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我省举办的第八届绿博会上，一罐罐兰西
县兰西镇林盛村生产的辣白菜登上了展台——这背
后，是一个千万元的扶贫项目的支撑。

林盛村的“上百年”很有名，这是一家由北京上百
年食品科技研究院在林盛村投资建设的兰西县上百
年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8年立项，到 2019年 11
月竣工，这个项目已经投资 2200万元。省财政厅派
驻林盛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那文国介绍，当时工
作队和村两委通过积极争取，说服家乡人——北京上
百年食品科技研究院院长刘晓岩投资建厂，村民种
菜直接卖到加工厂务工不出村。

现在，林盛村的泡菜加工正在进行订单式生产。
那文国说，2019年，公司的泡菜加工厂 4000平方米厂
房拔地而起，今年 10月，泡菜加工厂正式开业投产，
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就走上了第八届绿博会。现在，
厂里的辣白菜和韭菜花等产品都是订单式生产，给
林盛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每年可加工蔬菜 3000吨、
实现产值 2500万元，吸纳村民 50人就业、调整种植结
构 5000亩，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让村民的腰包鼓
了起来。

每年，林盛村都会召开产业分红大会。那文国
说，“年前还要召开一次分红大会，让村民更加了解
扶贫产业，让他们深度参与其中，让群众在脱贫之后
更有干劲、更有底气。”

据悉，兰西县通过科学谋划项目，在研究确定扶
贫项目时重点考虑扶贫产业项目如何长远发挥扶贫
作用。在种植业方面，兰西县红光镇青远合作社通
过“麦菜复种”一个项目，就带动 4个乡镇 306户建档
立卡户，户均增收 3000余元。

绥化市政协副主席、兰西县委书记李英男说，兰
西县立足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条件，从带动能力强、服
水土的项目入手，谋划了种植、养殖、光伏、生态等8大
类扶贫产业项目，目前，已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04个，
覆盖全县所有建档立卡户。借助国家光伏扶贫政策，
建成村级光伏电站 54个，截至 2019年末已累计带动
2970户建档立卡户，户均增收4000多元。

“崭新时代，百年梦想；振兴强县，励志图强”，这
是刻在兰西县人民广场雕塑“力量”上的一段文字，
李英男说，这代表着兰西 53万人民的共同心声。兰
西交上了一份优异的脱贫攻坚答卷，未来，将不断向
乡村振兴目标迈进。

引进千万元级扶贫产业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哗哗哗……”清澈的自来水流出，在兰西
县北安乡北安村建档立卡户张文树家，刚装修
完的厨房特意安装了新手盆。“这水质可清亮
了，24 小时供水，老两口用水更方便了。”张文
树的女儿张丽英说。

在兰西县北安乡北安村，党支部副书记段
树军负责供水厂的日常维护。北安乡乡长田东
坤说，2019年 10月 16日国家第六个“扶贫日”前
夕，兰西县北安乡迎来一件大喜事，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集中供水项目正式完工，这个
集中大型供水厂投入使用，惠及全乡 6个村 44
个自然屯 2.8万百姓。

数十年来，当地人对于用上自来水的期盼
从未停止过。从全村一口井到全乡集中供水
厂，是一场既见速度又有质量的扶贫接力。

“一碗水”承载民生大事。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是重要“民心工程”之一，北安乡集中供水厂
项目 2019年 8月 23日开工，10月 16日全部竣工
并投入使用，用了不起的速度完成了一项暖心
工程。

北安乡实现集中供水，只是兰西县实现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一个缩影。兰西县水务局工
作人员张秋介绍，目前兰西县建设了 36个大型
水厂，实现了 15个乡镇全覆盖。集中供水让村
民饮水水质更有保障。

从“喝水难”到“有水喝”，再到“喝上安全
水”，兰西县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攻坚。

在饮水安全上，兰西县按照“科学规划、集
中攻坚、巩固提升”的思路，变五年规划为两年
攻坚，对全县所有乡镇村屯实施饮水安全工
程。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两步走”。

第一步是攻坚阶段。兰西县利用 2017年和
2018年两年时间，集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让没有通上自来水的自然屯全部通上自
来水。两年时间，累计投入资金 1.43亿元，将自
来水管线全部通入到农户家中，实现了农村自
来水覆盖率 100%。

