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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东部地区有着广泛市场前景的项

目，在黔西南是否会水土不服？这
是 宁 波 扶 贫 干 部 思 考 的 一 个 问 题 。
宁 波 扶 贫 工 作 队 在 进 入 黔 西 南 不
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省安吉县
黄杜村提出要捐赠 1500 万株白茶苗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批示。

“安吉白茶是名贵品种，每公斤
售价高达上千元，黔西南的普安县是
古茶树之乡，有种植根基；而且现有
的‘普安红’茶叶发展红火，也有产

业基础，如果能将白茶引入，实现红
茶、白茶、绿茶多品类发展，一定
能 带 动 更 多 人 脱 贫 致 富 。” 黔 西 南
州 委 常 委 、 副 州 长 田 宾 一 得 到 消
息，就与同是宁波扶贫干部的普安
县委常委、副县长方健一起，两人连
夜行动，将赠茶苗的专家请到了普安
县考察。

果 然 ， 1600 米 的 荒 山 ， 虽 然
因 石 漠 化 长 不 出 好 庄 稼 ， 却 很 符
合 白 茶 对 降 雨 、 积 温 、 土 质 、 海
拔等要求。扶贫干部用“争”的作
风，当地用“适”的土壤，硬是使

普安成为获赠茶苗最多的县，而此
前，普安县未在安吉赠送茶苗的考
虑范围之内。不久，一片占地 2000
亩 的 “ 白 叶 一 号 ” 茶 园 带 着 总 书
记 的 关 怀 和 当 地 群 众 的 感 恩 奋 进
之心，展现出勃勃生机，不到两年
时 间 ， 就 带 动 862 户 贫 困 户 、 2577
人受益。

如果说普安是白茶天生的“伊甸
园”，那么余姚杨梅落户黔西南望谟
县，则是利用技术帮扶，一个让杨梅
不断“服水土”的故事。

余姚杨梅于十多年前被引进，首

批在望谟县弄林村栽种了 400 亩。由
于缺乏农业技术，望谟的杨梅能长四
五米高，虽然结果量是余姚杨梅的两
倍，但果实个头小、采摘困难，而且
每公斤只能卖到 6 元，最高也不超过
10 元。

东西部扶贫协作望谟工作组通过
多次邀请余姚首席杨梅专家，请种植
大户前往余姚参观，帮助果农矮化、
疏果，去年，望谟的杨梅市场价格稳
定在每公斤 10 元左右，种植数已上
千亩。今年的杨梅每公斤卖到了 16
元至 20 元。

此外，水蛭养殖、板栗种植、蔬
菜种销一体化等一大批因地制宜的项
目积极引入，不断改良技术，对吸纳
贫困户就业、为他们提供稳定收入提
供“生淮北的橘”。

项目引进要“服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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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记者 张 燕

这 是 第 一 次 赴 黔 西 南 采
访，眼前一片新意盎然。这里
的城市，大片的三角梅如火怒
放；这里的乡野，绿色的作物
与 青 山 浑 然 一 体 ； 这 里 的 人
们，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幸
福，完全颠覆了我对黔地山路
崎岖、满地泥泞、黑灯瞎火的

“贫困”想象。
“政府基础打扎实”，这是对

黔西南脱贫发展的第一印象。黔
西南多山，硬朗的水泥路是这山
地坚实的“脊梁”，这些公路绝
大部分是政府投入建设的。路是
脱贫基础，也是致富关键。农村
公路的“毛细血管”通往茶山、
薏仁米基地、油茶山林等，为这

些脱贫富民的特色农业农产品走出
去解决了“最后一公里”；而县县
通高速则为技术、人才、资金的引
进来“铺路搭桥”。看着青翠高山
上绕满一圈一圈的盘山公路，我看
到了我们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决心和底气。

而东西部协作扶贫，更让我感
受到甬黔两地家人般的团结与相亲
相爱。在这里，宁波扶贫干部总会
说几句当地话，而一些贫困户也听
得懂“阿拉宁波”的意思。语言最
快速地突破地域，带来了工作理
念、扶贫方法及感情上的融合，让
我们看到两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甬”往直“黔”，展开了一场脱贫
攻坚的伟大实践。

