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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文 / 图） 路不通、水不行，产业落后……曾
经的巫峡镇陈家村， 是全县深度贫困村之
一。 如今，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家家户户有

产业……陈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陈家村支两委按照县、镇党委

的组织建设要求，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
标，扎实有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该村党支

部书记杨亨均告诉记者，在脱贫攻坚中，该
村把基层组织建设放在首位， 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 以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2018 年以来，全村发展正式党

员 2 名， 预备党员 1 名， 入党积极分子 2
名，村级后备干部 2 名。 同时，通过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
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
线，坚定理想信念，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理论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
该村大力实施通村通畅、社道整修工程，新
建整修农村公路 13 公里， 硬化 11.5 公里，
实施入户人行便道 3 公里，田间产业便道 7
公里。 全力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投入资金
175 万元，新修水池 13 口 2500 方，安装管
道 15000 米，解决全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实
现饮水安全 100%。 此外，全面实施易地搬
迁和危房改造，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群众生
产生活方便，采取“一事一议”办法，大力推
进“微型安置点 + 农户散建”模式，并争取
县生态办免费为安置点挖场坪， 规划建设
安置点 11 个，完成 89 户 189 人新建房屋。
同时结合危旧房改造和生态搬迁， 同步推
进农村环境改厨、改厕、改散水“三改”工
作，完成风貌改造 25 户。

产业兴、百姓富。 村支两委积极联络专
业合作社，落实农户入社、技术指导入户，
落实种植核桃 750 亩、脆李 140 亩、反季节
蔬菜 200 亩、中药材（独活）150 亩，覆盖所
有贫困户。 建设光伏发电站一个，投入资金
30 万元，实现了户户有产业，人人能增收的
目标。2018 年，陈家村被评为巫山县脱贫攻
坚成绩突出奖，2020 年获得全市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陈 家 村 的 脱 贫 路

本报记者 侯毅 何帮成 文 / 图
刘敬春，从一名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户，

到领着村民搞产业的带头人。 他的脱贫增
收故事，为自力更生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刘敬春，家住双龙镇安静村 6 组。地处

偏远山村， 加上家庭条件差， 兄弟姐妹 4
人，刘敬春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干农活，后
又到广东、成都打过几年工，2009 年回老家
结婚生子。 2010 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
但由于先天性唇裂，做手术花了不少钱。

2011 年初，全家还在为儿子先天疾病
焦虑和奔忙的时候， 这个家中的顶梁柱却
时常感觉腰部、背部疼痛，有时连走路都走
不稳了。经检查，他被确诊为因腰椎结核导
致椎体骨质破坏，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一卧床就是 6 个多月， 等他自己出
院和儿子的病基本治好时， 家里已经债台
高筑， 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在脱贫攻坚
中，刘敬春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
获得了大病医疗救助。

刘敬春说：人不怕穷，就怕没志气，更
何况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支持他们， 他们没
有理由不去努一把力， 用自己的双手甩掉
“贫困户”的帽子。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刘敬
春报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

2016 年，在学到葡萄种植技术后，他看
准机会，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把邻村一个
葡萄园盘了过来。

为了种植出无公害葡萄， 夫妇俩不使
用农药和化肥， 从周边几十里远的养殖场
买来农家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串串晶莹剔透
的葡萄开始挂上枝头， 一家人的苦难生活
也终于开始表现出喜上眉梢。

刘敬春回忆， 当时葡萄卖了 16 万
元，相对来说效益还是可以。随着葡萄进入

丰产期，收入逐渐增加，日子越过越甜蜜。
收入增加了，贫困帽也摘掉了。 这时，

刘敬春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动退出低保。
刘敬春说， 我有一技之长， 能自食其

力，通过自己的劳动摆脱贫困，生活也越来
越好，应该主动退出低保，让其他生活困难
的村民享受党的惠民政策。

致富之后，刘敬春并没有忘本。他带着
5 户贫困户，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共流
转 109 户 300 多亩土地种植柑橘。 如今，常
年在他的葡萄园、 柑橘园务工的贫困户就
有 12 户。

刘敬春说：“尽管目前困难还很多，但
坚信只要创业开始了， 逐渐积累葡萄种植
管理经验， 结合乡村旅游服务搞葡萄采摘
体验，那时收入会大大增加，日子也会越来
越红火！ ”

