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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
徐黎明 通讯员夏陆梅）8 月
30 日傍晚，位于景德镇市郊
的横溪桥水库波光粼粼、水
色明净，慕名而来的游客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将美景发
到朋友圈。而 3年前的横溪
桥水库，却是一幅湖水发
臭、垃圾遍布的景象，这个
变化得益于该市对治河护
河管河采取的系列举措。

近年来，景德镇市从生
活污水及垃圾、工业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港口污
染、水域采砂 5 个重点方面
入手，采取“一河一策”举措
解决影响河湖环境的 101个
突出问题。该市先后开展
以“畜禽养殖专项治理、水
库退养、工业污染治理”为
主要内容的“保河行动”，通
过两轮全覆盖治理，禁养区
11 家禽畜养殖场全部关闭

或搬迁，459 座水库全部取
缔网箱养殖、实行人放天
养，5 家废水排放不达标的
工业企业也整改到位。

“以前大部分水库都承
包给村民发展渔业养殖。
由于承包人只专注于提高
经济效益的人工养殖方式，
对水库造成污染，并致水库
下游整个水系也受到污染，
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
用水。”景德镇市河长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市水库
全部退出承包合同、实行
人放天养后，当地把保护
碧水清流作为民生工程来
监督，调动社会力量齐抓
共管，使库区水源得到有
效改善和净化。同时，各
地结合库区周边的自然资
源优势，将一部分水库打
造成湿地生态景点或者水
利风景旅游区。

本报乐安讯 （记者邹
晓华 通讯员谭立华）“在家
门口就业，收入又稳定，真
是打心眼里高兴，日子是越
过越有奔头。”8 月 30 日，乐
安县戴坊镇白石村贫困户
邹永发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 47 岁的邹永发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父母年
迈，妻子残疾无劳动能力，
加上两个小孩上学要照顾，
无法外出打工。戴坊镇根
据他家的实际，安排邹永发
当上生态护林员。现在，他
每年能拿到管护补助金 1万

元，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为进一步激发贫困户

内生动力，确保贫困户有稳
定收入不返贫，近年来，乐
安县合理开发了一批扶贫
公益性岗位，安置符合条件
的贫困户就业。一方面与
贫困户签订务工合同，保证程
序齐全、务工情况真实可靠，
另一方面加强对公益性岗位
规范化管理，杜绝贫困户“等、
靠、要”思想。目前，该县合理
开发了保洁护绿、道路养护、
农家书屋、生态护林等公益性
岗位1564个。

乐安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1500余个

本报安义讯 （记者陈
璋）“自从开展‘六小’乱象
整治后，街道干净整洁多
了，楼下餐饮油烟扰民的现
象也没有了。”近日，家住安
义县潦河大市场的居民吴
女士高兴地说。

潦河大市场是安义县
著名的小吃街和夜市街。
多年来，这里的小餐饮店、
小食品经营作坊等“六小”
行业云集，导致环境脏乱
差、占道经营、油烟扰民现
象严重。今年初开始，该县
将“六小”纳入规范化、长效

化监管，对“六小”乱象进行
专项整治，先后出动执法人
员9300人次、车辆360辆次，
检查“六小”经营户 9500 户
次，责令整改 275户次，立案
33起，罚款75万元。

如今，走进建设东路、
潦河大市场等地，不少餐饮
店面装修一新，增设了油烟
净化器、消毒柜等设施，整
个店面和街道的卫生面貌
焕然一新。目前，该县“六
小”行业食品许可持证率达
100%，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
率达100%。

安义集中整治“六小”乱象

连片的养殖大棚里，鸭叫声、蛙鸣
声响彻田间；刚建成的蛋鸡基地里，一
箱箱鸡蛋正在装车准备发货；远处的山
地上，碧绿的茶树茁壮成长……近日，
走进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甫里村，百花
齐放的扶贫产业让人应接不暇，到处是
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你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甫
里村还是兴桥镇产业最薄弱的贫困
村——全村连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特色
产 业 都 没 有 ，全 年 村 集 体 收 入 为