愿黔西南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
好。

东西部扶贫协作“甬”往直“黔”
王潍：普安县副县长

无论是长毛兔全产业链建设，还是“白叶一号”
茶叶的引入，无论是产业规划还是技术指导，东西部
扶贫协作，宁波是真帮扶。东西部两地干部齐心协
力，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宁波扶贫干部远离家乡，
毫无私心，为祖国全面脱贫全力以赴，代表的是广大
共产党员的形象。

蒋成勇：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村委会主任

2018年我代表贫困户去北京签约，接受安吉白
茶苗的捐赠。这些茶苗落户我们村，离不开宁波扶贫
干部的积极争取；作为当地基层村干部，我们今后的
使命更为艰巨。现在，这些小茶苗已迎风成长，屯上
村的荒山渐渐变成茶山，我们一定努力奋斗，种好、
管好茶园，并种出成效，让茶山变成绿水青山，成为
脱贫富民的金山银山。

蒋加琴：普安县南湖街道长毛兔养殖户

我以前自己养长毛兔，不仅每年要投入一些钱用
来买种兔、买饲料等，还要担心兔子得病，操碎了
心。后来县里统一建设长毛兔养殖小区，我作为社员
加入了合作社，就稳定地在这里上班了。现在我不仅
可以照顾好两个孩子，每个月平均收入还有 4000
元，比自己养兔好多了，真是既省心又能挣钱。

伍克丽：普安县龙溪石砚小镇新市民社区居民

我今年7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以前我的家在
村里，那里的房子破破的，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
我最开心的是现在我搬新家了，新房子又大又干净，
还有电磁炉、卫生间。我的学校离新家也很近，妈妈
就在家楼下的扶贫车间上班，她每天都能接我放学。
我喜欢我的新生活。

靶向植入“造血”项目
宁波精准帮扶八策①

点赞 采访手记

盛钢：宁波万里对口协作和反贫困研究院院长

“甬黔”扶贫协作立足特色农业发展，抓住“精
准”关键，书写产业扶贫“甬黔模式”。

一是扶贫项目选择精准。立足当地自然禀赋，因
地制宜地植入适应“水土”“乡土”，前景广阔的“白
叶一号”、长毛兔、杨梅等系列特色产业项目，破解扶
贫项目“水土不服”的困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为群众栽下“摇钱树”。

二是帮扶方式精准。聚焦特色产业发展，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投放，“串珠成链”式
推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再造，拉长、拓宽、做厚产业
链，实施“志智双扶”，为群众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三是经营方式精准。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健
全其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激发生产经营活力、内
生动力，带动贫困群众精准受益，确保精准扶贫初衷
的实现。

李裴：贵州省人大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宁波市围绕黔西南之所需，竭尽自身之所能，紧
盯产业发展这个关键，从小项目到大产业，从各个环
节持续投入，到逐步健全产业链，不断增强贫困地区
的造血功能，成为助推黔西南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
大力量。

黔西南州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振
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的部署，抢抓宁波市帮扶
的历史性机遇，坚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积极
对接、不断深化产业合作，打好产业扶贫硬仗，既为
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打牢产业根基。

在共同参与和见证贵州彻底撕下千百年来绝对贫
困标签的历史时刻，宁波日报社和黔西南日报社联合
进行“摆脱贫困 携手小康”全媒体采访，让大家更
直观地感受两地扶贫协作新气象、新变化，感受黔西
南脱贫精彩篇章，让大家对中央脱贫政策有更深入的
理解。

方健：宁波扶贫干部、普安县委常委、副县长

2018 年 10 月，“白叶一号”正式在普安落地生
根，如今“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生动画卷正徐
徐展开。

我每周都会去几趟茶园，尤其是落户普安的 2000
亩“白叶一号”基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植入式
扶贫项目，它所带来的“扶志”“扶智”的效应，远远
超过茶苗本身的价值。扶贫又扶智，带来了技术意识
理念等各方面提升；扶贫又扶志，先富帮后富的黄杜
精神激励了干部群众的内生动力、感恩之心。

