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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30日，尽管天寒地冻，城步
苗族自治县茅坪镇联龙村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基地却热火朝天，省劳模廖德光正带领
村民在给猕猴桃松土追肥。

放眼猕猴桃基地，垒石为柱，钢管为梁，
铁丝为网的猕猴桃架整齐划一。落叶后的猕
猴桃杆壮枝繁，生机盎然。“我做过生意，栽
过葡萄，但没成功。2000年，我改种猕猴桃，
经过多年培植，现流转林地建成猕猴桃基地
300余亩，年产猕猴桃40吨，占全县猕猴桃
产量的三分之一，年销售收入 500 多万元。
我认为致富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勤劳
……”谈起猕猴桃致富经，廖德光滔滔不绝。

“我们是联龙村六组的，这里以前到处
是乱石窝，稻田产量低，年头忙到年尾，口袋
里进不了几个钱。现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社，

在家门口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元，一年有4万
多元的收入。”正在地里忙碌的欧阳忠说。

2001 年，廖德光带头种植了 30 亩猕猴
桃，他一头扎入猕猴桃园，勤于钻研，掌握了
修枝、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技术，成为
苗乡地地道道的猕猴桃种植专家。2014年成
立了联龙村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

“合作社+农户+基地+电商台平”的运作模
式，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
息，猕猴桃的销售、运输等服务，实行统一品
种、统一播种、统一生产、统一标准、统一病
虫防治，无偿给群众发放种苗和肥料等。为
提升产量和质量，他个人还自掏腰包组织
100 多名社员分 9 次赴外地参观学习猕猴
桃、葡萄、林下养殖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多次邀请省、市农科院所专家现场授课，破

解了种养方面的技术难题。
四年多来，该社猕猴桃产品获得了有机

转换认证，董事长廖德光先后获得科普带头
人、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湖南省劳动模
范、邵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目前，
廖德光带领联龙村周边56户村民种植猕猴
桃 600 余亩，林下养鸡 3 万多只，铜鹅 6000
羽，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510 多万元，已有
200户通过种植猕猴桃脱贫致富。

（戴龙柱 杨君联）

省劳模率两百农户种猕猴桃脱贫致富
周末，30个家庭近百人的“快乐成

长”亲子团来到海南万宁山根镇大石
岭村，在共享菜地里摘菜，在共享厨房
里做饭，还可沙滩嬉戏、池塘垂钓、制
作糯米粑……度过充实的田园生活。

去年以来，镇村干部提议发展共
享经济，村民将翻整土地供城里人租
用，并帮助管理、种植有机蔬菜；整理
农家厨房，周末供游客租用；修葺农家
书屋，供游客休闲阅读。自元旦以来，
依托共享理念的周末游逐渐火爆。“共
享”让游客得体验，农民得收益。

记者日前在大石岭村看到，这个
村村道宽阔、村容整洁。村庄休闲广场
外，专门开垦出来的10亩“共享菜园”
郁郁葱葱。菜园旁一方池塘碧波荡漾，
广场上摆放着十几架共享单车，摘菜
之余手机扫一扫即可租用，绕着村庄
12公里的村道徐徐骑行。

共享菜园的负责人祁甫宁告诉记
者，共享菜园初期先打理出300块地，
10平方米一块。目前已经有60块地被
认领出去，认领者有当地企业、候鸟老
人，还有远在深圳的客人。菜园提供多
种菜种以及有机肥料由认租者自由选
择，目前已经种了西红柿、芥菜、菜心、
豆角、蒜、胡萝卜、茄子等有机蔬菜。

记者巧遇两位菜地租客，海南新健民长业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为培育企业文化，企业负责人肖育河租用了26
块地。“主要是周末带员工来体验种菜的过程，繁忙工作
之余，释放压力，在分享种菜成果的同时增进员工间的感
情。”肖育河说。来自新疆的“候鸟老人”齐女士边摘芥菜
边感慨：“在海南过冬闲来无事租一片菜园，亲手播种、收
获，既能休闲健身，又能享受丰收的喜悦。”

