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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短讯

新乡贤

□郭天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下简

称三产融合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

很长，讲得也很严密，但老郭读了多

遍，还是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所以就不敢照抄给读者了。倒是想

了一个关于茶产业发展的例子，通

过这个例子，我们也许会对一二三

产业该怎样融合发展有点了解。

譬如说，桐柏县某村（或相邻的

几个村）有几座茶山，原本，村民们种

茶树，采茶叶，这是第一产业；然后一

些有炒制技术的农户买别人采摘的

茶叶制茶，这就是第二产业；茶叶制

作好后，外地商人把茶叶运到城市销

售，这是第三产业。现在，一些茶农

联合起来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

些种茶大户建起了家庭农场，这些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集采茶、制

茶和卖茶为一体，这就使一二三产业

实现了初步的融合发展。

接下来，这个地方的茶产业越

做越大，不仅吸引了外出打工的居民

回乡创业，也吸引了很多城市人来此

定居、投资，当地人口越来越多，最终

形成了一个以茶为主题的特色小

镇。这个特色小镇上很多居民既是

消费者又是投资人，他们在茶山上开

辟了步行道、骑行道，高标准建起了

农家乐，甚至建起了度假村、游乐园，

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前来观光、旅游、

健身、休闲并体验采茶、制茶等农事

活动；同时，与茶和乡村旅游相关联

的文化娱乐业、餐饮业、运输业、包装

业也在此集聚起来，这就形成了田园

综合体，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高度融

合。由于三产高度融合发展，这里的

农村美了，农业强了，居民富了。

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

三产融合发展的巨大魅力。但三产

怎样实现融合发展？要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还要从这个茶产业的例子

上分析。

三产融合发展，需要有一个非

常明晰的支柱产业。这个产业要培

育，要壮大，要有很强的地域特色，

其产品要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三产融合发展，非一蹴而就，需

要长期培育。有人说，搞特色小镇和

田园综合体，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政

府会大把大把地拿钱。此话不假。

但再多的财政支持也买不来特色小

镇的活力，买不来田园综合体的创造

力。只有逐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实

体，使其适应市场，占领市场，打通现

代农业产业融合链条，逐步拉长产业

链条，才能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三产融合发展，农户不能缺

位。要围绕一定区域内的特色产

业，推动各新型农业经营实体联合

与整合，使这些新型经营实体与农

户形成长期稳定的订单关系、契约

关系，在企业获利的同时，让农户分

享红利，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农业增

值，农民增收。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最基本

战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振

兴的基本标志。早融合早发展，大融

合大发展，不融合就会落伍。累累累3

乡村采风

“老郭说农事”之八十四

一二三产业怎样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张松 通讯员 孙东亚

“嗒嗒”、“嗒嗒”……在邓州市

彭桥镇宏鑫鞋厂，50多名工人正在
缝纫机旁忙碌着。

“赶上了好政策，我创业更有劲

儿了，我准备再引进几台设备，扩大

规模，继续奋斗！”工厂负责人张波

看着繁忙的车间满脸笑意。

今年 44岁的张波是彭桥镇中
楼村人，1993年怀揣梦想的他，只身
来到广州，先后在皮具厂和鞋厂工

作。结婚后，他和妻子刘丽商量买

了一辆大车，开始了长期在外的运

输生涯。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张

波夫妻俩有了一些积蓄。

2013年，他跟妻子商量，打算回
乡创业。

回到老家后，夫妻俩进行了详

细的市场调研。在多次走访、调研

后，他们决定加工鞋面，并与湖北一

家鞋厂签订了订单合同。工厂开始

运营时，由于新招聘的工人没有工

作经验，懂得缝纫机技术的刘丽就

手把手教她们如何操作，直至她们

完全掌握技术。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什么也不

会，是刘姐一点一点地把技术传授

给我的。”缝纫女工刘会勤激动地告

诉记者。如今，能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工作，挣钱、顾家都不耽误，这是

她以前从来没敢想的事。

因为工厂就在家门口，吸引了

附近许多家庭妇女到这里工作，有

效解决了一些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最初，不少人看不上这点小活

儿，嫌赚钱少。可做了几个月后，大

家觉得这比养鸡养鸭强多了，不用

投入成本，不用承担风险，还多劳多

得。工人日工资能达到80多元，最
多的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能赚

3000元，也不用远离孩子在外奔波，
做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刘丽说。

张波夫妻俩不仅带动乡亲增

收，还主动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联系了5名贫困家庭妇女，让她们
来厂里工作。夫妻俩除耐心细致地

