泪对记者说：“苦日子过去了，我现在在家门口就业，
还能照顾家庭。”

“以前没活干的时候，那才叫难。现在丈夫和儿
子生活能自理，能简单照顾两个小孙子，我完全可以
放开手脚干。”戴银秀笑着说，“橘园的活干完后，再到
紫薯种植基地干上半个月。只要肯干，一年到头有忙
不完的活，每月能挣 2000多元。只要有活干，就有希
望！”

戴银秀的勤劳感染了身边的贫困户，甘茂盛、元
水仔、陈行光等贫困户原本脱贫动力不足，看着勤劳
肯干的戴银秀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改善，他们纷纷提出
加入家门口就业队伍，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只要有活干，就有希望！”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记者之所以为元家村点赞，是因为其抱团发展产
业的模式，让有限土地获取更大经济效益，既保护了

生态，又让产业发展可持续。
元家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立体复合种养，为

农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路子。从目前来看，元家村解
决了养猪场污染问题，也解决了橘树下大面积土地闲
置问题，使土地单纯利用转向复合利用，村民收入逐
渐增加，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

如果元家村种植养殖业没有抱团发展，便无法形
成产业链条，他们最初引进的养猪场可能会因为污染

问题而关停，自然而然不会引起连锁反应，荒山不一
定会变成橘园，产业脱贫路也无法走得顺畅。

种植养殖业与生态建设相辅相成，同时具有良好
的脱贫效应。元家村建设有机肥加工厂，解决了猪场
排污问题；金秋砂糖橘大量使用有机肥，不仅保护了
土壤和水源，也提高了农产品品质，产品价格上去了，
村民收入增加了，让有限土地获取了更大的生态、经
济效益，值得点赞！

有限土地获取更大效益
本报记者 余红举

5月 2日，记者驾车行驶在崇仁县河上镇元家村
扶贫产业基地，弯曲的乡间小路上，随处可见橘树套
种紫薯，绿油油一片。元家村党支部书记元卫平信
心满满地对记者说：“橘树才刚刚挂果，就已经被客
商预订了一大半，年底分红不用愁啦！”

客商提前预订元家村种植的 1900 亩金秋砂糖
橘，看中的是“有机农产品”这一标签。元家村利用此
前引进的养猪场，将猪粪制成有机肥料供橘园施肥，
橘树下又套种紫薯。这种“抱团”的产业发展模式，给
元家村带来了发展机遇，让荒山披绿装，让村民走上
产业脱贫的好路子。

产业怎么抓？

生态经济效益“一把抓”
在崇仁县环保局派驻元家村第一书记孟高兴到

来时，元家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2 户 83 人。贫困户
依靠村里仅有的几个保洁员公益性岗位，每个月收入
五六百元，脱贫致富“长路漫漫”。

元家村属于丘陵地带，因为开垦荒山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许多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荒山无人开
垦。孟高兴有一个习惯，事事有记录。他指着手机里
保存的他刚入村时的照片说：“这山场原先是荒山，只
有些杂木、杂草，几乎没什么产出。现在满眼绿色，是
村集体和贫困户的‘聚宝盆’。”

不靠城，不临工业园，元家村要想帮助贫困户摆
脱贫困，得借地生金。孟高兴与元卫平想到了“要想
富，先养猪”。

他们吸引江西云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落户元家
村，年出栏3万头猪，实实在在给贫困户带来收益，促
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元卫平说：“养猪场需要众多
勤杂工，解决了贫困户就业，租金解决了村集体无收
入来源问题。”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养猪场排污带来了环境污
染。孟高兴回忆当时的情景，摇了摇头：“同事时常
打电话质问我，我扶贫的村怎么总有村民投诉养猪
场排污？”

同样收到质问电话的，还有河上镇党委书记危新
源。他清醒地意识到：“发展扶贫产业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如果将养猪场的污染物变废为宝，可以说
一举两得。”

通过河上镇穿针引线，元家村在养猪场旁建了
有机肥加工厂，将养猪场的排污进行发酵，制作成有
机肥。

元家村之所以下这步棋——招商引资建设有机
肥加工厂，是因为他们要开垦荒山种植有机金秋砂糖
橘，让荒山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山银山。2016年，村里
以每亩土地每年50元至100元不等的价格流转，村民
纷纷响应，既盘活了土地资源，又有效推进了元家村
生态建设。

“ 我 们 流 转 了 1900 多 亩 土 地 种 植 金 秋 砂 糖
橘，为了短期内有收益，特别选择了成年树，经
过认证，属于有机农产品。”元卫平翻着账本说，

“ 村 集 体 一 年 增 收 50 万 元 ，贫 困 户 增 加 了 1200
元分红。”

元家村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引进台和惠种植有
限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为贫困户无偿提供种苗、技术、销售服务，在橘园套种
紫薯。从此，贫困户脱贫的路子越走越宽。

路子怎么走？

租金工资分红样样有
经过一年的经营，在元家村投资的胡增标，深感

“投资选对了地方”。
胡增标是台和惠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他在浙江

省农科院的技术支持下，选择在元家村橘园套种紫
薯。“这里土壤以及气候很适合种植紫薯。套种的紫
薯，如果行情好，我们随行就市；如果行情不好，我们
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胡增标看好紫薯产业，因为它
全身是宝，不愁销路。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元家村从
建养猪场到建橘园，再到橘树下套种紫薯，都是接
地气、实打实的扶贫产业，只要贫困户积极参与就

