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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记者跟随市委宣传部一行，前往我市对
口帮扶的贵州黔西南州，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新一
轮东西部协作中的点滴收获，贞丰的百香果基地
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

贞丰县境内山峦林立，平地稀少，农业发展空
间不大。只有发源于云南的北盘江蜿蜒而过，滋
养了两岸那原本荒芜的山丘，山岭间普遍种植的
是经济价值较高的三种热带水果——火龙果、芒
果和百香果。

从坝草出口下高速，沿着奔腾的北盘江一路
颠簸向山里前行，我们来到鲁容乡。“你们看，那些
架子就是用来种百香果的。”同行的副县长黄列指
着家家户户屋顶门前的“装备”说。

今年4月下旬，宁波市向黔西南精心选派了
一支由24位干部和23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工
作队，黄列就是其中一员。从海曙区政府前去贞
丰县挂职的他，被称作“水果县长”。上任3个多
月，黄列有两个多月泡在百香果的产业发展论证
中，成了半个行家。作为全州4个极贫乡镇之一
的鲁容，现在将百香果作为脱贫攻坚的“冲锋枪”，
宁波今年提供的560万元对口帮扶资金则为这把

“枪”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再往前，一片更大的种植基地出现在我们面

前，从山顶蔓延至山腰，又一路延伸到北盘江畔，远
远望去蔚为壮观。黄列告诉我们，宁波的专项资金
到位后，“扩容”了百香果基地的种植面积，刚刚整
理出来的700亩山地，将为当地448户贫困户带去
希望。“既不浪费一分钱，又能让老百姓参与这个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用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这
是个技术活。”黄列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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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对口帮扶，资金技术一起上

一颗百香果改变一个极贫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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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出门逛街时去茶饮店点上一杯百香果
茶，已成为不少宁波年轻人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这
种原产于巴西的热带水果，带来的是美味和营养。而在
2000多公里之外的黔西南，它给当地人带来的则是新
生活的希望。

从出门打工到回乡创业，从极度贫困到年收入十几
万元，这颗小小的百香果在宁波帮扶队的手中，被催化
出更大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个极贫乡改变的开始。

“册望册望，贵州的西藏”。
这句当地顺口溜，说的是黔西南
最偏远的两个县——册亨和望
谟。这两个县风景如画却交通闭
塞，境内近98%是山地，一度让扶
贫工作不知从何下手。

“既然平原地区没有可以借
鉴的经验，不如就从眼前的大山
着手。”挂职望谟县委常委、副县
长的宁波干部罗剑光在抵达望谟
后不久，就把目标瞄准了“林下经
济”，给他带来灵感的则是一种在
宁波人见人怕的昆虫——胡蜂。

胡蜂挂在树上，养殖胡峰不
占土地，而胡蜂觅食还可清除森
林虫害。胡蜂的蜂蛹既能食用又
能药用，是时下很有市场的养殖
业新宠。通过和当地的农业科技
公司合作，这一项目从繁育蜂皇
到蜂群养殖再到基地发展，每个
环节都能为当地贫困户提供增收
的机会。

“一个养殖大棚，在养殖阶段
能让60个贫困农户受益，每户每
年保底的养殖收入能达到9000
元。繁育基地的日常工作需要大
量人手，每年每人通过务工又可
以有2万元收入。”罗剑光说。

