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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篇

□本报记者 彭瑜

贫困户肖华
脱贫摘了帽，娶妻生了娃

10月28日，记者乘坐的采访车沿着正
在拓宽的山村公路蜿蜒而上，直达海拔700
多米的酉阳县板溪镇扎营村。

2015年1月，记者第一次来这里时，这
条山路狭窄崎岖，沿途近半的时间花在了会
车上。这一次，车顺利地开进了扎营村。公
路旁边有条支路，拐上去再行驶1公里，就
到了肖华的养殖场。

30岁的肖华站在一排整齐的圈舍前，圈
舍里是成群的牛儿、猪儿和羊儿。5年前，这
里只有一排破旧的老房子和简易改造的羊
圈，圈里只有12只种羊。

多年前，肖华的父亲肖培驹患上了严重
的风湿关节炎，干不了重活，这个家因病致
贫。家里活路全靠母亲杨秀花，肖华在外打
工挣钱贴补家用。

板溪镇畜牧兽医站站长陈远辉是肖家
的扶贫帮扶责任人。2014年6月，在入户实
地查看后，他建议肖家利用后山的山林养
羊。当时恰逢肖华返乡，陈远辉便给他做工
作，“在家创业既能照顾父母，又能脱贫致
富。”肖华心动了，决定试试。

羊圈的位置选在老屋旁，他还帮肖华建
养殖场、选引种羊、配备饲料、搞疾病防治。

上次记者来时，肖华的羊圈刚建起来，
一家人也仍住在旁边破旧的老房子里。

“老房子早就拆了！”肖华告诉记者，在
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全家搬到了山下居住，
老房所在的原址成了专用的养殖场，目前在
栏10多只羊、7头牛、100多只鸡，还有32头
猪，其中母猪就有7头。

“全靠辉哥帮忙。”5年多相处下来，肖华
和陈远辉早已亲如兄弟，“辉哥不但教技术，
还帮我担保抵押贷款，争取养殖补贴，张罗
羊子和猪儿的销售……”

2016年，肖家正式摘掉了贫困户“帽
子”，肖华还当上了村民小组组长，在日常工
作外，还要带动9户困难家庭脱贫增收。

肖华像陈远辉帮扶自己一样帮扶这9
家人。他一家一户地走访，帮他们申报危房
改造，引导他们搞养殖，用自己的例子鼓励
他们脱贫奔小康。五保户肖培臣想改造危

房，但钱不够，肖华主动拿出4600元饲料款
帮忙垫资，赶在雨季来临前让肖培臣住进了
新房。

调解矛盾纠纷、保障水电供应……在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肖华一边张罗着自家养
殖场的事，一边忙碌组里的脱贫攻坚工作。
他又发展了40亩烤烟，200亩油茶，还负责
板溪片区农业保险协保工作，比以前更忙
了。

这次采访时，记者发现肖华身边多了名
年轻女子，这是他的妻子许凤，两人2016年
结婚，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

陈远辉告诉记者，许凤与肖华走到一
起，还多亏《重庆日报》做媒。原来，许凤是
酉阳县龙潭镇人，2015年看到《重庆日报》
上关于肖华的报道后，被肖华的忠厚老实吸
引，两人后来走到了一起。

住上了新房子，有了老婆孩子，还搞起
了种养业，现在年收入近20万元。肖华说，
这5年，他家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

可大乡吴家村

满山尽是油茶花

10月28日，酉阳县可大乡吴家村，连绵
的群山中种满了成片的油茶，满山遍野都是
花的海洋。

2015年11月，记者初到吴家村时，看到
的大山灌木丛生，偶尔有一棵油茶树，也被
杂草和荆棘包围得几乎看不见。吴家村有
不少野生油茶，七组最多，足有50多万株野
生油茶，分属57户村民，其中有26户是贫困
户。整个可大乡更是有5万亩野生油茶没
有得到有效利用。