有增收渠道。对此，元家村成立新明生态农业合
作社，引导贫困户自愿加入合作社，通过“政府主
导+企业运营+合作社管理+贫困户”运营模式，促
使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目前，元家村 22 户贫困
户均加入合作社，每户贫困户以市县扶持生产资
金作为股金入股，除了土地流转租金外，每年分红
一次。

除了分红，产业扶贫还带动了就业。橘园修剪枝
条、施肥、采摘等需要大量工人，尤其在采摘期，多的
时候每天有200多人务工，为当地闲散劳动力提供了
就业门路。“橘园工人常年保持在100人左右，天天都
有活干。”元家村橘园负责人介绍道。

“只要愿意出工，天天有活干。”已脱贫的元丑孙
正在橘园锄草，“我和妻子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元，再加
上田地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元家村建立了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
贫困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取租金，组织他们到基
地务工，又能让入股的贫困户获得分红，有效地增加
了贫困户收入。2018 年，元家村整村脱贫。脱贫后
的元家村有了新目标：通过抱团发展产业，实现乡村
振兴。

产业抱团 脱贫路宽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文/图

贫困户在养猪场工作。

“我要努力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不能一味地靠政
府。”5 月 24 日，上饶市广信
区黄沙岭乡大屋村脱贫户肖
飞飞，一边忙着填写网上发
货订单，一边微笑着对记者
说道。

今年 36岁的肖飞飞，幼
年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左
手左脚残疾。2008 年，她与
孔国孝结为夫妻，婚后育有
一子一女。家里添了两个孩
子，再加上要照顾年迈的婆
婆，狭小的老房子已住不下
了。2012 年，夫妻俩拿出多
年积蓄，并赊欠了部分材料
费及工匠工钱，咬牙盖了新
房，生活顿时陷入贫困。

2014 年底，肖飞飞家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领到
了残疾人补贴，享受产业帮
扶、代缴新农合新农保优待
政策，两个孩子上学也得到
相关补助。区残联和帮扶
干部经常上门走访慰问，帮
助她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鼓励她一家要坚定生活的
信心。

有了党和政府坚强后
盾，肖飞飞、孔国孝心里燃起
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孔国孝
向当地篾匠师傅学习篾编手
艺，并经人介绍到福建一茶
厂编织茶叶筛子，月收入近
5000 元。2019 年，肖飞飞参
加了区残联举办的电商培
训，学习相关技能，并萌生了
开网店的想法。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肖
飞飞与丈夫商定，将丈夫利
用空余时间编织的竹篾手工
艺品放到网上售卖。说干就
干，去年 6月，肖飞飞注册网
店销售竹篾手工艺品。对只
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肖飞飞来
说，开网店十分不易，从手忙
脚乱到熟练操作，她比平常
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吃了更
多苦。如今，网店生意最火
的 时 候 ，月 销 售 额 超 2 万
元。2019 年底，肖飞飞家顺
利脱贫。

肖飞飞脱贫记
黄宗振 本报记者 吕玉玺

▼5月21日，吉安市吉州区长塘中心小学，孩子们正
在享受课间活动的快乐。复课以来，吉州区各学校遵循

“户外 120分钟”原则，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加强锻炼，增
强体质。 通讯员 李 军摄

▲5月 25日，新余市蓓蕾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进行
风火轮、脚跳球、平衡球等趣味运动。当天，该市各幼儿
园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错峰错时开园，孩子们终于
回到了久违的校园。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
吴颖）日前，省人民医院红谷
滩院区（一期工程）建设完
工，全面投入运营。据悉，该
院区实行“无假日医院门诊”
服务模式，即一年中，除除
夕、农历正月初一和初二 3
天外，全年均开诊，这将给我
省群众看病就医带来便利。

据了解，省人民医院红
谷滩院区（一期工程）开放床
位 1500张，服务将全面体现
人性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特
点。人性化方面，卫生间均
设有无障碍辅助设施，医患

实行双通道和全门禁制管
理，户外建有花园、步道，设
有专门的吸烟区、医疗街，免
费 WIFI 全覆盖；智能化方
面，有自动发药机、自动摆药
机、智能药柜、院内3D导航、
统一检查预约服务中心等，
还引进了智能消毒机器人、
智能测温机器人；便捷化方
面，一期工程设计停车位
1000 多个，医院还在新老院
区间安排特约转运车来回对
开，工作日每半小时一班，周
末及法定节假日每一小时一
班，患者可免费搭乘。

实行“无假日医院门诊”

省人民医院红谷滩院区投入运营

本报南昌讯（记者邹晓
华）进入夏季，南昌市内各类
瓜果销售流动摊点增多。5
月 17 日，记者获悉，为整治
以往瓜果摊贩随走随卖、占
道经营乱象，满足瓜农销售以
及市民购买双重需求，南昌市
西湖区系马桩街道首次设置
瓜果销售疏导点，规范经营。

据了解，在瓜果销售疏
导点经营的商户必须严格服

从系马桩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管理，并遵守相关规定，违
反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改
正。经营车辆和工具必须按
照要求在规定区域停、摆放
整齐；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
内经营，不得使用喇叭等音
响设备招揽顾客；应准备垃
圾清扫和收纳工具，及时清
扫垃圾，时刻保持疏导点内
卫生清洁。

西湖区设置时令瓜果疏导点

流动摊贩有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