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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qi bang wan cun
万 企帮万村与我们的小康生活

Xiao xi lian xian
消 息连线

重峦叠嶂中，山岩嶙峋，气势磅
礴。低头俯视，则是深沟大壑。这样
的喀斯特地貌峰丛洼地，广西的瑶族
群众叫“弄”，千百年前，瑶族的先
民就在谷底傍山建房，耕种“碗一
块、瓢一块”的土地。离不得土，又
生存贫苦，这样的难题困住了“弄”
底群众千百年。直到脱贫攻坚战打
响，困局被打破。

■■“弄”里深处 民企党旗红

对于“弄”底之困，河池市都安
瑶族自治县一宇医院院长潘一宇至今
记得年轻时下乡的情形。上世纪80
年代，潘一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常
常下乡。“我们下乡有三宝：夹子、
手电、水壶。”夹子用来夹住袖口裤
口防蚊虫之类，山里不通水和电，需
要手电和水壶。“我们翻山越岭几个
小时才能见到人家，茅草房、人畜混
居。卫生条件极差，更不用说生活的
艰难了。”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戈
英屯就是这样的深山小村。25 户
100多人瑶族村民世代居住在那里，
孩子上学需要翻过两个山头之后步行
两三公里才能到校，出行难，上学
难，就医难，饮水也难。

2019年 1月，媒体以 《广西河
池贫困村“无路可走”，出行靠攀悬
崖爬藤梯》描述了戈英屯脱贫难的现
状。当时，政府动员整屯易地搬迁，
但村民们恋土情重不愿搬离。全国政
协领导和自治区主要领导都曾为此做
了批示。

县乡两级政府经过多次考察研
究，最后决定在戈英屯坳口炸平乱石
建新村，把3个自然屯的村民就地搬
迁安置。项目在当年的4月份启动，
9月竣工。如今，新的戈英屯已有楼
房23栋，建筑面积2634平方米，通
往安置点的公路、集中供水的水柜等
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当时，这个建设任务交给了大化
最大的民营企业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去年12月24日，我们在
大化县拜访了这家公司。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
乡镇企业改制后发展起来的本土民营
企业，目前，公司在全国发展业务，
虽然最赚钱的业务基本在大化县之
外，但这些年，该公司接下了许多大
化县易地搬迁的建设任务。

“劈山开路，再难，我们都会保
质保量地干下来。”大化县政协委
员、公司党总支书记韦江说。

大化县板升乡八好村的改造工程
也是宏泰成“啃”下来的。八好村贫
困发生率为61.48%，是全国贫困发
生率最高的贫困村之一。2020年，
全村危房改造建设114户，占全乡总
数的50%；家庭水柜建设42个，占
全乡总数的13.2%。

“我们组织党员扶贫突击队，把
鲜艳的党旗插在村上。”说话时，50
多岁的韦江语气铿锵，十分自豪。

宏泰成30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
会同八好村脱贫攻坚党员突击队，
奋战20天，完成了八好村的危房改
造建设“清零”任务。

完成戈英屯任务的那年，宏泰
成公司还是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尽锐出战”行动的骨干力量，他们
在指定的责任片区，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安
全鉴定逐户检查，获得区住建厅的
书面表彰。

为了脱贫攻坚，宏泰成调遣了精
兵强将迎战。韦江说，因为宏泰成的
心中有一面党旗。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公
司也派出了18人的党员突击队配合当
地坚守防疫一线42天。

“永远跟党走，是董事长潘英峰矢
志不渝的治企理念。脱贫攻坚，宏泰
成当然会冲在前面。”韦江说。

■■小小藤产业带来幸福新生活

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还要养
得了家。为了让深山里的各族群众换
个活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把
企业引进来，各种带贫效益显著的产
业应运而生。

在广西极度贫困县的河池市都安
瑶族自治县，竹藤产业蓬勃发展起来。

都安县八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
区，距县中心城区约5公里，投资10
亿元，有安置住房64栋，目前已搬迁
入住当地 18个乡镇 4000多户两万余
人，是全县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安
置人口最多的安置点。

去年12月25日下午两点多，我们
走进都安县八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
区中的仙埌社区。

王翠平的家就在那里。62岁的王
翠平家中4口人，原先在都安县高岭镇
江城村弄朝屯，村里仅3户人家，都搬
了出来。搬迁到仙埌社区之后，王翠
平夫妻在家带8岁的孙子，儿子在外地
打工。

