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地里说丰年。如果说韦
坤秀们点赞扶贫工作，是因为通
过各级干部的努力，令他们感受
到了“政府一心为我们好”，那么，
在看到宁波的拖拉机、挖掘机开进
了大山，短短一个月建成了自动滴
灌、水肥结合的现代化坝区，这样
的触动则更像是一场“短兵相接”，
让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未来发
展的定位，由模糊逐渐转向清晰。

去年 10 月，宁波斥资成立黔
西南北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1月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后，原有的成熟

运营模式移植入黔。
像一阵海风吹进了大山，短

短几个月，订单农业、冷链物流、
直通港澳、亩产值 2 万元⋯⋯新
理念、新变化不断刷新着坛坪村
村民对脚下这 1000 多亩土地的
认知。

“捆绑”刷新的还有一连串的
现代化系统管理模式——带薪培
训结束后，基地实施分片包干责
任制，公司统一播种，村民分组承
包地块进行管理、采收。只需一个
绑定身份的二维码工牌，在田间
劳作的村民即可通过手机实时查

看当日采收量，收入日清月结，最
大限度激发其劳动积极性。

特色资源与现代技术、管理
体系的深度融合，使石头荒漠变
成了真金白银。如今，供港蔬菜基
地 直 接 拉 动 贫 困 人 口 128 人 就
业，覆盖带动贫困人口 487 人，预

计人均年增收 6000 元。
与供港蔬菜有着相同“成长

经历”的，还有黔西南州贞丰县的
“一江三果”。

同样依托地热河谷的气候优
势，当地百姓却“守着金果子，过
着穷日子”。针对贞丰水果产业发

展短板，海曙区将产业合作视为
突破口，改良品种，进行规模化种
植、系统化管理，帮助当地特色农
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海曙区已在
贞丰成功打造 2000 亩百香果科
技示范园和 3000 亩芒果科技示
范园，辐射带动当地农户种植百
香果 1.37 万亩、芒果 3.18 万亩，帮
扶 黔 货 出 山 ，销 售 额 共 计
11870.14 万元。

植入现代化管理体系，成片
带动当地农户勤劳致富，特色资
源正在成为富民资源。

成片辐射，系统管理“点石成金”

一直以来，产业扶贫是精准
脱贫的重要手段，背后的关键在
于形成稳固的扶贫产业链。这需
要坚持市场思维，放眼长远，不
能“走一步看一步”，更不能好
高骛远、拔苗助长。

在宁波市帮扶黔西南州摆脱
贫困的实践中，一条重要的经验
是，当地不仅重视布局扶贫产业
资源，更注重统筹，促使产业链
不断延伸和完善。

因疫情影响推迟上学的大学
生黄显美，已经在册亨县弼佑镇
的油茶苗圃基地打了两个多月的
工。她的工作是将优选油茶穗嫁

接到根上，8 分钱一株，一天能
接 2000 多株。

看似简单，却是整条 10 亿
元油茶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

“这是从品种上进行 改 良 。
嫁 接 完 毕 后 ， 在 基 地 培 育 成
活 ， 就 可 以 向 贫 困 户 免 费 发
放，目前已经下发了 60 多万株

优产苗。”弼佑镇扶贫工作站站
长王连凯说，册亨县的油茶尽
管种植历史悠久，但是普遍低
产，平均每亩只能产 40 公斤油
茶籽。经过改良，亩产有 50 公
斤至 75 公斤。

2018 年 ， 江 北 区 提 出 了 册
亨油茶全产业链发展理念和思
路，投入油茶扶贫资金，其中

大头用于建设油茶加工厂。很
快，巧马镇工业园区内，天香
布依油茶有限公司投产，设计
年产量 500 吨以上，预计年产值
超过 1 亿元。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
统低效的粗放发展，难以适应现
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进行技
术改造，引进全产业链，开发优

质资源。”来黔挂职近 3 年，册
亨县委常委、副县长吴益统得了
个“油茶县长”的雅号。他说，
从小项目到大产业，从“输血”
到“造血”，在江北区帮扶下，
册亨县正在实施“制订一个规
划，建设一个低产林改造示范基
地，打造一个良种繁育基地，投
产一个亿元加工企业，撬动一个

