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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远胜登
仙去，飞鸾不暇骖。”这是韩愈笔下的田园
美景，也是百姓向往的理想生活。然而现
实生活中，此等美景在由团市委牵头，市
农委、市红十字会为成员单位的驻村帮扶
点——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白岩村呈
现出来。

为提高白岩村的生产生活硬件设施，
去年以来，驻村帮扶工作组紧紧围绕精准
脱贫的总目标，多方筹措资金，硬化了通
往香梨种植基地干道1.3公里，修复水毁村
组道路3公里，解决三个村民小组人畜饮
水难题。危房改造、农网改造，香梨储藏
仓库、五保之家、农家书屋、村级卫生室、
村部综合楼建设等逐步完成。

在挨家挨户充分调研、摸清底子，充
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驻村帮扶工作
组根据村里山地多、耕地少等实际情况，
提出种植业“一村一品”的思路，把种植

“苗香梨”作为主打产业，深度挖掘苗香梨
高山、绿色、健康、生态的纯天然优势，不
断提高苗香梨的知名度，并成功向国家工
商总局申请注册了“南岭苗香梨”商标。

为加快产业发展，扶贫工作组大胆尝
试，把原有的村级香梨合作社提质升级，推
行“合作社+产业+农户”的模式，推动贫困
户进行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把贫困户
的扶贫资金投入合作社作为股金，把贫困
户的土地作为股权，形成有效的利益链
接。这一举措不仅让白岩村“活”起来，也
让贫困户富起来了。驻村工作组始终坚持
市场化运营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专项扶
贫开发资源为杠杆，撬动电商团队、新型农
村经营主体、贫困户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投
入，“南岭苗香梨”这一独具特色的产品实
现了多元化销售，达到了线上线下同步进
行。现在越来越多的果农投身到香梨种植
上来，销量节节攀高，今年广东商会通过网

络平台一次性购买了3.5万公斤香梨。
目前，白岩村苗香梨种植面积扩大到

了 2344 亩，比原来增加了 1800 多亩。合
作社统一提供苗木、统一提供农资、统一
提供技术培训、统一肥料配方、统一田间
管理、统一采收、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
一销售，基本实现了香梨标准化生产。通
过一系列的组合拳改革，该合作社从2014
年的亏损状态，到 2015 年获利 50 万元。
今年预计香梨产量可达 25 万公斤，产值
350 万元。如今，白岩村 95%以上的贫困
户都是合作社社员，2015 年通过种植香
梨，全村实现了21户共82人脱贫，23户深
度贫困共 68 人人均入股分红 1200 元，65
户一般贫困种植一亩香梨也得到了 1500
元的补助。

产业扶贫润苗乡
——团市委驻城步苗族自治县白岩村扶贫工作纪实

罗素云
本报讯 近日，市水土

保持科学技术推广站举办新
邵县 2016 年农业综合开发
水土保持项目技术培训会，
该县水利局、水土保持局、坪
上镇政府的相关人员以及施
工单位、项目所在村的施工
管理人员等共 50 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采取专家讲解、发放
资料、现场参观、个别咨询的
方式进行。市水土保持科学
技术推广站组织有关专家和
技术骨干就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和工程
施工、经果林的栽植和管理技
术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并耐心解答学员们提出的
问题和种植方面遇到的困
难。同时，组织学员到市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现场学习，让
学员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水土
流失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近年来，市水土保持科
学技术推广站开展水土保持
的科普教育、示范推广、技术
培训等20余场次，现已成为
邵阳市开展水土保持人才培
训和技术推广、面向社会公
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科
普教育的专业机构，每年培
训人员2000余人，发放相关
资料1万余份。

（张 伟 王曙光）

市水保站举办

农发水保项目技术培训

聚焦精准扶贫聚焦精准扶贫

本报讯 “搭帮政府帮
扶，让我孙儿能够继续读
书。”近日，云水村四组村民
张友珍逢人便说。她因丈
夫、儿子去世，儿媳改嫁，独
自抚养孙子，孙子初中毕业
就 打 算 在 家 帮 奶 奶 干 农
活。当帮扶干部告诉她“雨
露计划”时，她毅然送孙子
就读职高。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
以来，双清区爱莲街道办大
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该
办成立精准扶贫工作组，切
实加强对精准扶贫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一协调，投入
2万余元完善扶贫办内务建
设，配备了 3 名扶贫工作人
员。严程序、保进度、建档
立卡有序推进。该办派驻

