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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勇 本报记者 陈绍海

宽敞漂亮的枣林村党群服务中心红
旗飘扬，干净整洁的村社道路已全部硬
化，村里的供水站、防旱池、文化院坝、通
讯信号塔、渠堰、招呼站、垃圾仓一应俱
全。新发展的养殖产业园里，2500 头猪
正养殖在槽，去年种下的 45亩黄茶、420
亩楠竹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这是
旺苍县枣林乡如今的崭新面貌。

“刚来基础条件确实不行，村里也没
有主导产业，只有找到当地较为出名的
皮蛋打响名声，群众也比较满意。”2016
年 7 月，旺苍县生态环境局选派不到 30
岁的机关干部李双君到村担任第一书
记，为村里筹谋产业发展，既找产业模

式、又找产业销路，硬是把山沟里的土鸭
蛋变成了致富的金疙瘩，为村里打开了
致富的大门。

短短的五年时间，李双君成为了当
地村民心中的“皮蛋书记”，大事小事都
希望他能提供建议和帮助。

“这个品牌以前是散包，价格只卖一
块多，现在品牌出来之后，销路也好，现
在的蛋能卖两块多，也不愁销，鸭子还没
下蛋，就已经在订蛋了，效益很好，”枣林
村三社村民张宗伦说。 张宗伦是枣林村
三社的村民，也是该村包皮蛋手艺最好
的一位师傅。今年发展皮蛋产业，他更
是一口气养了 90余只鸭苗，每天都能收
获 30-50枚鸭蛋，按照市场价，一天就能
获利100余元。

枣林村素来就有包皮蛋的传统，村
民们的鸭子多为放养，以玉米、稻谷为
食，用这样的鸭蛋包出来的皮蛋，晶莹剔
透，味道醇香，点点雪花镶嵌其中，色香
味俱全。为了让枣林皮蛋大幅度地带动
村民增收，李双君意识到必须要创立枣
林皮蛋品牌，抱团闯市场。

说干就干，李双君通过提标准、强基
础、建品牌、拓销路，一摊子的活儿逐一
落实，枣林皮蛋的品牌逐步建立，像张宗
伦这样的皮蛋大户也慢慢看到了品牌效
应的作用。

枣林皮蛋这个脱贫产业的逐渐强
大，也让村里不少贫困户看到了一条脱
贫致富的道路。今年，村里四社脱贫户
郑定坤也加入了皮蛋产业的“大军”之

中，当年初第一书记李双君在村里发布
了新一年鸭苗养殖计划时，他第一时间
报了名，申报计划养殖鸭苗数量达 113
只。

这几天，郑定坤家的鸭苗也开始下
蛋了，有了蛋就可以开始包皮蛋，李双君
也是第一时间上门，去他家中“手把手”
指导，郑定坤的技术也慢慢地成熟起来。

5年多来，李双君利用第一书记年货
节、朋友圈、抖音和第一书记随手拍等渠
道，将枣林皮蛋销往全国各地，不仅如
此，枣林皮蛋还开起了“专卖店”，通过电
商平台，远销至香港。2019年，全村的皮
蛋销量更是达到7万枚，产值13万元，村
民户均增收近千元，当地百姓纷纷尝到
了皮蛋变“金蛋”的甜头。

枣林皮蛋变金蛋 村民户均增收近千元

本报讯（代蕊 文/图）眼下正是水稻
插秧的黄金季节。连日来，旺苍县的稻
农们积极抢抓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秉
承“快插秧、插好秧”的原则，人机齐上，
正式掀起了今年水稻插秧的序幕。

在龙凤镇锦旗村的水稻田里，伴随
着轰隆隆的机器声，旋耕机在一块块规
划整齐的水田里穿梭往复，以往要用耕
牛一天耕完的水田，不一会儿功夫，就被
耕好了。旁边的水田里，农人们正弯着
腰插秧，一排排葱绿的秧苗整齐地排列
着，一眼望过去，水田披上了一袭绿色的
新装。