十亿元油茶产业”的“五个一”
工程。

截至目前，宁波对当地的油
茶全产业链项目累计投入 2758
万元，覆盖带动贫困人数 4200
人，年人均增收 1500 元。

鱼渔并授 ， 一 条 链 式 助 推
当地特色资源发展的扶贫路径
益发清晰——今年 4 月，我市对
口帮扶黔西南州的 115 个项目已
全部启动或开工建设，据初步
统计，这些产业项目可吸纳就
业贫困人口 5000 人以上，全部
项目覆盖带动贫困人口约 13.92
万人。

以线带面，激发产业“链式效应”

民族地区文化作为一个有着
内在关联的有机生态整体，既传
承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也蕴
含着无限的开发契机。

以黔西南州为例，就有贞丰
“六月六”布依风情节、兴仁“八月
八”苗族风情节、晴隆“阿妹戚托”
风情节等民族节庆文化，还有称

“声音活化石”的布依音乐“八音
坐唱”，以及铜鼓十二则、土法造
纸、布依勒尤、布依刺绣等被列入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文化资源。民族文化不仅如
涓涓细流，沁入人心，同时也成为

文化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载体。
一手熟稔地拨弄经纬线，一

手拿着梭子，轻踩踏板，飞梭来
回，一丝丝、一寸寸精美的布依土
布便从指缝间流淌出来。黔西南
州册亨县中华布依锦绣坊内，数
十名布依族阿妈穿着民族服装，
端坐在织布机前，俨然是布依织

布刺绣技艺的“活广告”。
“土布、刺绣是我们布依族的

特色传统手艺。但长期以来，缺乏
现代设计，没有形成市场。”负责
人杨胜娇说，2016 年，成立“云娇”
品牌时，当地的织布刺绣产业还
处于“自娱自乐”状态，基本没有
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可言。宁波的

扶贫干部主动上门牵线：与多家
院校和企业签约，依托院校力量，
从土布改良、刺绣优化、产品设计
研发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对接，与
此同时，借助成熟的企业渠道，推
广土布文化。

思路一变天地宽。2016 年 8
月，杨胜娇带领 26 名手工艺人，

走上香港第五届国际文化艺术节
的舞台，节目《穿上阿妈的绣花
衣》拿下全场最高荣誉“特金奖”。
2018 年，杨胜娇率团赴巴黎展示
全新设计的布依服饰⋯⋯布依土
布刺绣第一次走进了市场，走向
了世界。

当 “ 指 尖 绝 艺 ” 渐 渐 变 为

“指尖经济”，宁波与黔西南州的
“携手奔小康”也不断向更深层
次的特色“软”资源延伸。去年
4 月，《我在贵州等你 （布依语
版）》 在中国 （宁波） 特色文化
产业博览会上正式首发；去年 8
月 ，“ 绝 美 喀 斯 特 · 康 养 黔 西
南”亮相 2019 宁波国际旅游展
⋯⋯山那头的风情不绝如缕，浸
润东海之滨。

用“巧”办法，做“软”文
章，达到“和”的成效。甬黔共
振，多边“共鸣”，更多的和声还在
路上。

开发推广，“软”资源也有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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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我在扶贫一线

点评

在黔西南州采访，有很多笑脸令人难忘。
38 岁的韦细好笑着。她开心的是，从山上搬迁

到了县城，在家门口的组装厂找到了工作。第一个
月以工代训，就能拿到 60 元一天，以后技术熟练
了，工资还会水涨船高，赚钱顾家两不误。

63 岁的罗金兰笑着。她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年
纪，大字不识的她，居然还干起了兼职。有演出
时，她是县里腰鼓队的队员；闲暇时，她又成了中
华布依锦绣坊的绣娘，飞梭走线，唧唧复唧唧。

45 岁的陈灼英笑着。他来自广东江门，一年
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当
起了一名冷库质量管理员。自从这里建起了供港蔬
菜基地，他就被派驻到此。最开心的是，短短几个
月，基地产量就上来了，最多的一天冷库存了 18 吨
菜。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摆脱贫困，一直是中国
人最朴素的愿望。如今，东西部跨越山海、持续 20

多年的携手共进，让这样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当
地“特色”变成脱贫“亮色”，一方水土终于可以富
养一方人。

