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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静安区通过各种渠
道开展宣传、对接，以消费扶贫方
式，帮助销售广南特色产品，2020

年销售价值达 76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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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9日，广南县综合贫
困发生率、脱贫人口错退率、贫困人口
漏评率和群众认可度均达贫困县脱贫
退出标准。本版编辑/? 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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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国华，是云南牛旭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广南县珠琳镇养殖基地
的技术员。 每天上午，我都会检查高

峰牛的身体情况，并配合其他工作人
员完成牛群每日的放养食草工作。

我们基地养的牛叫高峰牛，全是
生态养殖。牛背上凸起的部分就是高

峰牛的肩峰，像骆驼一样，它里面也
有大量脂肪。 肩峰肉的“雪花”非常

好，现在都能卖到上海去了！

我从小就是放牛娃，是珠琳镇阿
卡黑村的建档立卡户，之前的日子并

不好过。 那时家里只有一间土房、几

亩薄田，穷得很。为了多赚点钱，我也
想过做点小生意，虽然赚得比务农稍

多一些，但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又成了
头疼的事，忙活一年下来，全家六口

的收入也只有两万多。

为了解决县里农户尤其是建档

立卡户在脱贫摘帽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 来自静安的援滇干部们深入走
访、考察、调研，2016年建成并启用了

广南高峰牛养殖产业扶贫项目，并于
2018年、2020年，在珠琳镇先后投入

沪滇扶贫协作计划内财政资金开展

项目二期、三期建设，新建标准化牛
舍、青贮池、干草棚、饲料加工车间、

辅助生产区及配套建设水电路、污
水处理、围墙等设施。

我想多学点技术，把牛养得又肥
又壮，赚钱过好日子。 所以就来到养

殖基地打工，干的还是“老本行”，收
入却翻了几番，家里还盖起四层楼的

大房子。现在不少像我一样的农户来
到基地务工，大家在家门口就实现了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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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南县城出发，沿着盘山公路

和乡间小道，驾驶一个多钟头，终于
抵达位于大山深处的阿卡黑蔬菜种

植基地。金秋时节，一群农户正在田

间地头忙着采摘鲜嫩的蔬菜。她们都
是周边村寨的村民，来到基地打工

后，“钱袋子”逐渐鼓起来。“我们是计
件算收入的，一天割 30多筐蔬菜，得

100多元钱。”熊文艳是珠琳镇木楂
克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在

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她家已达到“两
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现在，熊文

