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民 生■ 责任编辑 杨学文 刘 潇 美术编辑 刘济海

2020年11月16日 星期一 JIANGXI DAILY

遂川县雩田镇中洲村
村民祖祖辈辈种植蔬菜，
但由于技术含量低，效益
并不高。近年来，作为县
农业农村局聘任的蔬菜种
植技术员，村支书梁梅生
带领村民通过培育新品种
等措施，推动蔬菜产业提
质增效。

早年，梁梅生家只有 2
亩地。他靠白天干泥水匠、
凌晨去集市卖蔬菜养家糊
口。为改善生活，梁梅生下
定决心去外地“取经”。

2010 年，梁梅生到福
建学习后，把新的苦瓜品种
带回中洲村精心试种，亩均
产量相比传统品种提高了
3倍，收益逾2万元。

此后，梁梅生不断尝试
种植其他蔬菜品种，并获得
成功。小小的中洲村一下
子热闹起来，村民们争相种
植蔬菜新品种。

“使用有机肥对土壤有
改良作用，种的菜口感好，
成本还比之前低……”作为
县农业农村局聘任的技术
员，梁梅生的课总是受到菜
农欢迎。

如 今 ，村 里 建 起 了
1180 亩蔬菜基地，每逢旺
季，中洲村黄瓜、苦瓜等蔬
菜每天能产 1万多公斤，不
少外地客商纷纷进村收
购。在梁梅生的带领下，越
来越多村民走上了致富的
道路。

村支书传技
李书哲 本报记者 陈 璋

11 月 2 日，黎川县洵口镇皮边村村
民危小球，一大早就来到村里 400 余亩
的瓜蒌种植基地，查看瓜蒌长势。

“这是我们村招商引资项目，我在
这里做管理员，每个月有5000元的固定
收入。”危小球说，瓜蒌一身都是宝，瓜
蒌籽、果皮、根都可以入药，每亩收益在
6000 元左右，成了村里脱贫致富的“摇
钱树”。目前，该村已经优先安排了 11
户贫困户在基地就业。

在皮边村，这样的种植基地不在少
数。皮边村是“十三五”省级贫困村，近
年来，该村一方面通过走出去“借脑提
智”，招商引资发展瓜蒌种植等特色产
业，另一方面通过党建聚力，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党员争当创业“带
头人”，与贫困户“结对子，共帮扶”，实
现贫困户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7 万元，
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达到50万元。

“借脑提智”引资兴业

11月2日，记者走进皮边村，看见一
条条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口，家家户户
用上了自来水、卫生厕。村里便民服务
中心、村卫计室、村民文化体育活动广
场等基础设施齐全，呈现一派“绿富美”
的新农村景象。

“皮边村是‘十三五’省级贫困村，
位于武夷山脚下，山多林密，属于偏远
山村。”村民李运兰说，过去的皮边村不

宜居、不宜业，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
留守村里的基本上是老人、妇女和儿
童，村集体经济收入微薄。

不过，随着2016年省政协机关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到来，“偏远穷”的皮边村
迎来了转机。“我们来了之后，经过上门
入户调研，发现村里‘一穷二白’，没有
像样的产业。”驻村第一书记陈春情向
记者介绍，村民主要依靠种植水稻为
生，贫困户没有持续增收能力与产业。

陈春情告诉记者，为了解决村里的
这些难题，他们决定在村里发展扶贫产
业。没有经验，他们就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办法，先后到福建光泽县、安徽
省潜山县等地参观学习，拓宽视野、增
长见识，借鉴光泽县土地流转经验，盘
活了村里闲置与抛荒的土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林密、
山多、地多。结合皮边村实际，我们把
适合村里水土环境种植，且有发展规模
前景的瓜蒌、百香果等产业项目引进
来。”陈春情介绍，目前村里引进的瓜
蒌，已扩种到 1000 亩，预测年产值 500
万元，常年用工约 78 人，村民和贫困户
通过务工每年能增收约 2 万元，还能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

项目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发展得
好。在陈春情的带领下，皮边村为客商
提供了“保姆式”服务。

“包括土地流转、项目用工等方面，
我们根本不用操心，村里会帮我们协调
好。”江西蒌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戴云峰告诉记者，鉴于皮边村
发展环境好，他们公司在投资1000亩的
瓜蒌种植后，还将加大投资，发展村里
的旅游项目。

除了瓜蒌种植，皮边村还引进了百
香果、食用菌等产业，随着一个个扶贫
产业项目在皮边村开花结果，目前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了50万元，比两年前翻
了近10倍。