新项目的引进对一个产业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在“白叶一号”引进过程中，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相关专家、企业的到来，让普安学习
到先进的种茶技术、管护技术、采摘技术和制茶技
术，也带动了普安整体茶产业的升级提档，整个普安
县的茶品质和种类更加优化，竞争力大大增强，普安
县知名度、美誉度大大提升。

贫困群众在坚定脱贫致富信心的同时，看到扶贫
工作深入推进，对党充满感恩之心，对党的政策更加
拥护，对政府的举措更加配合，助推脱贫攻坚和社会
各项事业发展。

我在扶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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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日报记者 査必芳

一个故事。为争取“白叶一
号”落户普安，宁波扶贫干部方
健诚恳地对安吉县黄杜村党总支
书记盛阿伟说：“普安是中国古
茶树之乡，白茶肯定种得活。你
这 是 ‘ 感 恩 苗 ’， 哪 怕 送 我 一
棵，对开展扶贫都很有意义！”
言辞切切，最终项目落地。

一个细节。采访中偶然看
到，宁波日报记者张燕把特意带
来的宁波小吃，悄悄塞给谭化爱
等茶园管护工。礼轻情意重，重
在对黔西南的牵挂。采访中，我
们时时处处感受到宁波人民视黔
西南为故乡的情谊。

一份感动。无论是在绿意满

目的感恩茶园，还是在生机勃勃的
长毛兔养殖基地，大山深处的群众
懂得知恩图报。他们说，有党和国
家扶贫政策，有宁波和黔西南的干
部操心，我们更要自身勤劳，改变
贫困。

美好生活未来可期，美好的背
后必有艰辛付出。这几年贫困群众
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
甬黔两地扶贫协作，离不开这一群
群远亲的倾情帮扶。在黔西南干部
群众眼里，宁波干部觉悟高、状态
好、干劲足、办法多，两地干部穿
山越岭披风沥雨，使“输血式帮
扶”逐渐转变为“造血式合作”，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动
力和活力，这正是脱贫攻坚一线最
生动的写照。

大山深处有远亲

只能长出瘦弱庄稼的荒山地上，“白叶一号”的茶芽子迸发出春的活力；村子里为长毛兔建设的“小区”，背后是种

兔养殖、饲料加工、兔毛分拣乃至兔绒大衣这样长长的产业链；余姚荸荠种杨梅长到望谟的山上，黑红的果实吸引游客

观光采摘……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在宁波扶贫协作的黔西南州，扶贫干部因地制宜，精准找项目、精准施策，在植入一批“造血”项目时放眼可持

续，致力于将项目做成产业，将产业“串珠成链”，走出一条靶向植入、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精准之路。

2019 年，宁波帮助黔西南州新
引进项目 48 个，实际到位资金 33 亿
元，同比增长 40.55%，带动 3 万余贫
困人口，同比增长 262%。然而，这
些 就 业 人 口 中 ， 大 部 分 从 事 一 产 。

“ 在 让 项 目 变 产 业 、 产 业 形 成 稳 定
‘链’的过程中，激发贫困地区内生
动力相当重要。”田宾介绍，培养产
业工人、改变贫困户理念、引进年轻
人和技术型人才，这些都是使脱贫具
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在产业园旁建设易地安置小区

的模式，正在黔西南多地推广。就
在长毛兔产业园旁边，一个易地搬
迁 安 置 小 区 里 住 着 1227 户 贫 困
户，他们将成为长毛兔生产链上产
业 工 人 的 主 力 。“ 全 产 业 链 建 成
后，预计可为易地搬迁安置的新市
民提供一户一人以上的就业，人均
年 收 入 为 4 万 元 至 5 万 元 。” 麻 剑
雄介绍。

宁波企业家投资的望谟县日上科
技有限公司，入驻望谟县半年多，公
司 现 有 20 多 名 员 工 ， 平 均 年 龄 30

岁，其中大学学历接近一半，这让宁
波的扶贫干部、望谟县委常委、副县
长罗剑光感到欣慰：“望谟需要这样
的企业，它活力十足，将吸引更多人
才留在望谟，发展当地经济。”