吴家村的油茶产业，就从那一年起步。
当地推行“三变”改革，成立了狮岩油茶种植
专业合作社，激活了土地、林地、劳力、资产
等资源要素，探索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
济模式。

村里包括26户贫困户在内的31户村民
以林地入股；长年在外打工的彭昌平等人以
资金入股；石宗平、凃和高等13家贫困户以
每年20个劳动力入股。一夜间，山里的林
地、劳力都成了股份。

“我们已建成了3700亩油茶基地。”这
次采访时，彭昌平告诉记者，2016年油茶陆
续投产，当年便实现产值200余万元。开完

工资，大家同意将盈利用来继续扩大生产，
吸纳更多村民成为“股民”。目前，全村入股
村民有412户1304人，其中建卡贫困户131
户531人。

随着油茶规模的不断扩大，村里动员在
外打拼多年、有生产管理经验的村民彭昌州
返乡，带着大家一起干，让油茶产业提质增
效。

从2018年开始，合作社在油茶基地套
种中药材和蔬菜。同时，注册成立了油茶科
研所、建筑劳务公司、蔬菜种植公司、中药材
初加工厂、榨油生产线、冷冻库、农家乐和砂
石厂，来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明年还准备
建个豆制品加工厂和天然石材加工厂。”彭
昌州说。

油茶改变了这个偏远乡村。2020年，
吴家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村民利益联
结分红25万元，发放村民务工工资120万
元，其中建卡贫困户11万元，有效带动了集
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有了钱的村集体用收益来发展村里的
社会事业。可大乡宣传委员黄涛告诉记者，
这些年，村里设立了“狮岩梦想”教育基金，
村集体出资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救助村里的
困难群众，还成立了舞蹈队和篮球队，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

花田乡何家岩村

花田梯田在“长大”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是当地有名的
花田梯田所在地。10月29日，重庆日报记
者来这里采访时，便看到了层层梯田依山就
势，错落有致的美景。

5年前，记者曾来过何家岩村采访过。
和当时相比，这次看到的梯田“长大”了许
多。

何家岩村地处武陵山深处，山上是菖蒲
大草原，山下是千亩梯田。当地土地肥沃、
光照好，半山腰还有充足的水源，适合水稻
生长，这里产出的大米早在明朝时就是朝廷
贡米。

“以往只知道大米好吃，哪晓得种稻谷
的梯田也有人喜欢。”79岁的村民何易佐告
诉记者，2003年夏，摄影爱好者、酉阳县委
宣传部干部吴胜延来到何家岩拍摄花田梯
田，请他当向导。跟吴胜延一起跑了几天

后，何易佐第一次发现，从小看到大的梯田
竟然那么美。

在吴胜延的带动下，市内外一大批摄影
爱好者纷纷来何家岩村拍摄梯田。来了这
么多人，要吃饭、要住宿，还有的要买大米带
回家，看在眼里的何易佐明白了一个道理：
乡亲们不光能靠卖大米挣钱，这满山的风景
也能生钱。

何易佐为拍客们当起了梯田向导，还免
费为他们提供食宿。他唯一的要求是向每
名拍客要一张梯田照片，用来宣传花田梯
田。

这次来，记者看到何易佐的老房子变成
了农家乐，房间的装饰都是他这些年向拍客
们要来的梯田照片。

梯田引来了游客，当地借此发展乡村旅
游。何家岩村村主任何锋介绍，近年来，当
地政府先后投入2000余万元，对核心区域
的1000亩梯田进行了恢复整治，对何家岩
寨的房屋实施了环境治理和风貌改造。看
到家乡的变化，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搞
旅游，30多户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现在，何家岩村的梯田已扩大到5000
亩，种田方式也改成了绿色环保的稻鸭共生
模式，产出的优质大米价格每斤卖到10-15
元，还供不应求。何家岩村于2015年底脱
贫，201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000
多元。