见到她时，王翠平手里还有活
计，拿着藤条在编织东西。

“编这个，一个挣1块钱左右。一
天做10个吧。”王翠平说。

王翠平每天要接送孙子上学、干
家务活，剩余时间就会编织一些花
篮、灯罩，这些东西由都安丹阳天然
编织有限公司提供原材料，公司的扶
贫车间就设在仙埌社区里，王翠平从
那里领活儿，交货结账。

闲谈中，王翠平说搬出山来最大
的感受，是孙子上学方便了，老头看
病方便了。“生活变好了，感谢共产
党！”

在她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列表上
墙的宣传栏。我们根据墙上的数据粗
略算了算王翠平家2020年扶贫政策补
助的账，一共补贴18919.09元，算下
来每个月大约有1500元左右的补助。
她家还是退役军人家庭，有一些额外
补助，“两不愁三保障”是真的不愁也
有保障了。

在都安丹阳天然编织有限公司仙
埌社区扶贫车间里，七八个老人一边
编织花篮，一边聊天。90岁的老太瘪
着嘴、大声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笑了起来，其乐融融……

对于王翠平来说，编织活儿只是
挣个零花钱，实际上，竹藤草芒编织
在都安已发展为富民的带贫产业。

都安县竹藤草芒编织历来有传
统，近年来，经过企业开发，藤、
草、木、叶、禾、皮、茎、棕等材料
都可编织，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本
等国。都安县竹藤草芒编织工艺品生
产经营企业已有29家，竹藤草芒产业
形成了“市场+公司+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覆盖全县19个乡镇，有2.3
万户五六万人参与竹藤草芒编织工艺
品的生产和加工，近年来的年产值大
约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帮孩子们走出大山

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贫困地区教育情况，是衡量脱贫攻坚
成效的硬指标，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在都安县保安乡
永平村，一位读过书的老人对来“送
温暖”的潘一宇说，如果真想帮我
们，不要带米带粮，就把孩子们带出
大山吧，让他们上学。

“这里的穷，是自然环境恶劣造成
的。如果让山里的孩子都受到教育，走
出大山，就阻断了贫穷的代际传承，可
以拯救一代又一代人。”潘一宇说。

潘一宇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
事，一个都安大山里贫困家庭的孩
子，拿着能上清华的分数填报了长春
的一所地质高校，后来，这个学生创
办了地质勘探方面的公司，把村里几

十号人都带出了大山务工，不仅改变
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山里人
的命运。

潘一宇认为，教育是改善都安贫
困面貌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扶贫措
施。除了带领医院下乡送医送药，为
贫困群众减免医药费，潘一宇自己也
资助了一些贫困学子。他说：“能帮他
们走出大山，我就很满足了。”

与潘一宇一样，许多民营企业家
深刻看到了教育扶贫的意义。

红水河优美的绿水青山就是移动
的“金山银山”，吸引着民营企业慕名
而来。2017年创建的广西红水河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红水河全域旅游开
发，他们既开发山水文旅，同时也把
教育扶贫放在心坎上。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创建
伊始，就在项目开发所经过的天峨
县、东兰县、大化县等这些极度贫困
县开展助学和职业培训等教育扶贫。
2017年至2019年共资助过这3个县的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11819人
次，共1100多万元。

去年12月24日，记者见到了接受
公司资助的高三学生蓝宝权。

“我家的路是前两年才通的。家里
的木瓦房已经改成了砖混结构的了。
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下雨，也不用担
心下雨天没电。”我们从孩子的口述中
体会这个贫困家庭过去的窘况以及现
在的改变，问及孩子的偶像和理想，
蓝宝权兴奋地说：“袁隆平。走出去看
外面的世界！”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支持这项事
业。去年12月27日，我们到达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那里的毛南族群众整族
脱贫时曾经收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县工商联负责人告诉我们，2016
年以来，环江县已连续5年举办教育扶
贫慈善晚会，筹集资金1300多万元，
其中包括了许多民营企业出资。

家贫子读书，治贫先治愚。用教
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承，这是最根
本的扶贫之策。我们希望，再过一个
五年计划，大山不再阻隔每个人接受
更多教育的机会，更多的山里人走出
大山，打开看世界的眼……

先富帮后富 涌泉报党恩
——红水河边看脱贫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吴志红

一场冬雨过后，远山如黛，果树
越发青翠，果实点缀其中，越发显得
黄澄澄。这是记者最近在广西马山县
白山镇立星村马六屯看到的景象。那
里是广西泓源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沃柑基地，到 3月份，沃柑全部上
市，那里的农民就可以好好地乐上一
乐了。

