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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
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
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
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 态 良 好 的 文 明 发 展 道
路，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重
要内容。

生态扶贫内容丰富，
实 现 生 态 脱 贫 的 方 式 多
种多样：既可以通过参与
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酬，
也可以通过生态公益性岗
位 得 到 稳 定 的 工 资 性 收
入；既可以通过生态产业
发展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
产性收入，也可以通过生
态补偿等政策增加转移性
收入。

当前，一些地方在生
态 产 业 扶 贫 过 程 中 存 在
重 经 济 效 益 轻 生 态 效
益 、 扶 贫 产 业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低 、 扶 贫 产 业 同 质
化 等 问 题 。 为 了 使 产 业
扶 贫 走 好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 就 要 转 变 扶 贫 观
念 ， 兼 顾 生 态 效 益 ； 优
化 产 业 发 展 结 构 ， 整 合
产 业 发 展 资 源 ； 打 造 特
色 扶 贫 产 业 ， 赋 能 产 业
扶贫优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各
个地区要结合自身实际，
因地制宜走出符合自身生
态特点的生态扶贫道路。

怎样推进生态补偿扶贫、生态产业扶
贫，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我认为，
必须要在山水上做文章，不断加大贫困地
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和产业发展力度。近
年来，福建省建瓯市正是按照“两山理
论”指导实践，坚持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
有机结合，探索竹生态银行、生态护林、
产业扶贫、山水林田权流转扶贫等脱贫致
富新路径，开创了一条“生态环境得保
护、农民也要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因地
制宜发展了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光伏发
电、生态修复等生态产业，以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
改革为基础，采用“公司+基地+贫困户”

“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以务
工、土地租金、收益分红带动农民脱贫增
收，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高质量脱贫。
2020 年数据显示：建瓯市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完成投资 3.23 亿元，
全面完成建溪流域建瓯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农村面源污染源综合整治、水土流失
治理与农业生态功能提升、废弃矿山综合
整治与地灾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

“五大”工程项目。仅完成林权赎买的土地
就达5.1万亩、林分改良0.24万亩，激活林
业产业支撑的源头活水，增强了生态扶贫
的“造血”功能，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的问题。

生态扶贫要在对资源禀赋科学把握的
基础上，对群众意愿精准了解的前提下，
聚焦目标，久久为功坚持下去。唯有如
此，才能见实效、有成效，脱贫攻坚底气
才能更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通过生态扶贫，中国不仅改善了广大农村
地区的村容村貌，也使得贫困户脱贫致
富，成功“摘帽”，可谓一种共赢的局面。
未来，在生态产业扶贫中，我们还要不断
提升生态产品深加工水平，搭建展销平
台，搞好产业风险评估，提高市场竞争
力。此外，还要积极推进生态银行、林权
抵押、企业自主经营等融资模式，引导更
多资本投入生态产业
扶贫，让脱贫更有底
气，更有成效。

（作者系中共中
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
明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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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瓯建瓯：：在绿水青山间致富在绿水青山间致富
李宏伟 刘晓珍

上图：福建建瓯通过实施科普、生态修复等措施，保护绿水青山。 魏永青摄
右图：福建建瓯十万亩生态有机茶园，惠及万千农户增收致富。 魏剑生摄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把培育富民产业
作为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的根本之策，打造
沿山沿川沿沙三大特色产业带，发展

“牛、羊、鸡 （鸽）、菜、果、菌、薯、
药、优质饲草、观光农业”十大产业，突
出良种培育、规模扩张、品质提升、精深
加工、品牌打造、市场开拓“六项重
点”，想方设法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增收致
富的“小康梦”。

“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家
的日子终于有了奔头。”当走进古浪县西
靖镇阳光新村村民杜鹏的羊舍里，憨厚寡
言的他主动跟记者分享起这几十年来生活
变化的点滴。

53岁的杜鹏原先生活在黑松驿镇萱麻
河村。村里的道路崎岖不平，尤其是下雨
天特别泥泞。土地贫瘠，种植单一，收成
基本靠天。生活用水也都靠挑，通常挑一

桶水，路上能洒半桶汗……日子过得清苦
难言。“山里的庄稼地薄得很，没有什么
出路。”作为一家之主，杜鹏肩负着全家
人生活的重担，压力大得愁眉不展。2014
年，杜鹏响应政府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号
召，搬到了现在宽敞明亮的新家里。

