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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榔乡摆榔村六组建档立卡贫困户普

文有高兴地说。他告诉记者，过去由

于自然条件较差，全村人种植苞谷、

洋芋等作物，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几个

钱。这两年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他

们家进驻“大本事”公司基地种植香

菇。公司在安排技术人员对他们进行

科技培训的同时，还手把手地进行技

术指导。

目前，施甸县摆榔和木老元两

个乡已有99户建档立卡户入驻“大本

事”公司的香菇种植基地种植了80万

棒食用菌。政府协调通过“大本事”

公司以信用担保，为每位入园的贫困

户提供小额贷款5万元，其中6%的利

率政府贴息5%，公司承担1%，贷款加

上政府的产业扶贫资金2万元共计7万

元，解决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贷款难

的问题。“这些建档立卡户进驻基地

后，可以省去每亩6万多元的大棚建设

资金。公司还承诺，建档立卡户种植

香菇每棒最少能有1元的利润。”该公

司负责人金本交说。

滇东罗平县阿岗镇以宜村委会岗

者黑村的尚花狗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他家的生产、生活也正在发生

改变。“我过去放牛现在也放牛，不

同的是现在放牛不是为了耕地，而是

为了赚钱。”这是尚花狗见到记者的

第一句话。尚花狗掰着指头给记者算

他家的收入账，目前他家养了3头牛，

1头母牛价值1万多元，是恒鑫牧业合

作社免费送的，刚生的2头小牛养到

300公斤就可以卖给恒鑫牧业，收购价

格比市场价高出20%。他说：“国家扶

持我，我致富有信心。脱贫了，说话

就有底气了。”这样的变化正是罗平

县各地党组织引导培育特色产业，促

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写照。

“没有产业支撑，群众想脱贫

就是一句空话。”罗平县扶贫开发办

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为

此，作为全省第一批脱贫摘帽县之

一，2016年开始，罗平县引导、培育

了一批企业和合作社，带领建档立卡

贫困户搞种植养殖，为全县的脱贫攻

坚注入了强劲动力。

贫困户成为企业“股东”

冬末春初，记者来到位于巍山县

庙街镇的产业扶贫龙头企业——大理

时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公司葡萄种植基地，37岁的庙

街镇宗旗厂村贫困村民施燕燕正在忙

碌着。她告诉记者，2013年家庭遭遇

变故，丈夫做工时摔成重伤，从此瘫

痪在床。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女

儿和年近70岁的婆婆。之后，家里经

济来源主要靠她和婆婆帮人扎布和种

地的微薄收入。

“2016年年初，村党支部找到家

里，向我们说了产业信贷扶贫资金投

入的事。”施燕燕告诉记者，凭着这

个政策，她申请到了5万元贷款，并通

过村里“入股”到了时代农业公司，

这5万元投入的期限是5年。“以前从

来没有想过要贷款，我们家也没有能

力偿还贷款。当时村里来说的时候，

我也非常犹豫。”最初，对于5万元

的贷款，施燕燕心里一直打鼓，生怕

企业到时候不帮还，自己更是雪上加

霜。然而，经过打听了解后，她最终

还是贷了款。

2016年6月，施燕燕拿到了第一

笔分红5000元。“现在不仅有打工

的工资，还有公司分红，加上自己扎

布和种地的收入，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了。”施燕燕说，现在看到企业发展

得越来越好，心里也有了底，也不后

悔贷款5万元了。如今，施燕燕除了

每年能获得分红，还来到时代公司打

工。“每天上班8小时，中午还可以跑

回家照顾一下丈夫。工资按天结，每

天70元，生活好多了。”施燕燕说。

而在宾川县大营镇萂村，党总支

牵头成立了宾川县天子农业专业合作

社，并将附近141户贫困户吸收为社

员。集中流转土地200亩，引进宾川县

华侨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由

该公司提供科技、管理及市场销售服

务，建设了200亩根域限制栽培“阳光

玫瑰”葡萄示范基地，同时套种姜蒜

等蔬菜。“2016年，454人共分了118

万元，人均2600元，实现了本村贫困

户全覆盖。”天子庄园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赵珍灿说。

“采取‘扶贫部门推荐，金融单

位审核，政府把关’的方式，在有条

件的县市推行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贷款，并引导他们将资金入股到带动

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参与经营

的方式，效果显著，有效带动了贫困

户脱贫致富。”施榆兵说。目前，该

模式已在全省其他县市进行推广。

本刊记者 杨旭东 ■

普文有夫妇在采收香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