党建聚力同帮共扶

“现在村里的党支部，一个月开会
的次数，比过去一年还多。”今年59岁的
党员黄细忙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的党员
没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群众心目中
的地位不高，凝聚力和号召力不强。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
不强，要看“领头羊”。陈春情告诉记
者，皮边村共有党员 47 名，大部分在外
务工或在外经商，只有 19 名党员在家。
针对皮边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他们决定抓党建，唤醒村里党员的身
份。

为此，陈春情带领大家健全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让支部和党员在开展工作
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拿出切实
有效的措施调动党员参与脱贫攻坚的
积极性。

“我和同事在皮边村开垦了一块党
员示范田，种植了‘酸甜苦辣’等农作物
（酸为百香果、甜为西瓜、苦为苦瓜、辣
为辣椒），在每月党员活动日时带领村
干部、全体党员及贫困户一起参加劳
作。”陈春情说，让全体党员在“忆苦思
甜”中，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通过党建，我们意识到，党员应该
有责任与担当，不能自己发展了，忘了
贫困户与村民。”党员黄文虎告诉记者，
他带着多年在外务工赚的钱，回到村里

投资，与福建客商合资成立了黄金百香
果合作社，共投入 40 余万元种植了 50
余亩黄金百香果及 4 种采摘水果，常年
优先聘请贫困户及村民 33 人在基地务
工，每人每天工资在100元以上，让大家
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皮边村还注重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扶贫队伍，扶持年富力强、有干劲闯劲
的年轻人创业致富，并把这些人发展为
村里的党员。张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
现在承包了 300 亩山地种植油茶树，并
成立合作社吸纳了 10 名贫困户共同发
展，同时种了 80 亩烤烟，优先安排村里
的贫困户就业。

“村里的党员和干部，为大家办了
很多实事、好事。”谈及村里的党员和干
部，余文星连连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余文星早年在福建务工，因
工作时发生意外，造成臀部骨折，不能
正常行动干重活，于2013年底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让贫困户早日脱贫，皮边村开
展了“亲帮亲、邻帮邻、户帮户，先富帮
后富”活动，让先富起来的党员、村民
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通过教思路、
送技术、做指导，做到资源共享。在

“先富”的带动下，被帮扶的贫困户脱
贫有方子、致富有路子、生活有盼头，
如今皮边村按照“致富带头人+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全村 33 户贫困户以

“入社打工挣薪金、入股资金分红利”
的方式参与到瓜蒌、百香果、食用菌、
蜜橘等专业种植合作社中，每年户均
分红 2000 元左右。目前，全村贫困户
人均年收入由原来的 2600 元提高至现
在的 1.7万元。

“贫穷”和“偏僻”曾是皮边村的代
名词。这里地处偏远山区，基础设施落
后，甚至步步泥裹脚，人居环境脏乱差。

为了改变落后的村容村貌，让村里
宜居宜业，驻村工作队协调各级资金
2000多万元，投入1700多万元用于皮边
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同步做好美化、绿

化、亮化工程。
然而，仅仅依靠“输血”，皮边村的

发展没有持续性，要“造血自生”才有
未来。

怎么办？这是一道摆在驻村工作
队面前必须作答的考题。

为此，驻村工作队决定向外“借脑

提智”引资兴业。皮边村结合村里山多
林密，地多效益不高的特点，因地制宜，
进行土地流转，大力发展适合本村的瓜
蒌、百香果、食用菌等产业，同时通过抓
党建，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对贫困户同帮共扶，走出了一条具有皮
边村特色的脱贫致富之路。

如今的皮边村，村庄更美了，村民
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全村 33 户贫困
户人均年收入由纳入建档立卡时的
2600 元提高至现在的 1.7 万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从 2018 年的 5 万元攀升至现
在的50多万元，昔日的“偏远穷”逆袭为
今日的“绿富美”。

11 月 2 日 8 时，皮边村贫困户危建
根扛着锄头，钻进了村里 2 万多亩的毛
竹林挖冬笋。

“我们这里盛产毛竹，到了这个季
节，竹林里有很多冬笋可挖，我一天可
以挖到7公斤至10公斤，目前上门收购
的价格在每公斤12元左右。”危建根说，
只要人不懒，现在在村里实现脱贫致富
有很多门路。