向她们讲授鞋面加工技术外，还给

岁数大的贫困户以及身患残疾的妇

女安排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刘红丽是中楼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因患病导致家庭贫困。张波夫

妻俩了解情况后，主动去她家看望，

并安排她到厂里做一些简单的手工

缝制活，缓解了她家的经济困境。

目前，宏鑫鞋厂平均每天能生

产鞋面600双到700双，不仅出活儿
快、生产效率高，而且鞋面的质量

好。鞋面加工是个细致活，为拓展

更多业务，张波夫妻俩经常到各地

学习新品种和新技术。

张波夫妻俩通过引导和帮助广

大留守妇女、贫困妇女就地就近灵

活就业，使群众增收80余万元。鞋
厂还被授予“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

荣誉称号。

如今，在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

的帮助下，宏鑫鞋厂由原来的小厂

房扩大成800平方米的大厂房，拥
有40多台电动缝纫机，产品销路也

从湖北拓展到广州、深圳等地，鞋

厂逐步走上良性、稳定的发展轨

道。累累累3

建起一个厂 带富一群人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村干部、驻村书记、镇干部，

包括你们，对我招呼得真不赖。”张

敬顺指着陪同记者采访的一行人

说，“我要不勤快都对不起你们！”

今年 58岁的张敬顺是方城县
四里店镇余庄村村民，余庄地处浅

山丘陵区，人均1亩耕地。张敬顺
是单身汉，这个年龄外出务工也没

合适工作，又身患高血压，干不了

重活，守着1亩地，无论种啥也富
不起来，被确定为村里的贫困户。

2015年，依托扶贫政策，张敬顺多
方筹资养了 12只羊，与此同时，
他把土地交给了村里的光荣社，专

心致志当起了羊倌。驻村第一书记

李梦帝向记者介绍张敬顺，“他特

别勤快，养着羊就够忙了，他还抽

空打零工、负责村部的卫生工

作。”张敬顺脱口而出的就是文章

开头的那些话，“领导们还为我办

理了慢性病手续，卫生所每个月都

把免费药送到我家里。”张敬顺的

话里满是感恩。

2016年，张敬顺还清了外债，
同时领取了村集体组建的泰林蚕业养

殖有限公司发放的分红款，还有金融

分红、光伏补贴等款项，除此之外，

养羊之余，张敬顺还趁泰林蚕业用工

高峰期去务工，他还是镇级公益岗的

工作人员，负责村部的卫生工作，虽

然忙碌，但也有一笔不少的收入。这

一年，张敬顺脱了贫。

“羊怕冷，也怕热，得好好照

料。”养羊4年来，张敬顺摸清了羊
的生活习性，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他不断出栏、补栏，眼下有6只小羊
羔、7只母羊、3只公羊。前不久小
羊羔出生时，为了让羊羔取暖，张

敬顺在羊圈里生起了火盆，悉心照

料这群羊，因为这群羊不仅让他脱

了贫，还是他致富的希望。累累累3

“不勤快对不起你们”

本报记者 刘纪晖 通讯员 王伢斐

“让你忙了半天，吃了饭再回嘛。”

“下回吧，还得去东头老王家帮

个忙哩。”