锦旗村五社的陈天敏是一位有着丰
富水稻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几年来积
攒下了很多的种植经验，从育苗、插秧、
施肥和收获他都熟记于心，靠着自己积
攒下来的手艺，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他实现了脱贫。“这块田是我们家的，
之前由于路不通，水田也是小块小块的，
农忙季节机器下不了田，累死累活也没
个好收成。”他笑着向笔者说道，“现在好
了，机器也能下田了，瘦土也变肥了，照
这样干下去，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锦旗村是旺苍龙凤大米的主要生产
区，村里已经完成600亩的高标准农田项
目，“以前家家户户田小，也没机耕道，旋
耕机还要人抬下去，600 亩土地，小旋耕
机加耕牛，耕完也要 20多天。”锦旗村党
支部书记尹开义说。

看着眼前平整的水田，尹开义笑得
合不拢嘴，“田变大了，有了机耕道，大机
器直接进田，600 亩土地几天就耕完了，
逐渐还能实现机收，不用再请人割稻和
脱粒。”

“龙凤镇 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共
750亩，我们充分利用这个项目带来的机
会，积极探索稻田综合种养高效的模式，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让我们的农田变‘公
园’、高标准示范区变‘景区’，激活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产生‘1+1>2’的土
地效应，助力乡村振兴。”旺苍县龙凤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锦旗村水稻种植今年新增加 200 亩
左右，能持续带动 400人增收，每亩地水
稻能照玉米收入翻一番，一亩地收入800
元左右。

根据旺苍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旺苍县水稻种植面积为 13.65

万亩，预计在6月底全县的水稻插秧工作
能够完成。

春播正当时 田间插秧忙

代蕊 何宇 本报记者 周俊

“去年，房前的这五口鱼塘为我家
带来了 10000 元的收入。”6 月 3 日一大
早，旺苍县张华镇三汇村 4组村民刘玉
华背着一筐青菜，径直走向家门口的一
口鱼塘。鱼塘里清波微漾，刘玉华把青
菜撒向鱼塘，塘里的鱼儿瞬间沸腾起
来；此时，刘玉华也打开了她的话匣子。

2014 年，由于家里缺劳动力，她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帮扶干部
第一次走进家门和我聊起帮扶规划时，
我就发懵。一个女娃儿，哪能搞什么产
业？”刘玉华说，帮扶干部隔三差五地就
来到家里，给她讲政策、聊产业，一来二
去她的心里渐渐有了盼头。

早在 2009 年刘玉华家就造了五口
鱼塘，开始发展渔业养殖。然而，在养
鱼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刘玉华
的养殖规模一直上不去，几乎没有赚到
什么钱。

这几年，得益于精准扶贫的优惠政
策，帮扶责任人帮助她通过小额扶贫贷
款，获得 3万元贷款资金。这对她家来
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根据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刘玉华用
这笔资金，扩大了鱼塘面积，购买了
4000尾鲢鱼、鲫鱼、草鱼等鱼苗，开始实
行规模化养殖。从此，刘玉华更是一门
心思用在鱼塘养殖业上，并不断总结养
鱼经验，研究市场需求。天道酬勤，在
村扶贫工作组、帮扶责任人的引导和帮
助下，刘玉华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之
路，家里维修了房屋，添置了各类电器，
电视机、冰箱等一应俱全，生活越来越
红火。

初夏，搬几把藤椅坐在院坝的两棵
大树下，阳光明媚，微风轻拂，院坝里的
花花草草随风摇曳。刘玉华眺望着塘
里鱼儿不时跃上水面，十分惬意。

“到年底，这几口鱼塘养殖的 4000
尾鱼苗，又要为家里带来 25000 元的收
入。”刘玉华说，由于水质好，只喂青饲
料，前来购鱼和垂钓的人也多起来。“明
年准备把家里打造成农家乐，让收入再
翻番。”刘玉华自信地说。