“零”。通过扶贫攻坚，向上争取资金
和政策，向下脚踏实地干实事，如今的
甫里村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黑斑
蛙、百香果、红头鸭、油茶林、蛋鸡场、
光伏发电……短短两年间，甫里村已
建成多个产业项目，并产生效益惠及
全村，2019 年底顺利实现整村退出贫
困。昔日产业薄弱的贫困村，如今变
成了产业繁荣的示范村。

尴尬：紧邻市区却沦为
贫困村

地处偏僻、人多地少，贫困村面临
的这些困难，在甫里村并不存在——该
村距离吉州城区不过 10 余公里，开车
15分钟就能上高速公路，人均耕地面积
在当地也属于中游。然而，自然条件本
不差的甫里村，238 户村民中却有贫困
户17户，被评为“十三五”省级贫困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周边地区的开发抬高了人工和土

地成本，搞种养产业很难赚到钱，村集
体经济一直找不到突破口。”甫里村党
支部书记王欣荣介绍，特殊的村情制约
了村里的发展，村民普遍缺乏发展产业
的动力。2018年之前，村集体连修村组
公路的钱都凑不齐，根本没有资金和能
力帮扶村里的困难户。

“年初村干部工资一发，村集体账
上就空了，想办点民生实事都要打报
告，指望上级支持。”王欣荣说，年轻人
看不到家乡的变化，大都选择外出务
工，留守的老弱病残均以水稻种植、分
散养殖为主。不知不觉间，甫里村就沦
为一个尴尬的“城郊贫困村”。

“刚到村里时，我就发现一些贫困
户‘等、靠、要’思想严重，脱贫内生动力
不足，工作开展举步维艰。”省妇幼保健
院派驻甫里村第一书记陈鑫感慨道，如
何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成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
难题。

村集体经济长期“挂零”，依靠“输
血式”扶贫不可能长久，一定要打造自

己的富民产业，这是陈鑫走访调研后得
出的结论。通过向上级和挂点单位争
取，甫里村申请到几十万元扶贫项目专
项资金。可是，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
迅速打开扶贫突破口呢？陈鑫为此多
次外出考察学习，希望找到合适的产业
项目，以及有技术的专业户。

当地土地流转成本高，一般的种养
产业很难获得满意的收益，陈鑫意识
到，必须引进见效快、单位效益高、市场
销路好、对土地条件要求不高的产业项
目。搞产业扶贫，既要找到符合本地实
际的产业发展方向，又要找到有意愿来
发展的经营主体，这两者缺一不可。

几经周折，经朋友介绍，陈鑫终
于发现了一个适合当地的“冷门”项
目——黑斑蛙养殖。黑斑蛙养殖对土
地要求不高，每年 3 月下苗 8 月就可以
出栏，亩产有近千公斤。因为肉质鲜
嫩，黑斑蛙在一二线城市的高档餐馆比
牛蛙更受欢迎，每公斤利润可达 10
多元。

当时，峡江县一名养殖大户想扩大
养殖量，却受制于资金难以发展，正巧
遇到陈鑫来“招商”。一个缺资金，一个
缺项目，双方一拍即合。根据签订的协
议，黑斑蛙基地采取“养殖大户+合作
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在利润分
配上实现共享共赢。也就是说，甫里村
投入 50 万元扶贫资金，完成 20 亩黑斑
蛙养殖基地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养殖大
户今后 10 年都要拿出收益来分红，相
当于分期将前期投入返还给村集体和

贫困户。
甫里村的第一个特色产业项目，终

于有了眉目。

破局：一个项目带活一
批产业

作为甫里村扶贫攻坚的第一个项
目，黑斑蛙养殖基地的落地和经营之路
却颇为不易。第一步的土地流转就阻力
重重——由于村里此前搞过的产业项
目基本都黄了，村民没有信心，又担心自
家利益受损，拒绝将土地流转出去。

为了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陈鑫和
王欣荣一户户上门磨嘴皮，帮村民解除
心结。经过半个多月的动员后，终于取
得村民信任，把建设基地所需的 20 亩
流转土地敲定。

2019 年 2 月，黑斑蛙基地建成投
产，当年就迎来大丰收。基地全年产量
达 1.7 万公斤，销售收入 45 万元，村集
体和贫困户总计分红 6.9 万元。一时
间，全村人喜气洋洋。