看一方水土，富养一方人
宁波日报记者 单玉紫枫

坛坪村第一书记张跃向本报记者讲述石头地的前
世今生。

海风入黔 “特色”出山
——宁波精准帮扶八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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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群山背后，万千特色“黔货”曾经藏
在深闺人未识。

山高林密、不会吆喝、没有品牌、不具规
模……曾是“黔货出山”遭遇的重重阻碍，也
是挡在脱贫路上的一座座大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

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 ， 把 种 什 么 、 养 什 么 、 从 哪 里 增 收 想 明
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换
句话说，脱贫致富就是要因地制宜，发展壮
大特色产业，把当地“特色”变为脱贫“亮
色”。

当决战号角吹响，宁波市与黔西南州双方
致力于激活特色优势资源，打破旧观念、引入
新技术、拓展大市场，跨越山海，携手同行，
不断增强扶贫内生动力。

海风劲吹，且看特色资源老树新花，“黔货
出山”！

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
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能
贪大求洋，更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在谋划“一滴油”——油
茶产业时，先期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次规划、
分年实施”的油茶产业一体化
发展的帮扶思路。逐步健全了
油茶产业链，从根本上改变了
当地群众“守着金果子，过着
穷日子”的状况。思路一变，全
盘皆活。

东西部扶贫协作，需要
把东部的优势运用到当地，

实现 1+1>2 的目标。册亨有
布依族的土布和刺绣等“指
尖绝艺”，但藏在深闺人未
识。如何把东部的人才、资
金、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
业上，从“土变洋”“家里卖”
到“全球卖”是帮扶重点。我
们明确“改进设计、改良工
艺、改善销售”的帮扶思路，
促成浙江纺院、市服装协会
的全方位合作，导入博洋等
企业的优势资源，购入先进
设备，实现土布刺绣产品的
脱胎换骨、提级换代，从而带

动全县2万名妇女就业。
东西部产业协作，最终

目的是要让贫困群众的钱袋
子鼓起来、精气神振起来。让
他们既看到长远的希望，又
得到短期的实惠，这样才能
让群众融进来、动起来，实现
从一点到一片的产业振兴。
我们点亮当地特色资源，让
宁波精神在石漠化地区扎
根，让宁波模式在群众心中
发芽，在当地培养了一批带
不走的产业工人，播下了发
家致富的种子。

吴益统：宁波市扶贫干部，册亨县委常委、副县长

弼佑镇自古就有种油茶的
传统，但是以前油茶林低产低
效，农户土法榨油，出油率不高。
这几年，镇里整合东西部扶贫协
作“油茶一体化”帮扶项目，因
地制宜，实施提质增效工程，
油茶基地不断发展壮大。

未来 3 年内，我们 的 油 茶
总面积将达到 15 万亩，茶籽亩
产超过 150 公斤。届时，面积
最大、均产最高、效益最好的
最美油茶基地将在弼佑呈现，
到那个时候，再请你们过来采
访！

罗仕琴：册亨县弼佑镇党委书记

在宁波市江北区与黔西南州多
年的倾情协作实践中，坚持立足当
地特色资源，致力特色农业“增品
提质创牌”，打造特色农业“名
片”，积累了宝贵的扶贫开发经验。

首先是观念的更新。比如经当
地干部 25 轮院坝会、村民大会宣
传动员和示范引领，特色农业前景
已被广大村民认知、认可。

其次是精准。精准实施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盘活当地的特色资
源，夯实特色农业发展基础。与此同
时，因地制宜，成功挖掘特色资源禀
赋和经济价值，开启惠农富农引擎，

比如“一滴油”“一块布”“一坝菜”
“一江三果”等，通过精准施策，打造
特色农业“名片”。

再次是创新因素支撑体系。比
如“五个一”工程、“码”随菜
走、冷链物流，以及产、供、销、
服一体化格局等，这些田间地头的
新变化，促特色农业推扶贫开发，
可操作、易推广、能受益。