村工作队初选对象识别等
步骤，建档立卡，共建368贫
困户档卡。出实招求实际，
驻村帮扶深入开展。该办
扶贫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贫
困户的实际困难，致贫原
因，因户制定脱贫方案，全
面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基
层干部的主动性。

截至目前，帮扶单位共
投入 80 余万元在胜利村建
立79千瓦光伏发电站，主体
已完工。投入 70 余万元硬
化胜利村三组道路，长约
3000 米。98 户申请小额信
贷，68 户已审批通过。3 名
贫困生享受“雨露计划”，帮
扶20名就读小学、初中的贫
困学生。

（张 伟 姚享云）

爱莲办大力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
11 月 5 日，记者来到风景

秀丽的隆回县麻塘山乡横排
村，探访乡村医生伍国荣。伍
国荣除了每日行走在各个村
落为乡亲们看病外，今年还创
办了一个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发展了 102 户村民加入
合作社，种植优质猕猴桃成品
苗 50 亩。他的梦想是让横排
村的猕猴桃销售到全国各地，
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谈起自己的家乡，伍国荣
赞不绝口。“我们村位于隆回
县的西北部，平均海拔1300余
米，这里有着湖南小西藏的美
誉。”伍国荣告诉记者，他们这
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保护
区虎形山至白马山风力发电
场旅游带的中心，也是全国金
银花优良品种的发源地。

说到为什么想到种植猕
猴桃，伍国荣打开了话匣子。
他告诉记者，以前村民主要靠
种植金银花来发家致富，隆回
横排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也在周边远近闻名。可由于

种种原因金银花价格直降，致使农民种植金银花的
积极性消退了很多。作为金银花合作社带头人的伍
国荣陷入担忧之中，如果这样下去村民们的经济来
源肯定会受影响。

为改变这一现状，伍国荣结合横排村属于砂质
土壤，并且含硒丰富，土质肥沃，非常适宜猕猴桃种
植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决心开辟出一条种植猕猴桃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我们村以前也有少数农户零散
种植猕猴桃，只是品种单一，不成规模。”为将村里的
猕猴桃种植规模化，2015年3月伍国荣带领金银花
合作社骨干成员前往四川浦江实地考察学习了猕猴
桃种植技术。“考察的成果让我非常兴奋，猕猴桃株
产量可达30至150斤，就目前的市场行情，亩收益可
达一万五千元以上。”伍国荣如是说。

考察归来后，伍国荣带领村民们正式成立隆回
横排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他先后发动合
作社成员规范种植优质猕猴桃成品苗 50 亩，明年
将扩张种植面积达 100 亩。伍国荣计划五年内筹
资修建不少于内存 20 吨的储藏冷库三个，并将注

册自己独特的商
标，把横排猕猴桃
推向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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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邵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农业专家组到两

市塘办事处九江村蔬菜基地进行技术指导。图为专家为蔬菜基地负

责人讲解斜纹夜蛾诱杀技术。 张 伟 柳芙霞 摄影报道

11月5日，隆回县金石桥镇兰草村雪峰山竹鼠养殖场

贺达江双手抓竹鼠向顾客展示。贺达江2015年2月辞工回

乡利用当地牧草资源优势，试养竹鼠成功。现在逐步扩大

养殖规模，每年出产和繁育商品鼠、种鼠1000多对。

杨敏华 贺上升 摄影报道
致富带头人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 11月7日，邵阳县岩口
铺镇大塘村绿色苗木合作社基地上，
桂花树、香樟树木随风摇曳，正在除
草、整枝的村民王老汉高兴地说：“我
家 5 亩多土地流转一年每亩地可收
入500元，在苗木基地打工每月还能
拿到1500多元。”

2012 年，邵阳县农村信用联社
推出扶贫开发“绿色福农贷”、“绿色
农家乐”等信贷产品，帮不少农民走
上致富路。年过半百的大塘村村民
王淓银偶然听说发展绿色苗木有“钱
途”，就开始忙着成立合作社，可是资
金问题让老王一筹莫展。几番思量

后，老王决定到镇扶贫办和岩口铺信
用社问问，没想到信用社负责人和信
贷员在实地调查后，很快就贷给老王
30万元。

如今老王与邵阳县昭阳农商银行
岩口铺营业所合作四年了，他的苗木
合作社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据介绍，
绿色苗木生产合作社自2012年成立
以来，种植现代绿色苗木200多亩，并
实施树下种植大豆、花生、西瓜、红薯、
蔬菜等粮经作物，年产值 300 余万
元。合作社整合土地、技术资源，吸纳
农户参与苗木种植，百余社员人均年
纯收入超万元。 （高春奇）

绿色福农“贷”富一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