然而，进入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
情和市场变化，以及黑斑蛙可能被列入
禁养范围的消息，让大家都笑不起来。
养殖大户担心黑斑蛙的市场前景，焦虑
之余打起了退堂鼓。

为了保住前期的投入和心血，保住
村里贫困户的希望，陈鑫一方面联系相
关部门密切关注政策变化，一方面安抚
鼓励养殖大户，利用土地资源搞起多种
经营。大棚里阴凉，可以搞百香果种

植；大棚外的土地也不能闲着，养起
2000 只红头鸭……扶贫干部和养殖大
户一起，耐心等待着政策落地。

今年 5 月，国务院相关部门明确，
黑斑蛙等蛙类由渔业主管部门按照水
生动物管理，这意味着人工养殖蛙类进
入市场不违反政策，甫里村的黑斑蛙又
能卖了！

走进该村的黑斑蛙基地，记者看到
一幅和谐生态的画面——大棚里密密
麻麻的青蛙在呱呱叫着，旁边的百香果
藤已经挂果，大棚外则是一群群悠闲漫
步的红头鸭。“现在在基地干活，每月有
1000 元工资呢。”张来祥是基地长期聘
请的 5 名贫困户之一，他对记者说，因
为有分红，村里人现在都把基地当成自
家的产业一样。

“当初搞多种经营是为了规避风
险，没想到无心插柳成了新的增收项
目，今年基地效益要更上一个台阶了。”
陈鑫一边帮忙喂鸭子，一边笑着给记者
算账：今年甫里村的各产业项目累计可
分红 23.7 万元，其中 3 万元分给贫困
户，剩余资金都归村集体。

在黑斑蛙基地渡过难关后，甫里村
的产业发展重新驶入快车道。今年，村
里投入 40万元的蛋鸡项目基地成功落
地；8000 余株高产油茶长势良好，预计
3年后将进入收益期……

专业户创业赚了钱，贫困户顺利脱
了贫，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可以继续改善
民生，甫里村的产业脱贫之路，正一路
畅通。

“老刘，最近怎么样？身体好些没
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跟随甫
里村扶贫干部来到贫困户刘发生家里
走访。

“我家在蛋鸡基地入了股，今年的
收入更多了，多亏了你们关照哦。”年近
六旬的刘发生带着儿子刘纯达喜笑颜
开地迎了上来。

刘发生妻子早年因病去世，最近几
年都是和小儿子刘纯达相依为命。父子

俩命运多舛，均患有先天性的严重风湿
性关节炎，手部畸形致残，属于村里贫困
程度最深、没有劳动能力的“红卡户”。

住在一贫如洗的老房子，与同病相
怜的儿子为伴，刘发生时常唉声叹气，
感觉生活没有希望。看到刘发生一家
的境遇，第一书记陈鑫将他列为重点扶
贫对象，每周都要上门两三趟，给他解
决实际困难，帮助他鼓起生活勇气和脱
贫的信心。

“老刘啊，身体不好不代表要穷一
辈子，你看你大儿子自食其力、不等不
靠，现在日子不是过得很不错吗？”陈鑫
如此鼓励。原来，刘发生的大儿子先天
性失明，但是他自学成才，分家后在城

里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前几年还找了
对象。

在干部们的鼓励下，刘发生父子俩
逐渐鼓起了生活的信心。在政府的扶
持和亲戚的资助下，一家人搬离了破旧
的砖瓦房，住进了三层新房。除了低
保、残疾补助等保障性待遇外，村里还
在刘发生新家屋顶装了 3000瓦光伏发
电，每年可增收 2000元；村里的黑斑蛙
基地也安排刘发生入股，他定期去帮忙
除草，每年能分红 900 元。2019 年，一
家人的收入超过2万元，顺利脱贫。

“你看我家现在也有不少电器，生
活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刘发生指着
自家客厅里 46 寸彩电说，以前那个黑