最后，施展宁波外向型经济优
势，助推黔货“下山出海”，实现

“黔”拓市场，“甬”闯世界，打造
成扶贫开发升级版，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

开发特色资源 打造农业“名片”
宁波万里对口协作和反贫困研究院院长 盛钢

产业是稳定脱贫和长久脱贫的
关 键 之 策 。 贵 州 面 对 农 村 产 业

“小”“散”“弱”、农民增收慢的问
题，省委、省政府把产业扶贫与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乡村产业振兴统筹
起来，2018 年发起的那一场振兴
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全面
推行“八要素”，推进思想观念、
发展方式、工作作风的革命性转
变，实现了农村产业发展的迅速崛
起，加快了农村的发展和脱贫攻坚
的进程。

作为对口帮扶城市，宁波市紧
盯龙头企业这个关键环节，推动北
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天香布依油
茶有限公司等重要农业企业落地，
打通了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的
内在链接，成为融合一二三产业的

核心力量，承担着农产品市场供给
和需求中介的重要角色，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让当地
农村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黔西南州与宁波市持续深化扶
贫协作，致力于激活山地特色优势
资源，推动黔山好物产业化、规模
化生产，加快群众脱贫致富和乡村
振兴。

现在的黔西南崇山峻岭依旧，
但群山之间的一块块土地，经过农
村产业革命的激活，正在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农村产
业革命深入推进的过程，也是老百
姓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过程，群
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大大增强，
干劲越来越大，对脱贫致富奔小康
充满信心。

农村产业革命唤醒了沉睡的土地
贵州省人大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裴

布依人家，家家户户有织机。
我们布依的土布，厚实耐磨，透气
吸汗，以前就是自己空了织一织，
没想过还能卖钱。现在，县里把我

们组织在一起织布，像这种两个梭
子织的，一米能卖20元。每天中午
还管饭，做不完还能带回家继续
做，两头兼顾，又挣钱又省心。

陈乜东芬：中华布依锦绣坊绣娘

我是被黔西南州给挖来的！
从 1989 年到现在，30 多年来，我
一直从事服装行业，在森马、爱吉
兔、海澜之家、美特斯邦威这些大
公司都待过，已经做到了高管。去
年，这边突然邀请我来“二次创

业”，我觉得前景非常好，这里有
宁波捐助的先进设备、有宁波的
一流纺织技术，而且订单包干，还
有当地脱贫劳动力，大家在家门
口就能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以
后肯定大有可为。

胡厚华：黔西南州云娇服饰高洛分公司负责人

我们家里有 10 多亩油茶。
以前，油茶果价格卖不上去，自
己土法榨，出油率也不高。因为
祖祖辈辈都这么种，压根就没想
怎么去提高品质。后来镇里安排
统一培训，今年 1月还给我们贫

困户每户发了 500 株优良种株。
另外，我作为社员加入了合作
社，不光年底有分红，还能在基
地上班，收入稳定。现在，单是
上班一项，每天就能挣 100 多
元。

覃细办：册亨县弼佑镇伟外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次到基层采访，总能发现
山乡面貌及群众生活发生着巨大
变化。这变化，有易见的物质
的，也有细微的精神的。与此相
伴的是学校医院、工厂车间，以
及山间林间无处不在的宁波力
量。

家门口的蔬菜直销香港后身
价倍增，这样的变化，冗渡布依
妇女也许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
可一旦她在心里生出对时代的感
叹、感激，就会埋下种子，苦日
子不是大山的错。基层干部同样
经历着类似观念“震荡”——他
们坚信苦干实干，同时对创新、
对跨界有了新的认识。面对记
者，他们越来越愿意讲述工作中
的创新做法，讲述关于乡村振兴
甚至一个地区发展的思考。

扶贫协作，带来了文化的、
产业的、教育的、医疗的全方位
互动，新的观念与发展模式不断
冲击着偏远乡村，宁波力量所带
来的，一方面是对群众发展内生
动力的充分激发，在另一个维度
上，则无异于珍贵的启蒙。

如果大山能说话，我想它一
定先是微笑，然后说：来吧，让
我们携手、让我们更紧地拥抱。

大山有话说
黔西南日报记者 龙波

上千亩的蔬菜把坛坪村晕染得绿意盎然。

采访手记

图①：杨胜娇 （左一） 正与布依绣娘研究新的土布款式。

图③：天香布依油茶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灌装油茶产品。

图②：把优选油茶穗嫁接到根上，这是整条10亿元油茶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图④：借助宁波捐助的生产线，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今天的《黔西南日报》同步刊登了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