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Y N Y L X F .CN

云岭党建D ANGJIAN

宁洱县“双推进”现场推进会

“我们还在糯玉米上大做文章：注

册了‘糯瀚香’商标，将每年的 10月
1日确定为‘窝拖玉米节’，并以此为

契机，不断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

销量，带动火腿、腊肉等特色产品销

售。”李志强说，“今年，在玉米节期

间，部分群众每天的农特产品营业收

入就达到 3000多元。下一步，我们打

算引导村民走深加工的路子，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利用‘互联网+’的模式

扩大销量。”李志强自信地告诉记者，

今年底窝拖村家庭人均收入预计从去

年的 2000余元提高到 6000余元，年底

能顺利实现脱贫出列。

“311”注入产业发展动力

“‘311’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村民

不敢贷款、银行放不出贷款、企业贷不

到款的局面。”宁洱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肖会强说。为了进一步撬动产业带

动扶贫，宁洱县制定出了一项激励机

制，每带动一个贫困人口脱贫，县里就

会拿出 5000元。其中，3000元用来奖

励和扶持龙头企业，1000元扶持专业合

作社，还剩 1000元，通过实物的形式

补给脱贫的农户个人。宁洱县将这一做

法称为“311”制度，目前该制度在全

县“双推进”工作中收到了显著效果。

“我们合作社共有1240亩的种植面

积，其中京白菜、东升南瓜、韩国指天

椒等蔬菜的种植面积有500多亩，大球

盖菇、竹荪等菌类种植面积有 700多

亩。”那整现代农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文惠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带

领群众搞种植，每脱贫一名就有1000元
的奖励。目前我们1680名社员中，已经

有部分社员提前实现脱贫摘帽。根据

‘311’制度，今年9月5日，我们已经收

到相关部门发放的110万元奖金。”

王文惠告诉记者，那整现代农业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于 2009年成立，

合作社以供菌种、出肥料的方式，扶

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大球盖菇，并

负责保底收购。“合作社不但免费向

我们提供大球盖菇种子、有机肥料

等，还专门派技术员指导我们，签

订收购合同。”荒田村上阿宽村民小

组村民王正伟高兴地说。2015年，合

作社实现经营收入 200多万元，带动

社员及周边农户实现人均纯收入近

7000元。

如今，宁洱县已经有 24家龙头企

业和 73个专业合作社参与到帮扶贫困

人口脱贫中来。罗景锋说，通过产业

扶持资金的撬动，宁洱县走上了一条

可持续的产业发展道路，“现在全县已

经有 14万亩茶叶、10万亩咖啡、5万
亩烤烟、5万亩蔬菜，这样平均每人能

有3亩经济作物。按我们现在的产值来

算，每亩最低是 4000元，未来人均可

以有1.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

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第一个节子会结 1个，第二个节

子会结2个，第三个节子会结3个……”

9月是黄心红薯移栽的最佳季节，普洱

绿海公司负责人杨英专门赶到宁洱县

和平村，指导村民移栽红薯。“跟着公

司种植红薯有一定的收入，再加上用

红薯叶等养猪也能有一笔不小的收

入，如此一来就一定能脱贫。”和平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鲁建波说。

普洱绿海公司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196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 455人参与黄心红薯的种植。“黄

心红薯每公斤均价为 3 元，以亩产

1000公斤来计算，每户两亩就有 6000
元的毛收入。由于黄心红薯的茎、

叶、果都可以用来喂猪，绿海公司又

扶持村民发展生猪养殖并签订了生猪

收购协议。“通过龙头企业发动、组织

群众发展产业，在技术培训、产品销

售等环节，都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

用。”宁洱县县长罗东保说，“种完烤

烟后还可以种植荷兰豆、无筋豆等，

这样老百姓每亩土地每年有两个增收

项目。确保贫困家庭既有短平快的项

目，又有中长期的产业。”如今宁洱县

烤烟、茯苓、青菜、黄心红薯以及生

猪、土鸡养殖等，在企业、合作社的

带领下纷纷发展起来，群众增收的渠

道不断拓宽。

“我们家有20亩茶叶，茶树下种有

大球盖菇、白芨等。茶树苗和种植技

术由普洱公司免费提供。公司还与我

们签订了收购合同；大球盖菇种出

来，直接卖给合作社。同样面积的土

地原来只能种植一种作物，现在好

了，不但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收

入也水涨船高了。”王正伟说。

据介绍，荒田村共有茶园 5000多
亩，根据各村民小组实际，一部分茶

园用来发展羊、鸡等养殖业；一部分

茶园用来种植食用菌；一部分茶园

用来种植白芨、黄精等药材，形成有

机茶树、大球盖菇、白芨和生态鸡的

茶药、茶鸡、茶菇立体种养项目形

态。“目前，我们村每个贫困户至少

发展了 2个以上产业项目，力争达到

短期脱贫、中期致富、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荒田村党总支书记李瑞

锋说。
本刊记者 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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