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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市考察
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时强调，“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

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

溪村考察时，习总书记也叮嘱一定要
把中药材产业真正做成脱贫致富产
业。

境内群山绵亘的石柱县在产业扶
贫中，重点发展“三味”产业——黄连、
辣椒、中蜂，先后获得“中国黄连之乡”

“中国辣椒之乡”“中华蜜蜂之乡”的称
号。

去年，这三大产业辐射数万农户，其
中带动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超过1万户。

“敢吃黄连苦，不怕辣椒辣，换得蜂蜜
甜”，成为石柱强化产业扶贫历程的真实
写照。

““三味三味””石柱石柱 黄连苦辣椒辣蜂蜜甜黄连苦辣椒辣蜂蜜甜

黄连含小檗碱，苦味浓烈——1份小
檗碱加入25万份水，仍能尝出苦味。

“再苦哪有拿不出钱的时候苦？”4月
10日，站在冷水镇沙子村老家大门口，47
岁的刘成友感慨道。

沙子村被群山环绕。在东边海拔
1600米大山的角落里，有20亩刘成友租
种的黄连。

山坡上，到处是由小杉树、干树棍

撑起的高约1.2米的连棚，上面铺满枯
枝——在石柱，像这样的连棚常年有5.7
万亩。

连棚是为了给黄连营造生长所需的
冷湿环境。每年新发展的黄连地，搭棚需
要45个工，种苗15个工，锄草30个工，
每一项都必须弯腰进行，七八年后才有收
获。

“栽秧的时候最苦。”刘成友说。每亩

地要栽约9万株黄连秧。一开始是大拇
指和食指护着小苗插进犁疏松的土壤。
一两天下来，食指起倒刺，就换成中指与
大拇指配合，最后换成无名指。

每年，刘成友要在山上待9个月。他
和妻子在山上搭了一个简易棚，用于吃、
住、存放工具。

提及种黄连的艰苦，夫妻俩却说：“在
农村，穷才是最苦的。只要‘嘿起干’，种

黄连的人再苦也是甜。”
刘成友一家是因学致贫。为给两个女

儿凑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俩开始种黄连。
2019年秋，他家收获的两亩黄连卖

了6万多元，花钱不再靠借，“贫困户”帽
子摘了，家里还买了电脑，两个女儿不用
再去邻居家蹭网，两口子在村里进出都硬
气了。

黄连产业也是石柱高山地区的重要
扶贫产业，产量占全国的六成。2019年，
全县黄连产值3.6亿元，种植黄连的农户
户均收入4.6万元以上；贫困户种植黄连
1681亩，贫困户户均收入3.2万元。

人要“嘿起干”黄连也变甜种连人刘成友

石柱红辣椒颜色鲜红、肉厚、味辣、籽
少、油气足，颇受市场青睐。

“辣椒的辣味，比在市场上‘呛水’的
滋味好过多了。”4月9日，在南宾工业园
加工厂车间，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谭建兰对记者感慨。此时已是傍晚
7点，六七个工人仍忙着将烘干的辣椒装
车。

谭建兰在石柱做辣椒加工多年，

2008年，她组建的合作社辣椒种植面积
已有上万亩。没想到，当年全国辣椒滥
市。谭建兰思索良久，咬牙仍以每公斤
2.2元、高于保底价0.4元的价格收购椒农
的辣椒。

在加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她先后倒
掉320吨鲜椒，年终算账，合作社亏损200
万元，并欠农民150万元的辣椒款。好在
由县政府担保，谭建兰获得两家银行的无

息贷款，第二年的辣椒种植得以继续。
2009年，合作社引进了8条全国最

先进的辣椒自动化生产线，辣椒由以鲜销
为主逐步向加工为主过渡。前几年，全国
辣椒行情曾连续出现大幅波动。三红合
作社的辣椒依然按保底价收购，虽不能当
年销完，但在制成辣椒面、剁椒后延长了
销售期，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

“我们自己‘呛辣’，椒农就可以少‘呛

水’，多尝种辣椒的甜头。”谭建兰说。
2019年，合作社带动了840余户贫困户，
其中580户已通过种植辣椒顺利脱贫。

辣椒产业是石柱市场化程度最高、
“产加销”结合最紧密的农业产业。2019
年，全县以33个辣椒专业合社为龙头，带
动3万余户农户发展辣椒10万亩，年产
鲜椒9万吨，椒农收入3亿元以上；建立
县辣椒研究所，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石辣、石椒系列辣椒品种18个，培育了
3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生产干辣椒泡椒、
火锅底料等调味品5万吨，加工产值达到
5亿元以上。