2017年，广西泓源达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流转了当地 1290 多亩土
地，荒坡山林 800多亩，种植了沃
柑、阳光玫瑰、火龙果、三华李等市
场价格高的水果。今年是最早种植的
第一批沃柑的第一个丰产年，明年，
园区内600亩沃柑将进入丰产期，增
产增收在望。

立星村本没有什么产业，村民靠
种植玉米、水稻为生，村里青壮劳动
力基本在外打工补贴家用。泓源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给这个村带来

了新希望。
公司总经理莫群志告诉记者，公司

投资人是返乡创业的“老家人”。少小
离家老大回。为了响应政府脱贫攻坚的
号召，企业带着资金回乡创业，发展现
代农业。

公司通过“公司+基地+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运转，立星村116
户贫困户无须资金入股，有收益之后贫
困户按每年收益的一定额度分红。“其
实，只要企业存在，不论亏与赚，我们都

给贫困户一定的收益。”莫群志说。
村民黄中妹不到 60 岁，老伴去

世，3个儿女到南宁打工，她在家带着
3 个孙子，日子很难。“以前养鸡养
鸭，卖了得一点钱，不够开心。现在，
在企业干工得钱，开心多一点啦。”黄
中妹对记者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黄中妹家里3亩多的土地都流转给
了企业，除了租金之外，她在企业打工每
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企业为当地提
供了100多个务工岗位，其中优先安排

贫困户务工。
目前，公司果树基地已初具规模和

效益，沃柑等产品销路不错。莫群志
说，只要能改变家乡，让乡亲也过上好
日子，那就值得。

莫群志也有烦恼。因为农业基础设
施用地匮乏，“以后想发展休闲农业，
这是个难题。光靠一产，想把农村振兴
起来，是不够的。”莫群志盼望，政策
方面能够更加精准，既不触碰耕地红
线，又可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民企反哺家乡兴产业
本报记者 吴志红

广西宏泰成公司党员突击队在八好村（资料图片）

春节即将来临，因为疫情防控的
原因，武汉多家民营企业纷纷为留住

“就地过年”人使出浑身解数。
发放免费用餐卡、产能贡献奖、

新春福利包、留守礼包、幸运抽奖
……为了鼓励员工在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天马微电子推出多达10种奖励
政策，综合福利超过万元。其中最有
看点的是，坚守一线的员工将有机会
抽取一台市场价近15万元的汽车。

你就地过年，我送你年福。“原
地过年，年饭也香。向留汉建设者致
敬！”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永洪表示，他们将提供京山桥米和新
春锦鲤大礼包若干袋，献给就地过年坚
守岗位的城市建设者等人群。

据武汉市工商联调查，目前武汉部
分民营企业的招聘需求依然非常旺盛，
尤其是以电子厂等制造行业为主。武汉
市工商联负责人介绍，武汉区域制造业
用工缺口近2万人。根据初步统计，目
前全市大约有30%~40%的制造业员工
就地过年。他表示，武汉市工商联将进
一步为民营企业员工“就地过年”、企
业人才需求做好牵线搭桥、协调服务工
作。 （胡学英）

武汉民企致敬“就地过年”人

本报讯 （记者 刘艳） 1月 28
日，京东携手“乡村振兴产业联合
体”合作签约暨“万村良品馆”启动
仪式在全联农业产业商会举办。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京东-万
村良品馆”运营基础上，结合各自的
广泛资源，构建“乡村振兴产业联合
体”与京东更大的合作空间，共同致
力于乡村振兴农业产业价值升级。具
体将分三步实施：

一是共同全力实现“京东-万村
良品馆”整体项目的运作规范化和流

程化建设，打造明星超级馆。
二是以“京东-万村良品馆”为基

础，针对县域共用品牌与优势农业产业
资源，在相应县域政府支持下，开展各
项活动，进而形成“京东-联合体-县
域”三方联动，提升地方产品区域公共
品牌。

三是以品牌推动产业价值提升，结
合消费趋势的需求、联合体自身种养殖、
智慧化管理等资源，输出“标准”，建立行
业“新标准”，引领整个产业价值链提升，
最终实现助力乡村振兴。

“京东-万村良品馆”启动

亲身来到云南省云龙县的诺邓火
腿车间，才明白为何 《舌尖上的中
国》能让诺邓火腿一夜间风靡全国。

诺邓火腿之所以有着独具的美
味，凭借的就是当地特殊的地理气
候、千年历史云龙县诺邓古村的天然
盐井，还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匠人的手
艺。但由于出产诺邓火腿的云龙县是
大理州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
县份，交通十分不便，这些都制约着
诺邓火腿产业的发展。

