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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记者随市水利局扶贫工
作组来到邵东县堡面前乡省级贫困村新
发村，切实感受到工作组干部务实的工作
作风和精准扶贫给该村带来的喜人变化。

新发村共有409户1517人，其中贫困
人口 41 户 123 人，人均田土不足 3 分，是
一个交通不便、自然资源贫乏的省级贫困
村。去年5月，市水利局扶贫工作组进驻
该村，花了2个多月时间对全村所有村民
进行逐一走访。详细了解该村经济发展
状况、贫困家庭基本情况、发展愿景及急
需解决的问题和建议，摸准贫困户的真实
情况，有的放矢实施精准扶贫。

一年多时间，市水利局班子成员与
贫困户结对帮扶，联系社会力量重点开
展教育扶贫和产业扶贫，用活政策对特
困户因户施策精准脱贫。帮助贫困户养
猪 55 头，销售 46 头，为贫困户增收 40 多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3万元，组织14户参
与危房改造，筹资2万元作为2户特困户
生产生活启动资金；引资融资近200万元
改善村里基础设施，100KW 的光伏发电
站正紧张筹建中，建成后可为村里每年
创收10万元。到今年10月底，该村绝大
部分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稳定在4000元
以上，预脱贫人口达100人。

宁耀华一家三口，女儿已出嫁，因老
伴残疾无劳动能力而致贫。市水利局扶
贫工作组驻村后，用扶贫资金为他家购入
6头猪崽，考虑到宁耀华劳作之余还要照
顾老伴，工作组的干部经常从市区为他带
回一些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宁耀华今
年已卖掉6头猪，收入近3万元，刨除成本
净赚2万来元。

“如今村里自来水入户了，断头路修
通了，水渠硬化了，路灯也亮起来了，我们
贫困户脱贫致富了，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谈及自己和村里的变化，宁耀华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真心帮扶解民困
——市水利局驻新发村精准扶贫侧记

记者 曾书雁

本报讯 11 月 初 至 10
日，邵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组织 6 名农业专家对全
县农业技术推广示范点进行
现场指导，对各示范点的新技
术推广及取得的效果进行摸
底统计。

今年，该县农业部门抽调
20 余名农业专家成立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小组”，每月定期
到各乡镇的农业示范基地进行
现场指导，为种植户解决农业
生产中遇到的各类“疑难杂
症”，同时为当地种植农户进行
现场培训指导，全力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到目前为止，该县在两市
塘街道办九江欣兴蔬菜专业
合作社、简家陇兴隆岭村、范
家山镇龙海蔬菜专业合作社
等三个蔬菜基地，示范推广辣
椒、茄子大棚、地膜覆盖反季

节栽培，共示范推广260亩，预
计亩均收入实现1.2万元。天
香玫瑰专业合作社整合相关
部门资金，在原有1500亩基地
基础上，今春自繁出圃良种玫
瑰苗木8.4万株，在简家陇镇、
双凤乡、仙槎桥镇新发展 420
亩药用玫瑰生产基地，明年可
进入小产，待投产后亩产药用
玫瑰花 300 公斤，亩产值可达
4800元。在县园艺场、两市塘
街道办九江欣兴蔬菜专业合
作社、简家陇枫木、牛马司楠
木、新民等村进行大棚设施推
广栽培西瓜嫁接苗，示范推广
设施栽培 10 万株，计 200 亩；
露地示范 470 亩，推广嫁接苗
23.5 万株，全县合计推广 33.5
万株，共计 670 亩。通过技术
推广服务，解决了农村闲置劳
力近3000人。
（张 伟 柳芙霞 吴社高）

邵东农技“服务小组”助农富

为使合作社社员的罗汉果每个多卖
三分钱，他不嫌烘烤需要72小时的麻烦，
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他说：“一个多卖三
分钱，一亩地就可以增收200元以上。”他
就是邵阳县海兴罗汉果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新华。

今年初，刘新华与何海超合伙租赁土
地200余亩，开辟罗汉果科学种植试验基

地。在两人影响下，周边多个驻村帮扶
队，相继把种植罗汉果作为一种扶贫产
业。根据扶贫队员建议，他俩注册成立该
合作社，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
导大家一起种植。并与广西桂林一家公
司签订收购协议，约定鲜果按大、中、小三
种类型，分别按每个0.3、0.5、0.7元收购。
但是，由于受大市场影响，公司将罗汉果

收购价格分别降为 0.2、0.4、0.6 元。经奋
力争取，公司同意统一提高 7 分钱，但运
费由合作社承担。

为了合作社基地和农户的利益，刘新华
到邵东廉桥等药材市场、药超考察，向广西
桂林永福县一烘烤师傅咨询，了解煤炭价格
后综合分析，发现卖干果每个至少要多三分
钱。经与伙伴商量，决定利用现成的密封式
烤烟房，从广西请师傅来自己烘烤。

刘新华坦言，如果单是自己基地，他
绝不会在乎这三分钱。但为了合作社社
员的利益，他很在意这三分钱。他算了一
笔账：合作社的上千亩罗汉果，可产鲜果
600万个左右。一个多卖三分钱，加起来
就是 18 万。我们只要多操点心，社员就
能增加十多万元的收入，何乐不为呢？