目前，望谟县已投资600万
元，建了5个胡蜂养殖基地，300
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受益，明后
年会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册亨巧马镇的土法红糖加工
厂是帮扶项目之一，加工厂负责
人周建仁给了我们一组同样动人
的数据：红糖加工厂目前产能60
吨，宁波提供的350万元对口帮
扶资金进入后，甘蔗种植面积将
扩大到2500亩，年产量增至500
吨。预计能提供150个直接就业
岗位（5 个月收入可达 1.2 万~1.5
万元），参与季节性劳务用工的，
每人可有5000元~8000元的收
入。这一项目在解决脱贫的同
时，还吸引了很多当地妇女回乡
就业，更有效地解决了巧马镇的
留守儿童、老人问题。来自宁波
帮扶工作队的挂职副县长吴益统
还亲自“拉业务”，他和加工厂一
起，为这个帮扶项目争取到了贵
州汉方集团每年2000万元的订
单，更是为这个帮扶项目带来了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可持续”是我们走访几个产
业扶贫项目时，多次被提及的一个
词。对于黔西南的贫困县而言，脱
贫光靠砸钱事倍功半，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有了可持续的发展规
划，不管是百香果、胡蜂还是红糖，
都有了持久发展的内生动力。

记者 黎莉 文/摄

回乡是因为收入的提升，而让大家对未
来充满憧憬的，则是宁波带来的对百香果产
业链的完整打造和对未来的规划。

“除了种植，深加工在水果种植产业链
条中占有重要地位，产业附加值主要集中在
这一块。在今年的帮扶资金中，我们特别留
出了一部分，准备把鲁容百香果的冷库和深
加工项目建起来，一方面能大幅提升收益，
另一方面也能提升百香果产业的抗风险能
力。”黄列说。

据悉，从今年开始，宁波的专项帮扶资金
每年都将输入到鲁容乡的百香果产业里，其
中很大一部分将入股鲁容惠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并以保底分红的形式分配给当地已经
建档的贫困户。4年后，入股本金归7个村的
村集体所有，项目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归项
目建设所在村；产生的收益，30%用于壮大村
集体经济，70%分配给该乡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

当产业结构从单一的种植变为立体式的
闭环，当扶贫资金变作活水流动在项目中，
良性循环也就开始了。对于鲁容甚至整个贞
丰来说，对于罗照文、黄晓以及当地的更多
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开始，更是给了他们一
个看得到的希望。

百香果虽说不算娇贵，但同样需要细细
打理。2月下种、5月上架、6月开花、7月挂
果……半年时间里，鲁容的乡亲们小心翼翼
地养护着，防虫害，防天灾。因为他们知道，
眼前这片绿色给他们带来的是新生活的希
望。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发展前景，很多原本
外出打工的鲁容人，现在已陆续回到家乡创
业。鲁容乡鲁容村村民黄晓在深圳务工两年
多，每个月收入3000元左右，除去生活开销，
也攒不了多少钱，还牵挂家中的老人小孩。
去年他得知乡里有了百香果种植园，就跟家
人合计，最终决定回乡发展。现在他在鲁容
惠农科技发展公司工作，每个月也有3000多
元收入，生活开销少了不少，而且能就近照顾
家人。

同样选择在家门口创业的还有鲁容乡板
绕村的罗照文。“刚开始，我也是在基地里工
作，边做边学习百香果种植采收等技术。学
好了技术，然后从合作社那里‘领了’种植土
地，我现在是单干。”罗照文说。

罗照文口中的“合作社”，是宁波的帮扶
队为当地量身打造的“1+10+N”发展模式：
1个乡平台公司+10个村平台公司+基地、贫
困户等，充分利用当地的主客观条件，让当地
村民自主发展，提升产业脱贫效率。

罗照文说，现在当地村民的收入有三大
块，一是土地流转费用，二是扶贫资金变作股
份后每年产生的分红，三是在合作社（平台公
司）工作的收入或自己种植后的产出收益。
如今，当地每亩百香果一年的纯收益在1000
元以上，而像罗照文这样通过合作社模式自
己进行大规模种植的，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
元。“在此之前，通过打工、种玉米等，我们家
一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就已经很好了。所
以我们村里有好多人已经或正打算回来发
展。”罗照文说。

完整的产业规划
给当地百姓一份安心、一个未来

家乡有了好产业
外出打工的当地人纷纷回家创业

资金技术一起上
宁波干部挂职当“水果县长”

“贵州小西藏”的
金山银山和甜蜜

贞丰县百香果基地里种植的百香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