“全村按照‘项目到户、扶持到人、
一户一项目’的要求，大力扶持村里有
条件、有意愿的贫困户发展‘五小’（养
殖）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增加收入。”该
村第一书记许超说，今年来，全村立足
村情、户情，商讨制定“五小产业”发展
规划，充分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据介绍，全村累计种植蔬菜 30 余
亩、脆红李 230 余亩、核桃 500 亩；建设
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基地 1 个，面积 230
亩；培育发展胥泽学等养殖大户5户，辐
射带动村里231人发展养殖业。到2020
年底，预计全村产值达200多万元。

“通过‘选对路+优服务’，小产业也
能推动大发展。”该县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全县编制“五小产业”扶贫作战分解
表，明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范围、
配套政策、种植品种、保障措施，并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向23个乡镇（街道）推广

“五小产业”，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

据该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对“五小
产业”汇总情况，截至目前，全县共引导
贫困户发展“五小”产业 15872个，实现
产业收入 11323.9 万元，其中:小庭院经
济15468个，实现产值3093.6万元；小作
坊经济 64 个，实现产值 192 万元；小手
工经济 102个，实现产值 306万元；小买
卖经济 238个，实现产值 952万元；小家
禽经济 753370 只，实现产值 6780.3 万
元，全县参与“五小”产业发展贫困户人
均收益 0.360 万元，占贫困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35.8%，已成为贫困人口脱贫
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对路+优服务”小产业激活致富大动能

本报讯（唐晓兰 记者 周俊）近
日，老红军后代遵照父亲遗愿来旺苍寻
找老家的亲人，经过旺苍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耐心工作和大量
的群众走访，来自河北省保定市七十岁
的李津清先生终于见到了自己阔别了
几十年的亲人。

前些日子，在旺苍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抚褒扬股办公室，一位步履蹒
跚的老人手持一张白色纸条站在门口，
久久不愿进门，耐心地等待着前面办事
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去。

通过工作人员询问，老人名叫李津
清，现年70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此次来
到旺苍的目的是寻找其父亲李忠泰故
乡的亲人，其手持的白色纸条是其父亲
李忠泰生前所在的河北省军区保定第
二离职干部休养所所开具的一封介绍
信，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寻找其父亲
李忠泰祖籍旺苍仍然健在的亲人，以圆
他老父亲多年的“寻根、寻亲梦”。

由于李津清从未到过其祖籍旺苍，
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李津清
无法提供其祖籍的具体地名以及相关
亲属的姓名，仅能隐约记得其祖籍属于

“柳林”。工作人员通过系统查询、资料

查阅均未能查清李忠泰的相关情况。
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又联系原民政局
老同志询问相关情况，均未果。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枣林乡退
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称李忠泰祖籍是枣林乡解放村人，其亲
属都住在枣林乡，通过进一步核实情
况，李津清的父亲李忠泰确系枣林乡
工作人员所说的枣林籍老红军。

李忠泰，1933 年从旺苍入伍参加
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长征，先后经历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河北省军区
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军级待遇），
1991 年在保定市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去世。

随后，旺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派
出专人驱专车陪同李津清老人辗转 60
余公里来到其父亲祖籍所在的枣林乡
解放村 4组。下车的那一刻，公路两边
聚集多位老人早已热泪盈眶……

“终于找到你们了……”和张秀芳
（李忠泰兄弟子女）相见相认的李津清
激动不已，父亲几十年的心愿，自己多
年的寻找，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有了圆
满的结局。

爱心接力
红军后人旺苍成功“寻根”

本报讯（毛路军 记者 周俊）童心
灿烂，笑语盈盈。“六一”儿童节到来
之际，旺苍县特殊教育学校内欢声笑
语，热闹非凡。旺苍县委、县政府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县特教学校，
为126名学生送上书籍、文具等学习用
品，并与学生结对开展了寓教于乐的
趣味游戏，一起庆祝“六一”国际儿
童节，共同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