匆匆忙忙洗了洗手，赵保川出

了邻居家门。他答应了老王，得去

他家帮忙看看地里的果树。

赵保川是西峡县回车镇大块地

村人，别看他现在勤快能干，乐于助

人，过去，他可是当地出了名的懒

汉。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是人们对

他的评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是

他的口头禅。

懒汉怎么变成了勤快人？这事

还得从3年前说起。
2016年，县里实施精准扶贫政

策，无儿无女无家无业的赵保川被

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帮他脱

贫，帮扶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可没少

费工夫。在他们耐心细致的思想动

员下，赵保川终于有了行动，他打算

把自家荒废多年的茶园重新拾掇拾

掇，重拾种茶制茶的老本行。

可没两天，赵保川就打了退堂

鼓。原来，茶园荒废多年，引水入园

成了难题。没有水，茶树发芽率是

达不到要求的。得知情况后，扶贫

工作队和村两委多方筹措，帮他架

设了300米长的水管，把水接到了
地边，解了赵保川的燃眉之急。

有了水的浇灌，加上重新修整的

土地，茶树的长势越来越好。望着自

家的茶园，赵保川的脸上笑开了花。

2017年，赵保川的茶园小有收
获，采茶制茶给他带来了一笔收入，

虽然不多，却让他格外振奋。从那

以后，他侍弄茶园更勤快了。

群众也发现了赵保川的转变。

从前，他是远近闻名的嫁接能手，可

无论谁请他帮忙，他都不答应，出多

少钱都不愿意。重新经营起茶园后，

赵保川像是换了个人，经常主动去给

邻居嫁接果树，如果有人愿意请教技

术，他更是倾心相授。

“赵老头，现在怎么这么勤快

啊？”有熟悉的乡亲们这样问他。

“现在不比以前喽。以前一个

人孤零零的，日子没个奔头。现在

好呀，国家政策好，扶贫工作队的娃

娃们还天天来陪我聊天解闷儿，让

我的心也热起来啦。”赵保川说起来

满脸是笑，“我老头子也要加把劲，

把日子过好！”累累累3

精心建茶园 日子有奔头

通讯员 李晓 章东丽 杨阳

“咦，他用的‘代金卡’和你们超

市的‘家和卡’咋不一样呢？你们又

出新优惠卡了？”在西峡县桑坪镇新

百利超市爱心专区，三湾村的贫困

户余小家，选了一提纸、一袋洗衣粉

和一瓶洗洁精，在结账区掏出几张

面值不同的爱心卡片结账时，旁边

的群众看到了，就连忙询问超市的7
号收银员梅苗。

“这不是我们发的优惠卡，是政

府专门为贫困户发的爱心积分卡，

可以在超市‘爱心专区’换取生活用

品。”梅苗说。

接着，梅苗向大家介绍：桑坪镇

为了激发贫困群众勤劳致富的动

力，摆脱等、靠、要的思想，依靠自身

努力改善户容户貌和精神面貌，实

现脱贫致富，在全镇建立了5家“爱
心超市”，并在新百利超市桑坪店设

立了“爱心专区”。贫困户以自己的

劳动换取积分，凭积分卡可以到“爱

心超市”或新百利超市“爱心专区”

兑换商品。余小家因积极发展产

业、勤劳、户容户貌搞得好，本月共

获得爱心积分30分，可在超市兑换
价值30元的商品。
“你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积分

卡，调动了好些贫困户脱贫的积极

性呢！”在旁边等着付款的一位知情

的男顾客插了言。

“我娘家一个邻居也是贫困户，

以前好吃懒做，实行爱心积分后，如

今变勤快了，还脱了贫。”梅苗说。

“怪不得俺村那个大懒汉最近

知道干活了，原来是这样。”一个大

妈接了话茬。

“咱镇开展的“爱心积分”活

动，贫困群众积极参与，“爱心超

市”开业4个月来，全镇共发放3万
多爱心积分，贫困群众可用1积分
到“爱心超市”或咱们这里兑换等

值1元生活用品。”另一位女收银员
补充道。

“这个办法就是好！”大家纷纷

称赞。

“政府想法帮俺们，激励俺们，

俺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早日脱贫。”

余小家感慨地对大家说。

“俺回去给俺表叔也说说，他也

是个贫困户，让他好好干，多挣积

分。”一位购物的女子看着走出超市

大门的余小家，对梅苗说。累累累3

桑坪镇 爱心超市增添脱贫动力

本报记者 张 松

通 讯 员 陈保强 刘世良

寒风凛冽，但社旗县大冯营镇

花石桥村乡亲们的热情却不减少，

三五成群的乡亲们聚集在村委会,
商量着怎样感谢于敬东。

乡亲们围坐一起，纷纷打开了

话匣子：有的说送些自家的柴鸡蛋

等土特产；有的说做些彩旗、组织个

车队到单位感谢……

于敬东是谁，乡亲们为何对他

这么上心？

2017年 3月，在上级的安排
下，原来在市直工委工作的于敬

东，被选派到大冯营镇任党委副书

记、花石桥村包村组长、脱贫责任

组组长。

从开始帮扶花石桥村起，于敬

东就和这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做

好帮扶，必须沉下身子,把乡亲们的
事当作我的事。”上任伊始的于敬东

有着清醒的认识。

和庄自然村以前村内村外都是

土路。每逢雨雪天，孩子上学、放学

十分困难。于敬东了解这一情况

后，3个月内多次到市、县争取项目，
筹集资金90多万元，在村里修建了
2.7公里长4.5米宽的水泥路。

帮扶工作过程中于敬东发现，

花石桥村基础设施亟待改善。为

此，他多方协调，在村里建起了水

厂，让乡亲们吃上了安全水；新打机

井8眼，修通了3公里长的田间生产
路，新增灌溉面积400亩；争取135
万元，进行污水管网、排污设施改

造、村容村貌整治。

村子强不强，关键看支部。于

敬东克服压力，选优配强村“两委”