为帮群众多挣三分钱
黄又生 尹学文 杨建华

本报讯 11 月 7 日，隆回
县羊古坳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站长曾令柏在牛形村超级稻
试 验 基 地 察 看 绿 肥 长 势 情
况。据他介绍，今年该镇在牛
形村连片种植500亩“红花草”
绿肥，既做到了秋冬不闲田，
春天能观赏，又能丰富土壤养
分，是一举多得的生态休闲农
业种植模式。

隆回县是农业生产大县，
今年该县农业部门采取示范引
导、辐射带动，引导农民充分利
用冬闲田，大力发展紫云英绿
肥种植，全县绿肥种植面积达
10 万多亩。种植绿肥是农民
节本增收，提高经济效益的有
效途径。绿肥不仅能为土壤提
供丰富的养分，使土壤中难溶

性养分转化，以利于作物的吸
收利用，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物
理化学性状，促进土壤微生物
的活动，对改良土壤有很大的
作用。春暖花开时，紫云英花
草成片盛开，成为生态观光农
业的又一大亮点。该县把发展
冬种绿肥生产作为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改善生态环境、推广
低碳农业、发展观光农业、推进
节能减排和确保粮食生产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来抓。
大力鼓励扶持全县农民通过绿
肥种植推动超级优质稻生产，
逐步实现“良种、良法、良田、良
态”现代农业耕作模式，提高粮
食产量和品质，实现农民种田
高产增效增收目标。

（贺上升）

10 万多亩绿肥

“点缀”冬闲稻田

本报讯 曾经荒芜的“鸡口田”，如今
“接天莲叶无穷碧”。11月13日，在邵阳
县岩口铺镇小泉村连片20多亩的莲藕田
里，5名身穿防水服的农民兄弟受雇在莲
田高兴地采藕。

“现在莲藕的零售价是2.5元一斤，预
计每亩产藕 3000 斤，亩产值是种粮食作
物的两倍多。”村主任罗志辉介绍，挖藕的

人工费用是每公斤1元，一般每人每天可
采藕200公斤左右，这也让目前正处于农
闲时期的村民有了短期工作和收入。

所谓“鸡口田”即离院落较近的田，
由于农村户户都养鸡养鸭，这些田种粮
食作物常被家禽家畜糟塌破坏。小泉村
200 多户村民都散居在一个长约 1200 米
的山冲里，几乎家家都有份“鸡口田”，家

禽家畜一旦糟蹋破坏粮食作物还会带来
邻里不和谐因素，以致不少农户将屋门
前的“鸡口田”抛荒。针对这种情况，邵
阳县商务局扶贫工作组进驻该村后，动
员农户利用“鸡口田”种植莲藕等经济作
物，得到广大农户的响应。在干部指导
和带动下，短短三年间，全村10多亩泥深
且肥沃的“鸡口田”由 5 家扶贫对象户租
赁改种莲藕，并实施藕田养鱼，实现了藕
鱼双丰收，同时为农户发展家禽养殖业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高春奇）

昔日“鸡口田” 今日香饽饽

本报讯 11月14日，隆回
县大水田乡苗竹村 25 岁的廖
竹家的养殖场又围满了前来参
观、取经的乡亲。“以前，我在广
东建筑工地开吊车，通过市场
调查，了解到山羊价格稳定，市
场销路好，于是决定回乡养殖
山羊，现在是乡里的养殖明
星。”廖竹自豪地说。

近年来，大水田乡高度重
视农民工回乡创业，通过创业
典型示范，带动全乡新兴产业
发展。截至今年10月底，该乡
已吸引返乡农民工 900 余人，
为全乡经济发展聚集了人力和
财力。

2009 年 初 ，廖 竹 返 回 家
乡，用积攒的 3 万元现金和银
行借贷的 2 万元作为启动资

金，购买了波尔、蓝江黄羊等优
良种羊，开启了养羊致富之
路。6 年来，廖竹利用广阔的
山场，原生态养殖山羊，既减少
成本，又满足了客户需求。为
做大养殖规模，带动当地的群
众养殖山羊，廖竹准备租用50
余亩荒山进行圈养。如今，廖
竹的养羊基地年出栏商品羊
200余只，存栏山羊80余只，其
中种羊50多只，平均年收入达
8万余元。

该乡党委书记钱先武说，
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吸引有
一定技术和资金的青年人回到
家乡，帮助他们走出一条发家
致富之路，并带动全乡群众共
同致富。
（曾书雁 刘 剑 陈远志）

大水田乡引导青年回乡创业

隆隆回回

11月10日，邵

阳县下花桥镇农技

师刘玉红等在该镇

周家村千亩无公害

蔬菜基地黄瓜园里

察看黄瓜的生长情

况。面对当地蔬菜

丰收销售难的局

面，该基地李建球

等6个大棚种植户

经过镇农技师科学

指导，巧施有机肥

种植纯天然无公害

蔬菜，受到市区及

邵阳、洞口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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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

黎建成

李飞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