白电视终于可以退休了。记者看到，他
家还添置了一台冰柜，厨房里也装上燃
气灶。

打扫鸡舍、喂点谷子，然后到地里
种菜，有空就到村里的扶贫基地帮工，
闲时还酿点酒出售……虽然手部残疾，
如今父子俩却不等不靠，日子过得越发
充实。刘发生把老房子改造成鸡舍，养
了几十只土鸡，今年还被纳入村里刚成
立的蛋鸡合作社。手头宽裕了，刘发生
又添置了一台电动三轮车，父子俩每周
都去集镇赶集。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攒点钱，
早点帮儿子讨个媳妇。”刘发生憧憬着
未来。

脱贫脱贫我能行我能行

手残志不残 父子携手奔小康
侯长发 本报记者 朱 华

精准扶贫要拔“穷根”，扎“新根”，离
不开产业的保障。路子选对了，产业发
展起来了，脱贫致富路才能越走越宽。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农村的发展
离不开土地。利用好土地资源优势发

展特色产业，是带领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的有效路径。而如何找准适合本地发
展的特色产业，变“输血”为“造血”，成
为决定扶贫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扶贫
工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难点。

各地的扶贫实践中，有的贫困村靠发
展产业打开扶贫突破口，实现村集体经
济、贫困户和种养大户的三赢；有的贫困
村虽然也有自己的产业，但却陷入产品卖

不好、产业旺不了的困局。这其中的区
别，就在于有没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开展产业扶贫，切忌病急乱投医、
盲目跟风，要结合自身实际、找准自己
的特色。甫里村作为一个典型的城郊
贫困村，土地流转难、贫困户自身缺乏
创业条件，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面
对客观困难，扶贫干部没有盲干，而是
耐心地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论证，

最终选中了适合本村发展的高效益特
色种养产业，并引进专业的种养大户
进行管理，最终达到了多赢的目标。
该村产业扶贫的生动实践启示我们，
扶贫攻坚要敢想敢干，又要因地制
宜。只有在科学论证和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的基础上，选择符合市场需求、符
合当地实际的产业项目，产业扶贫才
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记者记者有话说有话说

扶贫扶贫有一套有一套

吉州区兴桥镇甫里村靠近吉安城区，村集体经济却长年“挂零”。如今，随着一个个
适合当地发展的好项目落地，该村已成为多个扶贫产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模范村——

产业为支撑 甫里喜翻身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产业扶贫要敢想敢干 更要因地制宜
朱 华

甫里村黑斑蛙基地里种上了百香果，并养殖了红头鸭。

本报南城讯 （记者陈
青峰 通讯员彭国正）在家
门口就能完成血压、血氧、
血糖等健康检查，对于已经
80 岁的南城县浔溪乡高岭
村贫困户李木根来说，是件
令他最感动的事情。因为
年岁大、腿脚不便利，遇上
身体不舒服，之前他只能
辗转到县城去看病。“家门
口有了卫健室，真的很方
便。”说起村里建成的“智
慧健康小屋”，老人笑得合
不拢嘴。

老人夸赞的“家门口的
卫健室”，是南城县强化“智
慧百乡千村健康医养”扶贫
工程建设建成并运行的“智
慧健康小屋”。为解决居民
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问
题，近年来，南城县充分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
术，着力提升“智慧医疗”水
平，集中资金在全县建设了
120 个“ 智 慧 医 疗 健 康 小
屋”，其中村卫健室 104 个，
城区居委会 13个，工业园区
3个，并配置了心电图、血糖
仪、血氧分析仪、按摩仪等
智慧医疗设备。由“智慧小
屋”搭建的智慧健康平台，
可提供血压、血氧、血糖、心
跳、心电、体温等日常健康
体征的移动化监测，而且还
配备了以中医为特色的日
常健康服务项目，可提供针
灸、按摩、理疗、足疗等中医
养生保健治疗等服务。截
至目前，该县“智慧健康小
屋”共注册 216340 人，监测
164062 人次，筛查出慢性病
10042人。

南城建成120个“智慧健康小屋”

459座水库养殖全部实行人放天养

景德镇综合施策让水库变身生态景区

8月29日，大余县池江镇杨村村民在晾晒客家烫皮。近
年来，大余县通过推广标准化生产，引导烫皮产业向规范化、
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培育壮大烫皮龙头企业30多家，带动
1500多家专业户从事烫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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