村民张远登说：他们原来就只晓得“老
三坨”（玉米、红苕、土豆），土地“越刨越
薄”，他们要像刘敬春学习搞产业，人人要
致富。

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刘敬春的紫珍珠
葡萄园里定是满园果实和众多游客， 他的
日子，就跟葡萄一样，又甜又圆。

本报记者 方丹 肖乔 文 / 图
山东烟台，沿海，发达；重庆巫山，山

区，贫困。 相隔千里的两座城市，因东西
扶贫协作而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也把烟
台来巫山挂职干部申俊立“矢志扶贫，久
久为功”的形象清晰地显影出来。

2018 年 7 月， 申俊立被组织选派到
巫山，来之前，他就给自己定下简约不简
单的目标：只要去，就要干，就干成，就干
好。

几年来， 申俊立把工作重心放在产
业扶贫上。 助力巫山建成全县最大的农
产品加工企业， 还让闲置期每年超过大
半年的烤烟育苗专用大棚“变废为宝”直
接“淌金流银”……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
天。

一转眼，挂职三年快到了，巧用产业
助力脱贫， 已经成为申俊立挂职巫山工
作期间真扶贫扶真贫的经典之作， 也成
为烟台帮扶巫山的成功案例， 烙在人们
心中。

巧借“科技”助力，巫山农业产业越
来越新

展现科技的“神力”，盘活烤烟育苗
大棚空档闲置期， 之前在巫山基本上还
是一张“白纸”。

申俊立到巫山后， 把东西部产业合
作、 优势互补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新课题，大胆探索。

他经过调研发现：巫山海拔 800-1000 米左右的
气候条件跟烟台基本相似， 具备引进烟台优质高效
农作物品种在巫山培育新兴富民产业的基础。 为此，
他先后多次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和烟台市
农业局、烟台市农科院的专家及有关农业企业，来巫
山考察对接农业科技方面的合作，2019 年年初确定
以金坪乡为核心区打造烟台（巫山） 现代农业产业
园。

同时，辐射周围乡镇，引进烟台秋月梨、大樱桃、
甜柿等优良果树品种 9 个， 采用节约灌溉、 绿色防
控、网架栽培等先进技术，借鉴烟台“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模式，组织金坪乡各村农户成立合作社，
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已完成 1900 亩的秋月梨、200
亩大樱桃、700 甜柿示范基地的建设， 还在铜鼓镇龙
湾村建设烟台大樱桃基地 100 亩， 在抱龙镇马坪村
建设甜柿基地 200 亩。

在农业园的建立上，申俊立“变废为宝”：利用巫
山有很多烤烟大棚育苗期短的实际，2019 年在烤烟
大棚育苗空档期改建现代设施蔬菜示范大棚 2 个，
从烟台引进 17 个黄瓜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取得成功，
短短半年时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25 万元以上。 闲置
近 10 年的大棚，每天产生的收益达 2000 元以上，成
为重庆市重点支持的鲁渝协作 4 个农业产业园之
一。

巧借园区合力，巫山农产品加工产业越做越大
农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产品加工“链条”。
烟台民营经济活跃、商贸物流繁荣，对巫山如何

实施拉动？ 申俊立首先想到的是农产品加工。
在申俊立的极力配合与推动下， 依托巫山职教

园区，于 2018 年年底建成了山东烟台（巫山）产业
园，引导和支持烟台企业到巫山开发农产品资源、生
态旅游资源。 目前， 烟台三嘉投资控股在我县投资
5000 余万元建设的年产 6000 吨粉丝的生产加工线，
已于 2019 年 9 月正式投产，吸纳本地劳动力 328 人
就业，其中贫困户 81 余人，年创税收 400 万元，成为
我县最大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此外，申俊立还协调投资兴建了山东烟台·巫山
“双创”中心创业平台，已入驻创业型企业 10 余家，
致力于为巫山培养一批小微企业。 协调引进 4 家烟
台电商企业入驻，推动巫山农特产品山东行，2019 年
以来累计助销巫山恋橙、洋芋、高山蔬菜等农特产品
5000 余万元。

巧借东西协作，巫山产业扶贫路越走越宽
产业铸就“铁饭碗”，产业就是生产力。 在申俊立

的努力下，巫山产业扶贫路子越走越宽。 仅农业产业
园就可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34 户稳定脱贫，
算是披荆斩棘闯出了一条东西部产业协作“链条式”
扶贫的新路子。