令宁波扶贫干部李明感触最深
的，是理念的转变给扶贫带来的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弄林村种植的杨梅
一开始口感不好，我们要求矮化果
树，果农却因为会减产而舍不得。”
李明介绍，其中有一个名叫陈德龙的
梅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 3 亩杨梅

地矮化，他的果实品质在村里最好。
今年望谟县举行杨梅品鉴大会，采购
商、游客纷纷看中他家的杨梅，陈德
龙一天就有 1500 元的收入，“现在，
其他梅农的理念也变了，主动学习矮
化技术，和两年多前我们磨破嘴皮形
成了鲜明反差”。

如今的黔西南，贫困户“靠着墙
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思想
正渐渐退去，在一批批项目、产业带
动下，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尝到了甜头，有了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而随着一批贫困户转为产业工
人、新生力量注入、群众思想改变，
宁波工作队近 3 年引进的 100 多个项
目，正从“植入”到“扎根”，渐渐
开枝散叶。

内生动力促“扎根发芽”

产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
和长久之策。记者在黔西南采访时发
现，现在贫困群众已吃穿不愁，他们
更希望能够有长期、稳定甚至稳步增
长 的 收 入 。“ 只 有 将 农 业 做 成 产 业
化，并且不断延伸产业链，才能带领
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田宾介
绍，在宁波工作队的重点工作中，产
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
之策。

今年前 5 个月，宁波工作队已在
黔西南引进产业合作项目 30 个，实

际到位资金 25.94 亿元。其中贵州天
香茶业公司就是与“白叶一号”唇齿
相依的项目，该公司由全国最大的茶
叶销售企业浙茶集团投资成立。

在普安县“白叶一号”基地的山
脚下，天香茶业的流水化机器已开始
工作。“今年‘白叶一号’首采加工
的同时，我们公司试制了大叶种红茶
与‘白叶一号’红茶。”天香茶业负
责人胡玉杰介绍，公司为“白叶一
号”创建了“携茶”品牌，作为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引子，是高端茶的代

表，集团后续还将引入“携茶”的精
致包装生产流水线，建设茶叶采摘、
加工、包装等一体化的产业链。除了

“白叶一号”，公司还瞄准了占据市场
份额 70%以上的大众茶生产，这也将
拉动更多人就业。据了解，浙茶集团
正在普安建设茶产业园，项目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产值 4 亿元，带动千人就
业，实现 1.1 万人脱贫。

在普安城西，另一座由浙商投资
的 5 万多平方米的产业园——长毛兔
产业园正加快建设中，这里将建成饲

料加工厂，兔毛加工厂，精纺、粗纺
加工车间等。2006 年镇海区向普安
县赠送了 251 只长毛兔，至今已实现
存 栏 约 18 万 只 ， 精 准 带 动 贫 困 户
2005 户 7452 人。“长毛兔养殖的背
后，其产业化正在通过以‘点’带

‘链’的形式展开。”贵州新普科技股
份公司副总经理麻剑雄介绍，公司自
2012 年入驻普安，一期已建成种兔
繁殖中心、技术研发培训中心；通过
东西部扶贫协作，当地政府鼓励企业
将产业链做长做全，目前，公司已开
始建设长毛兔全产业链，其中二期的
产业园预计今年底投用，三期还将完
成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的面料加工
车间、针织梭织及服装生产加工车间
等，预计投资 3.65 亿元。

产业发展渐“串珠成链”

图①：依托茶产业的普安县，青青茶山下是居民生活的茶源小镇。

图②：长毛兔产业园旁，是易地搬迁小区，方便贫困户就业。

图③：长毛兔成为养殖户脱贫的“小金兔”。

图④：扶贫车间成为产业工人的实践基地。

图⑤：记者在“白叶一号”感恩茶园采访。

图⑥：薏仁米生产出的面条成为宁波人喜爱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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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帮 扶 协 作 引 进
部分“活血”项目一览

今天的 《黔西南日报》
同步刊登了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