5月29日，在该县特教学校，操场
上彩旗飘飘，墙上气球满满，到处洋
溢着“六一”节日的气息。一大早学
校举行了少先队入队仪式。操场上孩
子们活蹦乱跳，嚷嚷道：“老师，我们
要戴红领巾。”在学校老师们的见证
下，12 名同学加入到了少先队员的队
伍中。当鲜艳的红领巾飘在胸前，一
个个新队员的小脸上洋溢着激动与自
豪，并庄严宣誓：“我是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员……”

随着学校校长宣布活动开始，一
场精彩的趣味运动会把每个学生都

“嗨”了起来。筷子夹乒乓球、定点射
球、我是快乐的小猴子等游戏活动在

老师的指导下有序开展。趣味运动按
聋部与培智部分年级组分开进行，每
个折翼的“小天使”在老师们的精心
组织和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在欢乐的
海洋里。 “感谢叔叔阿姨们的爱心和
服务，给我们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活动中，培智八年级学生高兴地说。

“上天给孩子们关上了一扇门，但
大家的关心支持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
窗。”该学校校长何月熙说，一直以来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学校帮
助每一个特殊儿童接受教育、学会生
活、适应社会，让他们能够和正常孩
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养成自
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生活态度，
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社会。

为了让“折翼”孩子真正融入社
会，感受快乐，近年来，该校秉承

“为追求幸福生活聚力，为建设和谐社
会服务”的办学理念，立足特殊少年
儿童特点，紧扣“生活教育”主题，
形成“五化”、“四到”、“N会”的特色
办学模式，着力潜能开发、知识增
长、技能提升、人格完善四项职能。

126名“折翼天使”
快乐相伴过“六一”

老百姓正在稻田里插秧。

本报讯（康勇 青罗英）近日，旺苍县
巾帼创业优秀代表李忠慧的手工艺品

“忠慧棕编”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典型刘
铭明的农特产品“葛根粉”系列产品成
功入驻四川自贸区妇女之家，并将安排
在直播间进行带货，这也是广元市首批
进驻四川自贸区的巾帼创业产品。

四川自贸区妇女之家于 2017 年 4
月在四川自贸区成都双流综合保税区
挂牌成立，作为全国首个自贸区妇女之
家，致力于把群团活动延展融入到“一
带一路”和创新创业主线中。截止2019
年10月，已凝聚海内外、各市州的20多
名优秀行业带头人，以及3000多名优秀
女性，开展自贸区化外向型服务238场，
辐射影响超过 223万人次，并在四川省

部分市州建立了自贸区妇女之家的自
贸驿站和巾帼离岸服务馆，也首次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摩尔多瓦、以色
列、阿塞拜疆）建立了海外妇女之家，宣
传中国四川，以民间使者身份推动商贸
交流，助力中国四川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女性民心相通，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旺苍县妇联将继续当好“牵线人”，
引领广大创业女性认真研判当前国内
外发展形势、产品供需关系、消费者偏
好变化，用活国家、省、市、县关于保民
生、促就业各项优惠政策，立足本地实
际，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
产品，并积极推荐孵化成熟的产品入驻
四川自贸区妇女之家，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贡献巾帼之力。

两巾帼创业特色产品入驻
四川自贸区妇女之家

本报讯（代蕊 饶智勇）“通过网红
直播带货，第一批凤凰枇杷已经远销至
新疆、西藏、浙江、广州等地，‘小黄果’
变成了‘小金果’！”5月 20日，旺苍县商
务局组织张华镇凤凰枇杷扶贫直播首
战告捷，直播当日，现场在线观看人数
突破 33 万人，点击率达 52 万次，1 小时
订单量达126单。

为有效推进消费扶贫工作，2020年
旺苍县成立了消费扶贫指挥部，及时召
开电商促进农业产品销售座谈会，创新
开展消费扶贫“七个一”行动。开展以
单位购销、企业购销为主导，爱心帮销、
活动展销、电商营销、宣传推销等六种