危建根腿部残疾，妻子早年病逝，
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过去靠吃低
保、种水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
巴。扶贫工作队进村后，村里引进了
扶贫产业，他被优先安排在瓜蒌扶贫
产业基地务工，工资收入每年有 1 万多
元，同时村里还给他安排了护林员的
公益岗，每月有固定收入 600 元，不仅
如此，他还以土地流转的形式，加入了
百香果、瓜蒌、黑木耳合作社，每年年

底可分红 2000 元，一家人的愁眉开始
舒展。

“今年我还种植了21亩水稻，1.5亩
胭脂柚，养了4头猪，家里纯收入有6万
元左右。”危建根说。

危建根说，他虽然身体残疾，但一
般农活都能干。过去村里没有扶贫产
业，家门口没什么赚钱的门路，农闲时
在家里闲着没事做，每年家里的收入只
有几千元，现在村里有合作社，可以去
合作社务工，还可以自主发展产业，政
府每年都发给他产业奖补资金，赚钱的
门路越来越多，因此，他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信心。

“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可以一
味等靠要，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危
建根说，自己是80后，还能做很多事，虽
然一年四季都很忙碌，也很辛苦，但却
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11月11日，在位于樟树市张家山街道的鲁寿富硒蔬菜科
技示范园温控大棚内，工人正在给蔬菜吊枝。近年来，张家
山街道采用“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积极发展
设施休闲农业，蔬菜种植效益不断提高。 通讯员 胡美飞摄

11月12日，在乐平市第六小学开展的消防逃生疏散演
练活动中，来自乐平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向
该校师生传授火场逃生技巧。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本报丰城讯 （通讯员
蔡建明）近年来，丰城市强
化各项举措落实残疾人

“两项补贴”，使全市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及时享受这
一 福 利 政 策 ，实 现 精 准
救助。

残疾人“两项补贴”是
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该
市通过微信群、张贴宣传单

和入户宣传等形式，提高残
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知
晓率。针对“两项补贴”发
放账号存在的问题，进行集
中核对，做到户名、账号及
身份证号一致。同时，强化
监督检查，定期向社会公开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发
放使用情况，公布举报电
话，确保资金发放公开、
透明。

丰城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

从从““偏远穷偏远穷””到到““绿富美绿富美””
———看黎川县洵口镇皮边村如何实现村美民富—看黎川县洵口镇皮边村如何实现村美民富

吴细兰吴细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

扶贫扶贫有一套有一套

“只要人不懒，脱贫有门路”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脱贫我能行

摘掉“穷帽子”，必先找准“好路子”
洪怀峰

记者记者有话说有话说

危建根在竹林挖冬笋。

本报浮梁讯 （记者徐
黎明 通讯员倪军礼）浮梁
县打造河长制湖长制升级
版，扎实开展昌江流域综合
治理，构建诗画浮梁水生态
文明特色。

2018年下半年以来，该
县实施了西河三龙段、东河
王港段、小北港西湖段综合
治理等5个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以及兴田夏田水、蛟潭洪
村水、臧湾马家水等 6个中
小河流治理重点综合整治项
目，累计整治河道432.94公
里；2019 年，该县完成了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项
目设计工作，在15个乡镇对
86个饮水工程进行了改造，
受益人口5万余人。

今年上半年，浮梁县与
景德镇市文旅局合作，引进
总投资约20亿元的“元田溪
谷”项目，配套治理西河黄坛
段20余公里河道。目前，投
资 38 亿元的浮梁铭宸智慧
农业和生物制药项目已破土
动工，预计明年 1月份完成
建设；今年年底前将启动总
投资 25 亿元的小南河全流
域保护建设项目。

浮梁开展昌江流域综合治理

从“偏远穷”走向“绿富美”的皮边村。 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本报泰和讯 （记者邹
晓华）记者从泰和县警方获
悉，近日，犯罪嫌疑人袁某、
郭某、郭某某、张某因犯非
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去年 10 月 28 日，泰和
警方接到报警称：桥头镇南
车库区东山村、哨江村山场
5 株楠木树“不翼而飞”。
接警后，办案民警经过调查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经查，高陂镇郭某兴建
新居，想用楠木做楼梯扶手
炫富。郭某伙同郭某某、袁
某、张某于去年10月25日晚
来到桥头镇东山村，将 3 株
楠木树锯倒后制成原木，用
皮卡车装运到高陂镇符竹
村。次日，袁某和郭某某再
次驾驶皮卡车来到桥头镇东
山村，偷砍楠木树 2 株。经
鉴定，4人采伐的5株楠木均
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建新居盗伐楠木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