花田景区在“长大”。“我们要建成全国
最大的360度悬崖观景梯田。”花田乡党委
书记冉廷彪说，规划中的花田梯田景区项目
面积达5平方公里，分为东梯田、南梯田、西
梯田3个区域。未来，花田梯田面积将达到
10000亩，粮食生产与梯田景观效果都将倍
增。

冉廷彪介绍，花田梯田景区还将向山上
的菖蒲大草原延伸。当地将立足国家级赏
星基地、南方万亩高山草原、高山云海、临崖
温泉、全国唯一临崖梯田观光五大核心资
源，打造揽星盖旅游度假区，建成揽星盖高
山草原、花田梯田观光两大旅游观光产品。

现在，新修的旅游公路已将何家岩与菖
蒲大草原连接了起来。未来，这里将一体化
打造成全国农旅融合示范地和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知名地。

“以前，我们羡慕桃花源景区，现在，我
们的花田梯田也变成‘桃花源’了。”何易佐
兴奋地说。

“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

一个在你心中，一个在重庆

酉阳。”

这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桃花源景区的宣传语。

“桃花源”也是当地干部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脱贫攻坚战报道中，

重庆日报记者数次前往酉

阳，采访当地干部群众，记录

他们为改变贫困山区落后面

貌的奋斗历程。当时，受访

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未

来的家园像桃花源一样美

丽，未来的生活如在桃花源

中一般甜蜜。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再

次前往酉阳，重访当地干部

群众，见证这几年

发生在“桃花源”

中的脱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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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酉阳县扶贫办

引进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达 11000
家，建成扶贫产业基地 130万亩，建立扶贫

基地 1345个，打造扶贫产

品品牌 97个，组建 15个
产业扶贫技术专家组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酉阳县获悉，该县按
照“市场主体联结带动、贫困群众广泛参与”的
产业扶贫思路，引导贫困户发展产业，已带动贫
困户33963户13.5万人实现年人均增收1000
元以上。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酉阳
精准制定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引
导、鼓励、支持广大贫困户发展当年增收产业，
累计安排各类资金3.4亿元，扶持850余个新
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主要扶贫产
业，扶持32519户贫困户发展到户产业。同
时，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制度，明确1947
名指导员对接33455户贫困户进行产业发展
技术帮扶，落实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措
施，建立带贫减贫机制。

数据显示，近年来，酉阳县累计投入农业产
业扶贫资金94773万元，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2838个，建立产业扶贫基地1345个。同时，引
进培育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业大户
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1000家，建成油茶、茶
叶、青花椒、蔬菜、中药材、经果等扶贫产业基地
130万亩，建立扶贫基地1345个，打造扶贫产
品品牌97个，还组建了15个产业扶贫技术专
家组开展产业技术服务。

截至2019年底，酉阳已累计实现3.4万户
14.9万人脱贫，130个贫困村全部销号，贫困发
生率降至0.5%。

产业扶贫带动
13.5万人增收

14.9万人

累计实现3.4万户 14.9万人脱贫，130
个贫困村全部销号，贫困发生率降至0.5%

13.5万人

产业扶贫带动33963户贫困户 13.5万
人实现年人均增收 1000元以上

32519户

累计安排各类资金3.4亿元，扶持850
余个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主要扶贫产业，扶持 32519户贫困户发展

到户产业

1345个

累计发展产业扶贫项目2838个，建立

产业扶贫基地达 1345个

11000家

数读酉阳脱贫攻坚

酉
阳
县
花
田
乡
何
家
岩
村
梯
田
，云
雾
缭
绕
，阡
陌
纵
横
，宛
如
世
外
桃
源
。

通
讯
员

杨
春
来

摄\

视
觉
重
庆

中脱贫事儿中脱贫事儿

10月28日，酉阳县板溪镇扎营村，肖华与妻子一起喂牛。酉阳县可大乡吴家村，产业路四通八达。 10月28日，酉阳县可大乡吴家村油茶基地，村民扛着
农具行走在便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