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金坪乡， 目前已完成投资
620 万元，其中整合山东省、市援建资金 450 万元，金
坪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100 万元， 发动农民自筹
70 万元，烟台北方果蔬、满山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山东农业企业以低于市场 30%的价格提供优质苗木
10 万株，在袁都、金坪、五星、连山村发展海阳甜柿、
秋月梨、大樱桃，配套建设了秋月梨网架、水肥一体
化滴灌系统和田间产业道路等基础设施。 同时从烟
草公司回购闲置烤烟育苗大棚用于发展高效设施蔬
菜。

“巫山脆李有近 30 万亩，怎么销要早做文章，打
主动仗。 ”申俊立说，他已经联系中国农大研制成功
脆李白酒、脆李白兰地，还在协调研发脆李罐头……

是的， 在申俊立心里， 一直装着巫山的扶贫产
业，装着巫山的帮扶大任。

本报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文 / 图
在福田镇松柏村，有个曾被人称为“双

拐支书”的人，是她带着松柏，走出贫困，走
向乡村振兴之路———她就是松柏村党支部
书记肖裕兰。

2014 年， 肖裕兰被选举为新一任村委

会主任。 之前，松柏村内基础设施薄弱（村
民戏称为“一通半”，通电、不通水、断头
路），因为贫穷，外出人员较多，村里田地撂
荒严重，几乎遍地荒山。

她上任后首先全力改善基础设施，带
领村支两委翻山越岭找水， 从外地引进水

源，铺设管道 20 余千米，彻底解决了生活
生产用水难；同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并带
领村民投工投劳新修公路 14.8 公里， 硬化
5.5 公里，解决了群众出行难。

穷则思变。 看着村里成片荒芜的田地
和荒山，意识到“唯有发展产业，村民才有
出路”。 肖裕兰先后多次带着村支两委到其
他镇村考察学习，为村里谋划了发展柑橘、
脆李产业的详尽方案。 在召开百余次群众
会后，大家转变了思想，愿意以土地入股成
立合作社、大户承包、投资入股等多种经营
方式发展产业。

2016 年 9 月起，在以支书为首的村“两
委” 成员带领下， 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园工
作。 为打消群众的顾虑，她决定自家带头，
和丈夫先义务清园、建园，搞出个样来后，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在清园途中丈夫半个
脚掌被割草机切开住院数月。 这期间，作为
村里的领头人， 她白天继续带领村民清园
建园，作为家里的妻子，晚上又拖着疲惫不
堪的瘦弱身躯开车六十余公里去医院照顾
丈夫，解决了第二天的医疗药品后，一大早
又赶回村里继续战斗。 如此往复一个多月，
家里两个孩子常常数天才能见一次妈妈.....
.苦累可想而知，但为了履行对村民的诺言，

为了支部书记的这份职责使命， 从不喊一
声累，在村民和家人面前强作笑颜，背地里
摸一把心酸泪后又义无反顾往前冲。

2017 年底脱贫攻坚又要迎接检查验
收，肖裕兰白天工作在果园,晚上去走访帮
扶贫困户。 她不慎滑入山沟，致左膝半月板
撕裂。 但因任务紧迫，没时间去治疗，她拄
着拐杖继续坚持奔走在脱贫攻坚和产业发
展一线……“双拐支书”因此得名，被市、县
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经过 126 天的奋战， 肖裕兰清理出了
第一个 700 亩的柑橘园。 在她这种吃苦耐
劳、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精神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人对发展产业充满了信心。 目前，
全村已发展柑橘 2050 亩、脆李 2350 亩，发
展林下经济种植辣椒 3000 亩，人均拥有果
园将近 4 亩。 全村 56 户贫困户实现了户户
有产业，全村 382 户农户或分红、或收租、
或务工，真正实现了产业惠及每家每户。

如今， 松柏村现有 1200 亩柑橘已丰
产，脆李已全部挂果，肖裕兰又拓宽销售渠
道，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20 万元，村内户
均增收 4300 元，园内常年可解决 100 余名
劳动力务工，务工收入超过 100 万元，直接
带动本村和邻村 40 余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双拐支书”肖裕兰

刘敬春：贫困户变致富带头人

刘刘敬敬春春的的葡葡萄萄丰丰收收了了。。（（资资料料图图））

肖肖裕裕兰兰与与技技术术人人员员一一起起规规划划柑柑橘橘园园扩扩大大区区域域。。

干干部部查查看看陈陈家家村村蓄蓄水水情情况况。。

申申俊俊立立（（右右一一））指指导导村村民民对对果果树树剪剪枝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