第二步是提升阶段。兰西县从提高水质、
保障供水入手，将分散式供水变为集中供水，通
过建设集中供水厂、实施农村小型集中供水并
网改造工程，让群众全天候喝上安全水、放心
水。在 2018 年建成 4 座集中供水厂之后，2019
年以来，又投入 8000多万元，建成了 10座集中
供水厂，目前，兰西县所有乡镇村屯均实现了集
中供水。

绥化市政协副主席、兰西县委书记李英男
说，4 年来，兰西县立足解决脱贫攻坚短板弱
项，全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59568余万元，建设
项目 116个，有效解决了贫困村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项目带动能力不强、安全饮水水质不优等
诸多生产生活难题。全县 15 个乡镇 105 个村
773个屯，生活饮用水基本实现集中供水，解决
了分散供水管线经常漏水跑水冒水等问题，极
大提升了饮用水水质质量。

接力攻坚送来安全水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兰西县利用沟筒子、壕
边子、河套子、渠沿子、地头
子、涵边子、屯头子、坝棱子、
沿边子、坐溏洼子等农村废
弃地进行“造地插柳”，走出
了一条特色的生态扶贫之
路。

兰西县以效益为引领，
通过搭平台、给政策、定目标
推进“造地插柳”，还原生态
环境，增加村集体收入，助力
脱贫攻坚。通过创新性开展

“造地插柳“举措，兰西县算
出“四笔效益账”：

“造地”节本账。“造地”
利用农村废弃地造林，不占
用耕地，也不用“地底子钱”，
极大地降低造林绿化成本，
完全符合国家耕地保护政
策。

“插柳”生态账。柳树对
生长环境要求低、易成活、生
长快，能够反复采伐，适合兰
西气候环境，而且一次造林
长期受益，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首选树
种。截至目前，兰西县利用三年时间，完
成了“造地插柳”6.15万亩，建设村级苗
圃 105个 1575亩。再用两年时间，兰西
县将发展到20万亩，届时全县森林覆被
率将提高 5.3个百分点，涵养水土、净化
空气、保护耕地、美化环境的生态效益将
更加凸显。

“富村”经济账。经过调查摸底，全
县105个村平均每个村有废弃地2000亩
左右，柳树3年为一个采伐周期，平均每
个村年采伐 600亩，每亩地产柳条 6吨，
全县年产柳条36万吨，供应辰能生物质
发电公司做燃料，每吨400元，销售金额
可达 1.44亿元，去除费用后平均每村年
可实现收益100万元，可持续收入，有效
增加村级积累。

“脱贫”社会账。兰西县把“造地插
柳”作为增加建档立卡户收入的一条路
径。由于插柳的活相对不重，扦插、除
草、收获、粉碎等方面用工以建档立卡户
为主，每人每年可增收 2000元左右；各
村每年苗圃可增收 4万元左右，每个苗
圃带动 2个建档立卡户，每户年均增收
3000 元；生态护林员带动建档立卡户
501人，每人每年管护工资 3400元。“小
柳条”变成了“金柳条”，“造地插柳”成为
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链条。

实施“造地插柳”富村工程，预计通
过3年努力，兰西县将插柳20万亩，达产
后，村集体年收入实现 100万元。目前
已完成插柳4.8万亩，扶持105个村建苗
圃 105个 1575亩，带动建档立卡户 210
户；累计聘用生态护林员186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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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因地处呼兰河西岸而得名。兰西县脱贫攻坚经历了开发式扶贫、集中连片扶贫和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三个重要阶段。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被确定为大兴安
岭南麓特困片区县；2019年，兰西县成功摘掉了戴了17年的贫困帽子。

近年来，兰西县坚决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号工程”中的“头号工程”，按照中央、省委、绥化市委的
重要部署和工作安排，坚决把“三落实”“三精准”“三保障”贯穿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过程，与乡村
振兴统筹起来，确定了“脱贫，振兴，强县”三位一体的攻坚目标，坚持“集中全力、有序推进、以零保
赢”的战略打法，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8年末，全县5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19年5月，
兰西县实现了脱贫摘帽。如今，全县建档立卡户6102户13238人，全部实现稳定脱贫，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过万元。

“这两天正在进鸡
雏，这 10 栋鸡舍要进
26.5万只鸡雏。我们这
是订单养殖，厂家提供
鸡雏、饲料，还派驻场技
术员……”宏顺鸡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宝
红这几天紧盯屏幕监
控，看一栋栋鸡舍里的
鸡雏情况。

