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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黟县碧阳镇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按照特色产业、生态

旅游和乡村治理三项中心工作的总思路。以“一抓双促”为

纽带，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脱贫攻坚动力，激发贫困户脱

贫致富活力，努力形成共同富裕合力，走出一条基层党建与

改革发展相融共进的新路子。

脱贫攻坚风正劲脱贫攻坚风正劲 砥砺奋进再扬帆砥砺奋进再扬帆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近年来，碧阳
镇围绕贫困户持续增收这一核心，着力做好

“补短板、拉长板、树样板”三篇文章，构建多元
发展的乡村经济格局，形成了“一村一品”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打造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支
点。坚持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兴旺，农民日子红火”的
致富路。

2019 年，古黄村牵头组建了黟县芳亭油
茶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出租、入股方式在古
黄村百山段片流转了村民闲置土地 120 亩 (其
中贫困户 16 户 18.4 亩)。按照“地域相邻、产
业相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一方面
与丰梧村合作共同投资种植黄精油茶 90 亩，

另一方面与黟县五溪源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采用种苗与土地入股方式合作种植黄精
油茶 30 亩，探索出“抱团发展”的集体经济发
展路径，预期效益将可达到 240 万元。

“造血式”产业扶贫已成为贫困户稳定脱
贫的“金钥匙”，碧阳镇积极引进有农、徽黄等
实体，将农户的闲置水田、桑园打包流转，进行
规模现代化耕作，种植优质水稻、黑玉米，不仅
解决了农村土地闲置问题，解放了农村劳动
力，还大大降低了农民耕作劳动强度；围绕特
色优势产业，推广“一自三合”“四带一自”等模
式，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统筹农业、扶
贫等资金，支持农用地集中连片流转，完善新
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产业扶贫“活”起来

旅游扶贫“动”起来

春赏桃花、夏品鲜果、秋收采摘、冬看农趣。如今，以
“突出自然资源优势，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通乡村振兴脉
络”为核心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正成为碧阳镇重点发展
的旅游新业态，并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

“好风景”带来“好光景”，南屏村作为旅游扶贫的典型案
例，积极引导景区周边居民积极发展农家乐、土特产品销售、
旅游产品开发、特色饮食发展等业务协同发展，精准衔接助推
贫困群众搭上旅游“便车”。积极鼓励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担
当社会责任。其中南屏景区旅游公司、不舍民宿等涉旅企业
聘用 5 名贫困群众从事保洁员、服务员等岗位，晴园、喜舍等
民宿积极与本地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今年以来，碧阳镇探索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新模式。
采取旅游线路扶贫、旅游景区扶贫、旅游产品扶贫、旅游就业
扶贫四条路径，充分利用五里赏花游、南屏研学游、深冲采茶
游等产品，突出乡村特色和旅游功能，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影响
力和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能力。先后开发乡村保洁环卫、护
林护河、巡查值守等公益岗位 54 个，解决临时务工 98 人，激发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周颖 王玲

为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
题，碧阳镇各村委会积极联系帮扶单位，通
过“以购代扶”，自愿购买贫困户的走地鸡、
鸡蛋、蔬菜等农产品，帮助贫困户解决农产
品销售难的问题。

在马道村，为了帮助贫困户推销农产
品，帮扶单位从黟县农友合作社马道分社
采购农产品，积极购买产自贫困户家的大
米、猪肉、空心菜等农产品，助力消费扶
贫。累计购买贫困户农产品 5000 多元。
据了解，为了搭建帮扶桥梁，马道村委会积
极联系单位食堂，推动爱心接力，确定 6 户
贫困户种植蔬菜作为县邮储银行食堂蔬菜
长期供应点，帮助贫困户增收。

“我们为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通过产
业帮扶+消费扶贫的模式，主动作为，抢抓
政策机遇，依托多种模式深入开展消费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为了拓宽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帮助解决
销售难问题，该镇持续推进消费扶贫工程，
开展农产品销售摸底工作，通过多渠道帮
助贫困户销售茶叶、山芋、猪、牛肉等农副
产品，今年来累计帮助销售各类农副产品
资金达 10.3 万元。今年以来，该镇为贫困
群众办实事 575 件，涉及资金 56.7 万元。