“以购代扶”的方式来促进消费扶贫。
叶底累累黄渐深，暖风五月熟幽

林，这是张华镇的真实写照。硕果累累
的季节，九三学社中央、旺苍县商务局、
张华镇共同努力，积极协调联系社会各
界购买枇杷，打通枇杷销售渠道，打响
凤凰枇杷品牌。

今年以来，该县线上整合旺苍优品、
春蕾电商、旺苍在线等优质电商品平台，
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服务点80多家，在京

东、天猫和苏宁易购第三方平台各开设
旺苍特色馆 3家，通过“第一书记+网红
直播带货”的方式在抖音、西瓜视频、快
手及众多第三方平台进行直播。

线下在全县超市、农贸市场建立扶
贫产品销售专区11个，开设扶贫产品经
营门店80家，培育线下销售扶贫产品的
各类经营主体 805家。同时，邀请仙居
县电商专家来旺开展电商人才培训、组
织县内电商致富带头人到浙江电商发
达地区开展实战化培训，充实了旺苍电
商消费扶贫人才。

“接下来，我们将以旺苍本地蓝莓、
脆红李、猕猴桃等采摘为契机，线上线
下多种方式并举促进县内农副产品销
售，确保消费扶贫取得实效，实现贫困
人口稳定增收。”该县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通过消费
扶贫累计销售扶贫产品2800多公斤，共
计5600余万元，给县内贫困户带来累计
164 万余元的经济收入，有效解决了因
疫情带来的扶贫农产品滞销问题，走出
了消费扶贫助脱贫的新路子。

线上线下齐发力
“小黄果”变“小金果”

本报讯（康勇 樊陈）6 月 2 日，笔者
走进旺苍县东河镇东西部扶贫协作项
目—千亩仙居杨梅产业示范基地里，杨
梅树上挂满了青绿色和深红色的果实，
散发着淡淡的果香，预计再过二十余
天，这里的杨梅将迎来第一次丰收。

“今年初挂果可能有 1000 多斤的
（产量），按照到浙江考察的价格，可能
要卖 5万多块钱，预计明年和后年可能
盛挂果，那个时候产量大，1000 来亩应
该有几千斤上万斤，按40元每斤来算的
话，就是40、50万元。”旺苍县东河镇红
垭村支部书记苟天福说。

“我和爸爸在杨梅产业园务工，一
个月我们加起来有 1000 至 2000 元收

入，我觉得还是可以。”东河镇红垭村四
社侯秀华曾经是东河镇红垭村有名的
贫困户，她告诉笔者，以前依靠种植传
统农作物只能维持温饱，每年只有出去
打工，如今，靠着自己和父亲在杨梅产
业园务工，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三四万。

截至目前，红垭村抢抓东西部扶贫
协作浙江仙居帮扶旺苍的契机，采取

“东河现代农业园区+红垭村集体产业
园+户办特色微庭园”三园联动示范模
式，引进仙居杨梅1020亩，仙居鸡1.5万
羽，培育壮大优质核桃300亩，黄心猕猴
桃 350亩等产业，2019年全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8 万元，贫困户人均纯收
入达到9450元。

东西协作结硕果 千亩杨梅迎丰收

本报讯（代蕊）“县校合作不仅是旺
苍的需要，也是电子科技大学实现新时
代内涵发展的需要。”6月1日，旺苍县与
电子科技大学签订了县校人才培养实
践基地合作协议，旨在推动旺苍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合作项目为旺苍县与电子科
技大学将合作共建电子科技大学立人
班旺苍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即：旺苍县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学生社会实践、社会
调研基地，电子科技大学组织学生通过
包括但不限于课题研究、实习实践的方
式助力旺苍县县域经济发展。双方共
同拟定课题研究项目，电子科技大学围
绕课题项目确定实习学生、接收单位，
同时课题研究项目组在实习结束后 30
日内，形成课题研究报告，为旺苍县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实习方式为每年暑假
集中实习，时间为三周（21 天）；实习期