自己呛“辣”好过椒农“呛水”合作社理事长谭建兰

“一只蜜蜂一生要飞150公里，只能
酿蜜3克。”石柱中蜂产业重要推动者、被
称为“中蜂干部”的谭奇胜告诉记者，“要
发展‘甜蜜事业’，干部必须像中蜂一样多
跑、多想。”

“中益乡山清水秀，蜜源丰富，中蜂又
不争地、无污染，值得发展！”2008年，时任

中益乡党委书记的谭奇胜，详细考察一番
后把中蜂养殖作为全乡支柱产业，并发动
群众种植洋槐等多花经济作物作为蜜源。

慢慢地，中益乡的中蜂也辐射到县内
其他乡镇，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但“甜蜜事业”发展的过程并不那么
甜蜜。因为许多蜂农技术不到位，石柱中

蜂养殖一度陷入低谷。
随后，县里招聘并系统培训了27名年

轻技术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
其为蜂农提供服务，采用新的养蜂技术。

马武镇蜂农杨仁福因缺乏养蜂技术，
蜜蜂一度大量死亡。去年，他跟着技术员
学习了一个多月，养的20群中蜂共取糖

100多公斤，能收入两万余元。
“干部就像蜜蜂一样，要采得百花成

蜜后，所有辛苦都为了老百姓甜。”谭奇胜
写了一首小诗，为脱贫攻坚中干部群众的
努力付出写下注脚。

石柱森林覆盖率达59.1%，蜜源植物
种类繁多，为发展中蜂产业提供了良好的
产业基础。现全县有12.3万群中蜂，其中
3.5万群由2350户贫困户养殖。去年全县
中蜂产业总产值达2.5亿元，“甜蜜事业”成
为石柱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产业。

政府送技术 蜂农事业甜“中蜂干部”谭奇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得决定性进展1
累计实现85个贫困村、17229户62391人脱贫

剩余未脱贫人口340户8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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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项目超过 6000个，贫

困群众圆了安居梦、上学

梦、健康梦
数据来源：石柱县委宣传部

制图/丁龙

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
贫困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4 年 的 2648 元 增 加 到

10326元，年均增长 31.3%，

经营净收入占比达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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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视察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并于
16日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座谈会。石柱县委书记蹇泽西在座谈会上发
言时，重点汇报了石柱县黄连、辣椒、蜂蜜这三大
脱贫产业。总书记听后强调：“我们提出要实施

‘五个一批’工程，总的就是要因地因人制宜，缺
什么就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
根上。”

一年时间过去了，石柱县在发展扶贫产业方
面，又有哪些新动作？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上，主抓了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
效？近日，石柱县委书记蹇泽西接受了重庆日报记
者专访。

“目前全县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
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蹇泽西说，
一年来，石柱县重点实施了“两不愁”和产业扶
贫、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六
大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7轮全覆盖集中排查和

“回头看”。
“总书记在石柱县视察时，很关心我们的产业

是不是选准了。”蹇泽西说，除了黄连、辣椒、蜂蜜这
三大脱贫产业外，石柱还根据市场需求和群众种植
习惯，一户一策、精准制定产业发展帮扶措施，引导
1万余户贫困户发展种植业5.87万亩、养殖业16.38
万头（群、只）。同时，发挥长效产业带动作用，新发
展脆红李、木本中药材、茶叶等长效扶贫产业24.87
万亩（2018年14.77万亩、2019年10.1万亩）。现在，
每个贫困村都有1—2个稳定增收产业。

“两不愁三保障”方面，一年来，石柱县发现并
动态销号清零突出问题1475个，对没有劳动能力的
特殊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重度残疾学生“一对一”
送教上门，对慢病患者建立分类管理台账，新改造
农村危房363户，针对区域性、季节性缺水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178个。

蹇泽西说，2019年，石柱瞄准中益乡和15个深
度贫困村，深度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深度调整了产业结构、深度推进了农业农村改革、
深度落实了各项扶贫惠民政策。现在，全县深度贫
困难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脱贫成果也在不断巩
固与拓展。

经过一年的攻坚克难，石柱县贫困发生率已降
至0.23%，顺利退出国贫县行列，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奖组织创新奖。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更大决
心、更强力度奋力‘感恩奔跑’，坚决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蹇泽西说。

石柱县委书记蹇泽西：

选准产业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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