艳每天都按时到蔬菜基地务工，一个
月能挣到 3000元，日子越过越好。

广南县平均海拔 1200 米左右，

光照充足，日夜温差大，非常适合植
物生长。蔬菜种植亩产高、品质好，很

受市场欢迎。但多数蔬菜合作社规模
小，产量不高，以就近销售为主。为

此，援派干部与农科局帮助引进了蔬
菜种植龙头企业。通过沪滇扶贫协作

机制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帮助企业扩

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不断做
大做强广南绿色生态蔬菜产业；另一

方面，沪滇扶贫协作资金形成的资产

产权归属阿卡黑村集体，由村集体与

企业签订租赁协议，租赁给龙头企业
使用，带动村小组及档卡户通过土地

流转、务工、提供农家肥等途径获益，
通过获取租金壮大村集体经济。

据介绍，珠琳镇蔬菜产业扶贫项
目采取“联合总社+公司+村集体+基

地+档卡户”的发展模式，建档立卡贫

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订单
生产等参与产业发展。2019年，该项

目带动村集体资产收益 50.72万元，

群众增收 696万元。2020年，依托沪

滇扶贫产业协作资金建设，阿卡黑蔬
菜种植基地建成并投用 2200立方米

的冷库库房及一套蔬菜预冷真空包装
设备，惠及当地村民 1096户 5384人。

静安区援滇干部，广南县委常
委、副县长张海翔表示，建冷库是为

这里蔬菜产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没
有冷库，蔬菜卖不远，只能本地销售，

产值低。有了冷库，各类蔬菜后续产
业都发展起来。“我们针对广南县历

史欠账大、缺口资金大，创新‘产业+

就业’脱贫路径，探索形成独具实践
特色的‘增收提质’扶贫模式，不断增

强贫困村发展后劲。”目前，广南县种
植蔬菜约 20万亩，其中商品蔬菜 5

万亩、规模化商品蔬菜基地 1万亩。
全县重点打造 10 个生态蔬菜种植

园，实现商品蔬菜年产量 4000万公

斤以上，农业产值达 5亿元以上，实
现蔬菜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过亿元企

业 2个以上，蔬菜产业覆盖建档立卡
贫困户 2000户以上，建档立卡贫困

户户均增收 2000元以上。“菜篮子”
变成了广南人脱贫致富的“钱袋子”。

    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位于滇黔桂三省区交界
处，地域面积 7810?方公里，总人口 85.31万人。

集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山区于一体的
广南县，是文山州目前唯一的未摘帽县，脱贫任务在
云南省 9个未摘帽贫困县中排第 3位。 这里地处石
漠化地区，全县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 94.7%。 山
高坡陡，地薄人穷，“广南既广又难”的戏称不胫而走。

当地干部曾多次感慨道，“广南是文山脱贫攻坚

的坚中之坚、硬仗中的硬仗，全州能否与全国全省一
道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难点、重点都在广南。”对于这
一点，上海静安区第 11批援滇干部张海翔、王亮深
有体会。去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
攻坚“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张海翔、王亮来到了静安
区对口帮扶地区———广南县。 他们奋战在“攻坚战”

的主战场，重点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社区功能提升等实施

了一系列扶贫协作项目。

补短板、 拓岗位、 促增收……援滇干部带来了
“上海经验”，广南县交出一份“亮眼答卷”：10月 9

日， 经文山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年第四次会
议审核，广南县综合贫困发生率、脱贫人口错退率、

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众认可度均达到贫困县脱贫退
出标准。 拟向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请对广南
县进行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

    广南县圆梦社区是文山州最大

的搬迁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中，广
南县把县城最好的地段让出来，规划

600 亩土地建设集中安置点圆梦社
区。但让老百姓搬出大山只是第一

步，关键在于后续如何稳得住、能致
富。“我们的理念是人人有事做，个个

有收入，家家能致富。”圆梦社区党委

书记陆开志说。为此，广南县提出了
“扶贫车间+自主创业”的就业扶贫新

模式，有务工意向的务工，有创业意
愿的创业，同时，把扶贫车间建在楼

下，建在社区旁边，开创了“楼上居
住，楼下就业”的就业扶贫新局面。

陈文秀今年 27岁，是圆梦社区
一个扶贫车间的工人，负责加工用在

家用电器上的电子磁环。“这样的磁
环我每天能做 400多个，一个挣一毛

八，一天能挣七八十元钱。车间离家

近，从家出发，步行只要十分钟就到

上班的地方。”类似的扶贫车间在广
南有很多。近年来，广南充分发挥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作用，创建
“扶贫养殖车间”“扶贫加工车间”等，

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让广大贫
困户能就地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在广南县丰尚服饰有限公司扶

贫车间，工人正坐在机器前忙碌着，
他们都是周边村寨的村民，如今在家

门口捧上“铁饭碗”，赚钱又顾家。公
司老板陈天友是个“90后”小伙，十

一年前，刚初中毕业的他就外出浙江
闯荡，学制衣服。由于心灵手巧，不甘

落后，很快陈天友就成了技术骨干，

掌握了制作服装流程。开始自己接单

做代加工厂，生意火爆。赚到钱后，陈

天友一直牵挂着家人，得知广南县有

服装市场，他便产生回家创业的想

法。“我们也是学到了一定的技术，从设

计到生产，自己有这个实力，我也有自
己的一个团队。我们回来对市场做了调

研，有市场前景，就想返乡创业。”

2018年，广南县丰尚服饰有限公
司正式投产，以生产校服为主，集设

计、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由于质
量过硬，服务好，信誉高，很快就赢得

消费者的喜爱。公司发展至今，销售
市场从最初文山州内，逐步扩展至省

内外的其他地区。随着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陈天友发现，附近很多村寨的
村民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