万宁市山根镇委书记符婷婷告诉记者，地处六连岭
山脚下的大石岭村依山伴海、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村民
生活相对富裕，楼房占比超过90%，近些年闲置的民房、
菜地较多，在全省推进全域旅游、共享农庄建设的背景
下，镇里有意在先天条件相对优越的村庄发展共享经济，
得到村干部和老百姓的欢迎。

“发展共享经济，能带旺村庄人气，增加村庄财气，给
村民新增了一条挣钱的渠道。”大石岭村党支部书记曾宪
蕃说，如今周末游已经火了起来，共享菜园、共享厨房初
见成效，村里打算把闲置民房整理一下，发展共享农舍，
为游客提供吃、住、游一条龙的休闲旅游服务。

（新华社海口1月29日电）

共
享
经
济
进
农
村

农
民
增
收
辟
新
径

新
华
社
记
者

赵
叶
苹

隆回县小沙江镇湘运汽车站背后的一处水毁河堤工地，民工们正在紧张地施

工。此处河道长1000余米，两岸河堤严重受损，有几处还出现垮塌现象，给两岸300

余户居民的房屋安全造成严重隐患。入冬以来，该镇党委政府争取国家投入资金，

筑两道基脚深1.5米、高3米能抵御洪涝灾害侵袭的“铜墙铁壁”。

胡富元 王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月28日，隆
回县羊古坳镇针对持续寒
潮雨雪冰冻天气，利用村村
响广播等多种方式，及时发
布灾害预警信息和简明防
灾减灾方法，让农民有效避
免了可能因冰雪灾害带来
的严重经济损失。

冰雪来临之前，隆回县
高度重视大雪、冰冻对农业
生产的危害性，提前采取措
施，做好应急预案积极应
对。各乡镇机关党员干部、
农技人员深入村组一线，着
实抓好农作物和牲畜防冻
避灾，采取行之有效的防冻
保暖措施。密切关注气象预
报和天气变化动态，加强灾
情信息收集。因地制宜开展
防灾技术指导，以油菜、蔬
菜、水果、烤烟、中药材等为
重点，落实灾害防御措施；

加强对林木苗种的防寒防
冻，认真做好大牲畜的防冻
保暖工作，严防冻死冻伤。
加固大棚，及时清扫大棚积
雪。特别是加强幼龄果园、
茶园防冻管护。积极应对近
期持续低温雨雪天气，防范
棚舍垮塌和低温带来的农
业损失。

该县充分利用各种媒
体，普及防寒防冻知识，提
高群众自我防灾抗灾的能
力。加强技术指导，组织专
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查苗情、查灾情、查病
虫疫情，指导农民科学抗
击冰冻；加强应急值守，执
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建立
完善的处置应对机制，努
力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

（贺上升）

隆回应对冰冻天气

为农业拴紧“安全阀”

本报讯 1月25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结对帮扶干部深入驻村帮扶联系点
——绥宁县红岩镇石家村，对该村的 45 户
困难家庭进行走访慰问，向他们送上慰问金
和新年祝福。

慰问中，帮扶干部来到各自的结对帮扶
户家中，热情地与困难群众沟通交流，详细
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家庭状况、收入
来源以及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鼓
励他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坚定生活的信

念，敢于直视眼前的困难，努力改善家庭生
活条件。

2014 年，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帮扶
工作队入驻石家村，认真摸清社情民意，
制订了三年发展规划，帮助村里解决群众
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狠抓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投资 38.8 万元将
原石家小学整修为石家村村部，建成了一
个办公、休闲、健身、娱乐一体化的村级服
务平台；协调资金 160 万元，完成了 3000

多米水圳农田灌溉工程；协调资金 30 万
元，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充分利用所有
资源，带领全村老百姓拓展农、林、牧等各
种产业。动员村民发展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并根据本村地理、气候、生态优势，
发展野山椒种植 50 亩，杂交制种 320 亩，
青钱柳种植 400 亩，东山花猪 300 多头，竹
鼠 400 多只，泥鳅养殖 2 亩，大大提高了老
百姓的收入。