望着移民区一望无际的日光温室产业
区，杜鹏对开启新生活有些期待，但也夹
杂着一点忐忑：种植温室大棚是个技术
活，自己大半辈子了根本没接触过，手里
没有几个钱，到底没底气。可要是种好
了，那生活或许就有起色了。

杜鹏下了决心，申请了政府的贴息贷
款，流转了两座日光温室大棚。没有经
验，杜鹏就积极向村上来的农技人员请教
科学种田知识。如何施肥、如何浇水、如
何控制大棚温度、如何进行病虫害防治
……勤学好问的杜鹏认真地学习、记录
着。无论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他丝

毫不敢马虎，一直在田间地头劳作，精心侍
弄并时刻观察蔬菜的生长变化情况。棚膜
上有尘土、草屑了，杜鹏及时清除，确保大
棚透光率。气温下降了，他又赶忙添加覆盖
物，确保大棚保温性能。也不知道流了多少
汗水，渐渐地，杜鹏辛勤的付出终于有了收
获，一年下来，两座温室大棚能挣四五万
元，杜鹏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发展产业，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
意识到这一点后，杜鹏用种植日光温室挣
的钱，又开始风风火火做起了养殖业。
2018年，杜鹏靠着产业脱了贫，踏上了崭
新的致富路。“人只要有志气，手脚勤
快，学习摸索，靠着政府的扶持，日子不
怕过不好。搞养殖，我也是很有信心的。
那是2019年9月份的时候，我当时买了41
头育肥牛，今年卖了20多万元。”说到这
里的时候，杜鹏的手有点颤抖。回想起在
山里的时候，一年到头就只能挣个千元以

下。搬到移民区，靠着发展产业，几年时间
就挣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我的目标
就是准备以后多养些羊，多养些牛，扩大一
下规模，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杜鹏喂着
羊，黝黑的脸上闪现着暖暖的笑意。

古浪县坚持“脱贫抓产业、产业抓
覆盖、覆盖抓达标、达标抓效益”，围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政策支
持体系，做好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努力蹚出一条特色产业富
农的新路子。

黄花滩寸草不生的“沙窝子”上，现
如今成了由独门独院的住宅、蔬菜日光温
室、养殖暖棚组成的现代化乡村，还有基
础设施齐备的乡村广场、崭新校舍、柏油
马路……搬迁群众实现了从移居到安居,
从安居到乐业的过渡，走上了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康庄大道。

古浪：从安居到乐业
本报记者 银 燕

享有“中国根雕之都”“中国竹子之乡”美誉的福建省建瓯市，通过实

施现代农业、光伏发电、电子商务、生态旅游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

血”，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促进、有机衔接。全市36个贫困村

摘帽出列，建档立卡贫困户4545户、10428人全部脱贫。

蹚出致富路

“菌种由合作社提供，大棚又免费使
用，产品还按保护价收购，这么多的好政
策让我收入不断提高。去年赚了 3.5 万
元，今年我又种植 4 万袋黄金菇，估计能
赚6万元。”日前，建瓯市东游镇盛前村脱
贫户陆道兴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建瓯市大力实施产业扶贫
工程，探索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育各
具特色的扶贫支柱产业，建起的一个个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扶贫产业基地，像
一朵朵盛开的“幸福花”扎根于山间河
畔，透出勃勃生机。东游镇创新“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产业扶贫模
式，在盛前村创办了俊丰食用菌专业合
作社，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邀请专家
前来指导授课，并帮助组建自动化菌棒
生产车间、智能化温控养菌棚、食用菌
新品种试验示范片，促进当地贫困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合作社带动吴贵
荣、周茂华、刘宁兴等17户贫困户发展
黑木耳、黄金菇等食用菌种植，实现当
年种植当年脱贫。

将光伏发电作为产业扶贫的“一号
工程”是建瓯市精准扶贫的又一亮点。
该市向上级申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800
万元帮扶贫困村，安排用于贫困村光伏
发电产业。同时实行市统筹、乡镇协
调、到村到户的协同推进机制，严格标
准，明确责任，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为 36 个贫困村、496 户贫困户“量身定
制”光伏发电项目，实现了光伏产业

“照亮”脱贫路的目标。“这光伏发电项
目一建成，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可以增
加 5 万多元，贫困户从光伏电站中户均
收入 3750 元。”吉阳镇巨力口村党支部
书记范兴旺兴奋地说。

目前全市共确定产业扶贫示范村 8
个、扶贫龙头企业17家、农产品品牌企
业 16 家、扶贫产业合作社 6 家。2018
年，全市实现贫困村村均增收 3.85 万
元，贫困户户均增收1.2万元。