班子。2018年4月~5月，花石桥村
选出了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

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乡亲们的满意度也明显提升。

他还从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

部、县交通局、县司法局等部门争取

支持。筹资40万元，高标准建成了
党群服务中心，新建2100平方米的
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套了健身器材，

一举摘掉了花石桥村“党建软弱涣

散村”的帽子。

于敬东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

如今，花石桥村硬化水泥道路5400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4盏，栽植绿
化树1600株；建成的1400平方米扶
贫车间，已吸引富盛达服装饰品入

驻；银杏产业扶贫基地规模逐年扩

大；富民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富硒

茄子树”正在试种……

“很多群众嘴上不说感谢，但你

对他们好，他们都记在心中。”于敬

东说，新的一年里，他将因户施策，

增强贫困户的自身“造血”功能。继

续落实防返贫措施，保障脱贫户收

入稳定，防范返贫。累累累3

“把乡亲的事当我的事”

本报讯（记者张松）“感谢党的

好政策，俺到这里锄个草，浇个水，

修剪个树枝，一个月能有1000多块
钱，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新野县

上庄乡晚秋黄梨产业扶贫示范基

地，贫困户王付才和几名工友正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

该基地是以晚秋黄梨、苗木花

卉种植销售为主导产业，种植晚秋

黄梨1300余亩，各类苗木果树900
亩。通过托管帮扶、合作帮扶、股份

帮扶等多种形式，引导贫困户加入

该扶贫示范基地，增加贫困群众收

入。

为鼓励群众加快调整产业结

构，该乡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规

模发展果、蔬等特色产业的种养大

户给予资金扶持。同时，因户因人

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产业扶

贫基地务工，每人年收入可达1万
余元。

上港乡鑫晶生态农业扶贫基地

将118户农户的个人信息以铭牌的
形式，悬挂在葡萄园内，安排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在基地内务工，每月

有1500元的收入。基地负责人张
军超介绍，该基地主要发展有机葡

萄、有机蔬菜等，为贫困户提供技术

含量低、劳动强度小的工作岗位。

周边贫困户可根据季节在家门口就

业，既能照顾家庭，又可实现稳定增

收。

目前，全乡特色产业种植类涉

及贫困户495户，养殖类44户。依
托辖区内6个专业合作社，建立农
业产业扶贫示范基地6个，实现了
对全乡793户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
盖。累累累3

上庄乡 特色农业助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郭宏伟）唐河

县张店镇为解决有能力无产业发展

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弱的贫困户增

收问题，扎实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加大金融帮扶力度，用金融扶持

架起贫困户脱贫“云梯”。

明确帮扶目标。该镇制定了

金融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具

体目标、任务、措施，并召开专题

会，就专项贷款的条件、贷款申请

及贷款贴息办法等进行培训，加

大宣传力度，组织各帮扶联系人

深入农户家中，开展扶贫小额贷

款优惠政策宣传、解读，让贫困户

理解明白。对金融扶贫工作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驻村干部、

村干部及时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

作。制定帮扶方案，针对贫困户

的实际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资

金帮扶支持方案，对有产业发展

意愿但缺乏资金建档立卡贫困

户，加强重点扶持，做到因人因户

精准施策。助力贫困户发展，对

全镇所有农户进行信用信息采

集，完成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

评定工作。同时，邀请县、镇人大代

表进行全程监督。目前，已办理个

人小额贷款入股合作社分红89户，
有效助力有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实现

增收。累累累3

张店镇 金融扶持贫困户

春节将近，鞋厂订单不断，工人们忙着加工鞋面 本报记者 张松 摄

扶贫故事

方城县义工联合会大

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志愿服务精神，高度

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共

建和谐社会。自去年成立

以来，先后组织30余次公
益活动，累计为老弱病残、

留守儿童捐款捐物近 20
万元。图为方城县义工联

合会志愿者走进清河镇敬

老院，为30位老人送去价
值 7000元的棉衣等过冬
物品 累累累3

特约记者 谭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