2017 年底，石家村达到了贫困村退出
“两个确保，两个完善”的标准，完成了国务
院、省、市工作组对石家村整体退出贫困村
的检查验收工作，实现了脱贫摘帽。

（陈贻贵 禹 颖）

结对帮扶暖人心 精准扶贫“不打烊”

最近几年，国家对农村的补贴力度不
断增强，为农民带来福利。去年取消了农
业户口，给农村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取消农业户口之后，还有很多惠农政策会
逐步实施，为农村致富带来机会。

惠农政策1

加大对农村的拆迁力度，有偿征地

要把农村发展起来，在土地的耗费上
是很大的，要用地就得征地、拆迁，这些都
是必然的。这件事儿对于部分农户来说益
处良多，因为拆迁就意味会有一笔高额的
拆迁费，当然这只针对于一部分农户，并非
人人都是。有数据称，2020年的时候拆迁
的农户将达到2个亿。

惠农政策2

基 础 社 会 设 施 更 全 面

农业户口取消其实是在为达到“城乡
一体化”这个目标做努力，为了更好地达到
这个目标，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也会加
大力度。将会抓紧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
机制的建设，同时在这些方面的补助力度
也会加强。

惠农政策3

发展新型农业模式，并且占主导地位

现在的社会，农民的生活并不好过，靠
传统的耕作方式已经不能养活家里人了，
而且农民都是靠天吃饭，要是遇到天灾，那
一年的功夫就白费了。农业户口取消之
后，国家将扶植新型的农业发展方式，让农
耕更加现代化，绿色种植等都将被融入到
其中，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的发展。如果能
够及时抓住机遇，富裕生活指日可待。

惠农政策4

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土
改。第二次改革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能够
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
逐年下降，因此，国家决定作出新的改革。
将实行有偿退地、集体分红等政策。

（本报综合）

四项惠农政策

为农村带来致富机会

本报讯 “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温度
适宜，特别适宜油茶种植。”1月25日，新
邵县陈家坊镇江村油茶基地负责人李长
青说。前几年，村民们开始零散种植油
茶，由于没有统一管理，不仅收成差，价格
也受到“限制”。近些年，他带头成立了

“湖南省华怡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公司一、二期已开发栽植油茶林面积
3200亩，去年部分油茶林开始挂果，待今
年油茶林全部出产，仅此项年收入至少上
千万元。

近年来，该村因地制宜，通过能人带
动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目前，村里油
茶种植、罗汉果种植、土鸡养殖、山羊养殖
等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为村民增产增收打
下坚实基础。

江村是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在
县扶贫工作队和镇党委政府的大力帮助
下，群众都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增加收

入。专业户李天智在村里租赁土地发展
罗汉果种植 1600 亩，现在还成立了新邵
县向上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直接带动
贫困户发展罗汉果种植增收脱贫，成了全
县重点扶贫产业。

和李天智一样，该村的付校美也是靠
种植业开辟出了一条创业路，她利用土地
流转发展射干和玉竹种苗繁殖，成立了康
健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发展社员22人，
种植面积达300亩……

目前，该村具有一定特色规模种植户
10户，主要是油茶、名贵中药材、梨子、葡
萄等。规模养殖户8家，其中生猪养殖户
1 户，山羊养殖户4 户，鸡鸭养殖户3 户。
特别是以该村油茶示范基地为中心，在全
镇发展油茶种植面积达10000余亩，形成
了一定的种植规模。

（刘志坚）

江村特色农业产业助农家增收

1月26日，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内的高负荷
线路进行交叉跨越测量，对线路廊道内施工点、线路树障
点、覆冰区及耐张杆塔各联接金具等进行大排查，及时处
置所发现的问题。图为工作人员在潭府乡境内对线路树
障点进行清理。 杨敏华 谢丽英 摄影报道

三农政策解读三农政策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