不能外出务工，于是便成立就业扶贫
车间，让他们就近务工，解决工作挣

钱和照顾家庭的矛盾。“下一步我们

会努力向市场争取更多的资源，把规
模扩大，能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让他

们在家门口就能脱贫致富。”

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龙汪洞村距离县城的直线距离
并不远，开车却要近两小时。 下乡途
中岔道口极多，司机开车却不需要导
航。即便去扶贫车间、一户村民家，都
能准确无误送达。跟着扶贫干部跑了
太多次，路线早已熟记于心。刚来时，

援滇干部王亮也闹出过笑话。他第一
次下乡，穿了件白色短袖衫，陪专家
爬山勘测。 山上荒草丛生，他身上被
划了好几道血印，崭新的衣服也被勾
破了。这也是为何扶贫干部总穿着一
身迷彩服。

援滇干部来到广南已有一年多，

虽然当地条件艰苦，但他们觉得累而
不苦。 “脱贫攻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
关头，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广南各
项指标都已基本满足脱贫退出标准，

‘贫困县’这顶帽子就快摘掉啦！ ”

    1996年以来， 静安区累计帮助支持

广南实施项目 240??。 今年以来，静安
区域内 26?企业、9?社会组织对口帮扶

广南县 25?挂牌督战贫困村脱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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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安区向广南选派医疗、教育专业技
术人才 13人次， 举办党政干部培训班 5

期，培训党政干部 40人次；举办专业技
术人才培训班 8期，培训人才 391人次。

养“雪花牛”收入翻番

    收入增多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

也在一天天变好。
广南县曙光乡牛泥塘村委会毛家

寨村距村委会所在地 13公里，距离乡
政府所在地 34公里，地处曙光乡较为

偏远的角落。全村共有苗族农户 56

户，农业人口 35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20户 110人，贫困发生率极高。

过去村庄基础设施落后，进村道路晴
通雨阻，村内道路泥泞破旧，牲畜、家

禽管理混乱，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经济
发展基础薄弱、发展成本高。如今，村

民的居住环境极大改善。老奶奶坐在
新建好的凉亭中聊天，孩子们在新建

的活动室和广场嬉戏，宽敞的道路延

伸开，沟渠里看不见垃圾和污水……
“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

差”，苗寨里的村民们这样表达。

2019年，在上海市静安区的大力
帮扶下，曙光乡积极实施毛家寨功能

提升建设项目，持续推进毛家寨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改扩建进村及

村内薄弱路段，硬化面积 6637平方
米，道路挡墙建设 850 立方米；实现

村内亮化，安装路灯 30盏；新建活动

室及活动广场，购置活动室配套设
施；消除村内危房；配齐公共区域卫

生设施如卫生公厕、垃圾焚烧池、垃
圾桶等；改建村内供水管网，提升群

众生活用水质量；因地制宜建设文化
宣传栏、文化墙等，提升村内文化发

展基础；充分利用村内拆旧废弃瓦
片、酒瓶等废弃物件和石磨、石槽、蜂

箱、蜂桶等生产资源，在突出苗家元

素和苗家文化基础上，制作村内装

饰，凸显村庄特色。此外，还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形成制度上墙，充分发
挥村内干部、公益岗位作用，丰富村

庄文化内涵，不断强化群众及村庄精

神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大家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我们的工作不仅着眼当下，还

要与‘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和美丽
乡村建设衔接，综合考虑当地需求，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着重在乡村的
公共部位和基础部位上发力。通过对

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调动居民的内

生动力，再通过其他帮扶政策的叠加
引导，让小资金产生大能量，使大家

在小康路上行稳致远。”张海翔说。

“菜篮子”变成致富“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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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盖房圆村民“安居梦”补短板

拓岗位

促增收

 ?上海外延蔬菜基地，农民展示刚刚采摘的鲜嫩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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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南县丰尚服饰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工人忙碌着

▲荨张海翔

（上图右）、王
亮 （左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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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广又难”已成往事
特派记者 杨欢 / 文 张剑 / 摄

阳光高地广种蔬菜 家门口上班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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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
广南县
珠琳镇养殖基地技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