消费扶贫“乐”起来

朱建明这下可是乐开了花，
逢人便夸扶贫工作队好。“今年通
过 扶 贫 项 目 养 的 300 余 只 鸡 ，前
几天还愁销路呢。没想到工作队
这么快就帮我销得差不多了。”朱
建明开心地说道。

朱建明户是黟县碧山镇碧山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两口人，
其本人是肢体残疾，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女儿 2020 年才大学毕
业。建档立卡前，该户家庭生活
十分困难，自从 2014 年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后，村里结合该户实
际情况，鼓励其发展养鸡产业，并
帮助落实了教育、健康、孤儿救助
等帮扶措施，2017 年，该户终于实
现了脱贫。为了使该户实现稳定
脱贫，村里每年都帮助其落实养
鸡产业项目支持，光养鸡一项，可
以 实 现 收 入 近 3 万 元 。 2020 年
来，该户还新辟了茶园 1 亩，改造
低 产 茶 园 1 亩 ，为 今 后 稳 定 家 庭

收入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碧山村类似于朱建

明这样的扶志典型举不胜举，例
如“黄山好人”童春香，20 多年不
离不弃，不但要常年服侍瘫痪在
床的丈夫，还坚持到县城做漆匠
贴补家用，培养儿子读大学。发
展粉丝加工的吴永平户，家中虽
然 有 2 名 重 度 残 疾 人 ，但 是 并 没
有自暴自弃，在村里的大力支持
下，每年光粉丝加工一项收入就
达到了 8 万元。

扶贫重 在 扶 志 ，碧 山 村 在 几
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始终把
扶 贫 扶 志 工 作 作 为 实 现 贫 困 户
稳定脱贫的重要举措，在落实国
家各项帮扶措施的同时，鼓励贫
困户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发展产
业 项 目 、积 极 就 业 等 ，切 切 实 实
为贫困户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户
的生活。

·林 杰·

“ 今 年 合 作 社 又 开 始 收 割
了 ，真 好 ，到 时 候 又 可 以 拿 分 红
了 。 我 现 在 年 纪 大 了 ，种 不 了
地，把家里的地都拿来入股村合
作 社 ，我 成 了 村 合 作 社 小 股 东 ，
水 稻 从 种 到 收 ，不 用 我 出 力 出
钱，就等着年底分红 !去年我家 1
亩多田就分了 700 多元钱。”说起
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黟县碧阳
镇 柏 山 村 贫 困 户 汪 荣 生 竖 起 了
大拇指。

随 着 乡 村 大 量 劳 动 力 外 出
务工，农村大面积土地因缺乏劳
动 力 面 临 被 抛 荒 的 问 题 。 2017
年，柏山村对村级土地现状进行
统 计 、分 析 ，决 定 从 现 有 土 地 资
源 入 手 ，盘 活 荒 田 ，让 土 地 成 为
老百姓脱贫的有效载体，成立了
黟县农友合作社柏山分社。

“我们把村里没人种的土地
都 纳 入 合 作 社 ，让 村 民 变 股 民 ，
干 自 己 的 老 本 行 ，心 里 有 底 ，干

事 有 劲 。 我 们 合 作 社 还 吸 纳 贫
困户来社务工，以增加贫困户的
收入。”合作社负责人焦金友说。

“ 我 现 在 把 田 入 股 合 作 社 ，
平 常 有 时 间 到 合 作 社 做 点 力 所
能及的事情，这样我不但可以拿
到 分 红 ，还 可 以 多 赚 点 贴 补 家
用 。 像 我 们 这 年 纪 的 人 外 出 务
工比较难了，还是合作社好。”在
合 作 社 务 工 的 葛 兆 梅 笑 呵 呵 地
告诉我们。

目 前 ，柏 山 村 共 有 95 户 317
亩 土 地 入 股 黟 县 农 友 合 作 社 柏
山 分 社 ，其 中 贫 困 户 土 地 23
亩。 2018、2019 两年分别获得分
红 14 万 和 11 万 多 元 ，其 中 贫 困
户 获 得 分 红 1 万 和 9 千 多 元 ，另
外 合 作 社 还 规 定 了 每 亩 不 低 于
300 元 的 保 底 股 ，保 障 股 民 的 权
益，每年的分红都是通过一卡通
发给股民。

·汪琇琴·

土地入股促增收

养鸡圆了“脱贫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