建瓯市还通过政府引导、统一规
划、企业带动、科技支撑等一系列强有
力的举措，把毛竹、锥栗、茶叶等种植
产业做大做强。仅竹林一项，2019 年，
全市竹林面积 147.3 万亩，竹业总产值
134.6亿元，竹产区竹农人均年销售笋竹

收入6790元，不少贫困户“扛”着毛竹
奔向小康生活。

推动消费扶贫

“以前，村民种植玉米主要是家庭
食用，零散售卖的价格每斤只有几毛
钱，现在通过‘合作社+电商企业+农
户’新模式，销售收入成倍增长。对贫
困户种植的农产品，合作社以高于平常
5%左右的价格收购。”建瓯市天耕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陆道成说，合作社借助电
商产业园创立福祁食品公司，通过公司
进驻线上电商渠道，将建瓯优质的生态
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
去年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总价值超过 400
万元。

近年来，建瓯市坚持把消费扶贫作
为推动扶贫产业发展、增加贫困群众收
入的重要举措，大力推动扶贫产业同电
商销售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合作社+
贫困户+电子商务”扶贫新模式，多渠
道为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当地制定

《关于建瓯市消费扶贫农产品采购销售
措施的通知》，对带动贫困村、贫困户

（20 户以上） 的专业合作社、企业、家
庭农场和贫困村农产品销售予以支持；
实施龙头企业带销、电商平台营销措
施，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促成
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产品变商品、收成
变收入。据悉，建瓯市现有扶贫企业、
合作社共 33家，扶贫产品 234种，全市
已有上百家单位购买扶贫产品。目前，
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达60多家，年实现
电子商务销售额超过40亿元。

秉承绿色、环保、健康的发展理
念，建瓯市实施建溪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精品示范工程，发展森林
生态旅游产业。小松镇林下旅游建设项
目属于国家储备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PPP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人民
币，规划用地约1149亩，主要建设内容
为通过集约人工林栽培和改培新建森林
公园，通过商品林赎买和改培建设知青
林场，同时建设小松苗圃生态营地、湖
畔山居、小松溪沿岸防护加固、景观节
点等林下旅游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建
成促进了森林旅游经济的发展。项目实
施区的湖头村原本名不见经传，如今已
华丽转身成为建瓯生态扶贫旅游休闲

区。去年，湖头村接待游客达 10 万多人
次，不少贫困户从巡山护林、观光农业、
餐饮民宿中受益，实现了脱贫致富。

产业在变强

“自从双羿公司到墩上村开展帮带
活动后，给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村
民收入提高了，基础设施改善了，村容
村貌变美了。”谈及村里这些年来的变
化，建瓯市东游镇墩上村村民唐灼旺高
兴得合不拢嘴。

只要就业稳，收入就能增，脱贫就
更有底气。墩上村的变化得益于建瓯市
开展“民企带村”工程，以农产品加工
产业带动富民强村。近年来，建瓯市因地
制宜引导企业与村集体开展深度合作，
发挥龙头企业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
整村脱贫中的牵引作用。该市先后安排
13 家企业帮扶 16 个乡村，以民营企业为
带动方、以贫困村为带动对象、以签约结

对为主要形式，采取“一企带一村”“一企
带多村”等方式，通过把企业的资本、技
术、人才等资源导入结对村，注重产业帮
扶，激发造血功能。

仅今年，双羿竹木、双龙戏珠酒
业、利树股份等9家企业共投入帮扶资金
126万元，帮助墩上、党城、西坑等11个村
改善基础设施、发展集体经济，帮扶贫困
人口 133户 259人。天添食品有限公司与
南雅镇签订全域合作方案，由村集体或
合作社收购贫困村、贫困户鲜笋，按总价
的 5%分红给村集体，不断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推动贫困村、贫困户稳定脱贫。

从露天果蔬到温室大棚，从田间地
头到生产车间，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
从结对帮扶到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健康
扶贫、生态扶贫；从过去晚上拉灯就睡，
到现在的广场上扭一扭、村道上走一走
……乡村在变美、产业在变强、群众在
变富。

重 庆
市 武 隆 区
将 生 态 旅
游与农业、
文化、商业
深度融合。
图 为 游 客
在 武 隆 白
马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游
览。 新华
社记者 王
全超摄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地处黄河入海口的最南端，森林覆盖率
高，地热资源丰富。今年该镇立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策
划实施了龙居湾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致力于推动农、林、文、旅融合发
展，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图为龙居镇一景。 彭渝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