满，旺苍县还将统一对实习学生表现进
行集中考核。

“我们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县校人
才培养实践基地合作协议，双方达成合
作共识，建立稳定、完善的县校合作机
制，将有效整合政府、高校、社区三方资
源，实现县校互动融合，形成高校支持
县域经济社会建设、地方助推高校发展
的双赢格局。”旺苍县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电子科技大学将与旺苍县深入
交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根据时代发
展需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
作方式、找准合作项目。加大对旺苍
县、乡、村干部的培训，提升干部履职能
力。同时，还将紧紧围绕战略咨询、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双方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谱写校地
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旺苍与电子科大签订县校合作协议

本报讯（代蕊 奉洁）6 月 3 日一大
早，笔者来到了旺苍县木门镇天星村，
只见村子里一片热闹：集体产业蓝莓园
里，村民们正在除草；霍比特鸡养殖场，
饲养员正忙个不停；田间地头，村民们
正在栽种玉米、培育谷芽；家家户户猪
牛满圈、鸡鸭成群……

木门镇天星村位于旺苍县木门镇
东北，全村幅员面积 7.5 平方公里，辖 8
个村民小组，共 498户，1702人，贫困户
共 106 户，378 人。该村 2014 年被核为
贫困村，虽地理位置偏远，但村里的老
百姓都有一颗想脱贫致富的心。

走进五社贫困户吴国安家，圈舍里
3头牛正吃着草，50多只小土鸡围在鸡
妈妈身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群小
鸭也“嘎嘎嘎”地叫着……

“去年，我喂了4头猪，卖了3头，收
入接近 3 万元，还卖了 1 头牛、70 多只
鸡，打了 2000 多斤谷子……”谈起去年
的收入账，吴国安的妻子何中兰乐得合
不拢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还
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吴国安夫妇，均已年近 70 岁，长期
以来疾病缠身，不能外出打工，老俩口
生活全靠自己种点蔬菜，养几只土鸡来
支撑，2014 年被纳入贫困户。同年，省
科技厅和当地政府给予他们家庭政策
倾斜和重点扶持，在旺苍县卫健局驻村
工作队的帮扶下，通过大力发展种养殖
业，日子越过越好！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村里更是
先后建成了蓝莓园、霍比特鸡养殖等集
体经济；通过农民夜校等形式为村民传

授农技知识，指导家家户户科学养殖、
科学种植；通过各种平台帮助了解用工
信息，全面拓宽增收渠道。截止 2018
年，全村先后实现了户脱贫、村脱贫目
标。

今年 55岁的贫困户郭清云 30多年
前因疾病导致左脚残疾，此后一直抱病
在身。他不能外出务工，家里还有两个
读书的娃儿，整个家庭一度陷入了低
谷。2014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驻村
干部们的帮助下，夫妻二人重新燃起了
对生活的希望，不等不靠，积极参加镇
村组织的各项农业技能培训，主动学习
种养殖技术，开始大力养殖猪、鸡、鸭等
家禽和种植玉米、水稻等庄稼。

“腿脚不利索，活儿做的慢，所以比
别人起得早、睡的晚些。驻村干部们帮
我流转了 8亩土地供我栽种，平均一年
卖玉米、水稻、蔬菜收入差不多能达3万
元，养猪、养鸡也能收入 7万左右，去年
非洲猪瘟虽然有点影响，但全年收入还
是不错的。”郭清云笑着说道。

“天星村还有一大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那就是土质保水，所以 80%的家
庭都建有鱼塘，年鱼塘收入户均纯收入
达 1500元以上。”驻村工作队队员苏培
智介绍到，“今年我们增产增收主要分
四步走，一是继续做好外出务工服务；
二是深入指导扩大猪牛、鸡鸭鱼和水
稻、玉米等传统种养殖业规模；三是进
一步做大做强蓝莓园、霍比特养鸡等集
体经济，使村民分红逐年提高；四是着
力长远，因户施策，开展花椒、生姜等经
济作物的栽培，巩固脱贫增收成果。”

倾情帮扶结硕果
山村百姓乐开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