“经过近几年的精准扶贫，村村
道路硬化，我们的诺邓火腿已经从
《舌尖上的中国》飞到了百姓的餐桌
上。”7年前，退伍老兵徐琨斌回乡
创业，目前公司所拥有的“诺邓金
腿”“一腿”两个品牌的诺邓火腿已
经远销北上广。

名声有了，交通便利，销路畅通
了，“新农人”徐琨斌带领家乡人开
启了脱贫致富路。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徐琨斌的
火腿食品厂已经成为云龙县诺邓火腿
年生产量最高的企业，现有厂区面积
15亩，生产加工厂房3000平方米，
年生产加工2万支火腿，用工量超过
5000人次，间接带动周边农户1.5万
多人增收。

愿景有了，但徐琨斌还有一块
“心病”。传统的诺邓火腿大多是家庭

作坊式生产，因品质不统一，达成标准
化难，让诺邓火腿产业难以走远。

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给了徐琨斌治
疗“心病”一剂良药。2020 年 8月，
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的协调下，通过
沪滇帮扶机制，徐琨斌公司得到了拼多
多捐赠的240万元资金，要在公司位于
诺邓镇马金桥村民小组的厂区内设立了
扶贫车间，用这笔帮扶资金搭建一条现
代化的生产线，实现传统工艺向标准化
生产的转型发展，同时解决产品类型单
一的问题。拼多多还将投入资源与师
资，帮助诺邓培养本土电商人才，建立
电商运营能力。

“诺邓‘扶贫车间’项目既能‘帮
眼前’，又能‘扶长远’，在推动当地特
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
产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了精准帮扶，起
到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后半篇文章’和
带动当地乡村振兴的作用。”拼多多副
总裁狄拉克表示。

徐琨斌告诉记者，等到今年冬天诺
邓火腿的生产销售旺季一过，公司就准
备重点搭建扶贫车间的现代化生产线，
让标准化的产品快速下线，也让更多的
新品尽快出炉。

“在政策和各方的助力下，我对诺
邓火腿产业发展的未来前景充满信
心，乡村振兴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广。”
徐琨斌说。

看诺邓火腿的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 孙琳

圣泉集团成立 40 年来，一直把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使命。在
参与脱贫攻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我们矢志不渝。其中，我们因多
方位致力于精准扶贫，参加东西部扶
贫协作，参加“富民生产贷”，获评
了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先进民营企业、山东省首批省级扶贫
龙头企业等荣誉。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深知，平台
载体对扶贫的关键作用。2017 年 3
月，我们出资300万元，与山东省扶
贫开发基金会联合成立“圣泉帮帮忙
扶贫公益基金”，并于当年 7 月落地

“贫贫互助”项目。项目将危房改造
工作、贫困户安置工作、贫困户生活
服务、贫困户脱贫增收融为一体，利
用农村幸福院作为运行载体，为贫困
老人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基本医疗服
务、日常代办服务、康复照护服务、
精神慰藉服务。目前该项目已在济
南等多个地区落地推广。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深知，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既要体现在日常岗位
上，更要体现在危机发生时，一个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2020 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我们在第一时间，克
服各种困难，紧急投资3亿多元快速
扩大口罩产能，短时间内实现了口罩
日产能从 3 万只到 1000 万只的飞跃，
并围绕口罩打造起一条包含耳带、熔
喷布、熔喷布母粒等上游原材料以及
民用、医用口罩等产品在内的全产业
链，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需求，被列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
资生产企业名单，产品出口欧盟、日
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疫情造成
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公司口罩扩产新带
动 4000 余人就业，公司还先后向济
南、武汉、大庆、湘西等地区以及巴基
斯坦、马来西亚、叙利亚等国家大使馆
捐赠价值500余万元防疫产品，助力全
球战“疫”。

圣泉集团成立 40 年的历史告诉我
们，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我们未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圣泉集团作为全球
秸秆综合利用领域的引领者和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成功研发出“圣
泉法”秸秆精炼一体化绿色技术，入选
了国家发改委 《绿色技术推广目录》

（2020年）。
这个产业我们创新研发实践了 40

年，从小学生干成全球行业引领者，我
们有信心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好，做出影
响，做成示范，我想这是真正的社会责
任体现。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社会支撑起
了企业发展，参与光彩事业是民营企业
的责任所在。作为光彩会副会长，我要
发挥带头作用，做好新时代光彩事业。
我们将结合生物质精炼产业，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建设，实现企业发展与光彩事
业兼顾，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实现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的时代伟业。

（作者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
长，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发挥带头作用 践行光彩精神
唐一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