位于兰西县红星乡
红星村的宏顺鸡养殖项
目，是2018年投入涉农
整合资金 1497 万元建
设的产业扶贫项目，这
个项目年出栏肉鸡156
万只，年销售收入3500
万元，带动全县 350 户
建档立卡户增收，每户
年增收3000元。

红星乡党委副书记
张雪松介绍，这个项目
建在红星乡红星村，建
成后所形成资产全部归
村集体所有，由红星村
宏顺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承包经营，承包期5年，
每年收取的项目承包费
由县里统筹，全部用于
扶持建档立卡户增收。

产业扶贫是脱贫之
基、治本之策，是实现全
面脱贫、稳定脱贫的重
要保障。产业扶贫是保
障贫困群众脱贫不返
贫、稳定脱贫的重要手
段。在兰西县，虽是冬
日，却能到处捕捉到扶
贫产业带贫增收的典型
案例。

今年 70 岁的张旭文是红星乡人，是
一名建档立卡户，他在养鸡场当电焊工，
负责日常维修，已经在场里赚了 1 万多
元。他说：“没想到这么大年纪还能赚工
资，有了这份工作，家里日子不愁。”

张雪松说，宏顺鸡养殖项目是“一扶
多赢”扶贫模式。“一扶”是指红星村宏顺
鸡养殖合作社等全乡 6家合作社作为产
业扶贫项目，项目全部投产后，共计带动
建档立卡户 610户，带动就业 500人以上；

“多赢”是指政府、银行、大公司、合作社、
建档立卡户及农民就业增收“六方共
赢”。肉鸡养殖业成为红星乡目前推动现
代农业发展的最佳路径之一。红星村及
红星乡的 6家合作社，可带动农民参与到
物流、抓鸡、防疫、清洗、养殖、餐饮、住宿
等诸多细分行业中直接就业或关联就业。

这个项目与建档立卡户建立了利益
联结机制，有劳动能力的在养鸡场务工，
无劳动能力户享受项目收益。王宝红说，
养鸡场固定用工 75人，抓鸡雏和出栏时
临时用工 60多人，几乎全乡人都知道这
个养鸡场。

养鸡让600多户增收

在平山镇，万头奶牛养殖场在暮色
中蔚为壮观，这是落户于平山镇海兴村
的兰西县和畅牧业有限公司。作为带动
全镇贫困人群增收的产业扶贫项目，它
的发展关乎 1700 多户建档立卡户的收
益。

傍晚时分，走进和畅牧业，该公司生
产场长邓喜龙引导记者在场区外参观。
他介绍，这个项目总投资 3.3 亿元，场区
占地面积 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2万平
方米，建牛舍 5栋，挤奶厅 1栋，饲料储存
TMR日粮加工车间 1栋，粪污处理车间
1 栋，综合办公楼 1 栋及配套基础设施。
2017 年公司投产，2018 年 1 月牧场启
动。目前有泌乳牛 6000头，其中 4800头
是与宝犇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养
殖的。

平山镇党委书记张亚彬说，和畅牧
业参与到脱贫攻坚的模式为：县政府、农
村信用联社、宝犇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四方签协议，利用扶贫专项资金 8562
万元，由兰西县燎原乡宝犇牛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资入企，期限 3年，用于购
买 12个月龄以上的青年优质荷斯坦、绢
姗母牛，由企业负责偿还贷款本金，建立
与 1700多户建档立卡户利益联结机制。
此外，企业在招工时优先录用建档立卡
户，现已招募 18 名脱贫户入场打工，每
人年收入 30000元以上。

张亚彬说，牧原集团、和畅牧业、瑞
源牧业、康原牧业等企业落户平山镇，为
平山镇发展积蓄了产业力量，有了产业
做支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便有了强有
力的保障。

全镇发展牛经济

8大类扶贫产业 204个扶贫项目

多点开花产业兴 增收致富底气足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来自本报全媒体脱贫攻坚专题报道组的报道

林盛村十八湾豆腐坊创出品牌。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

红星乡宏顺鸡养殖场刚刚新进一批红星乡宏顺鸡养殖场刚刚新进一批
鸡雏鸡雏。。 王杨威王杨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新英董新英摄摄

集中供水厂让一家一户实现24小时供水，这
是北安村张文树家的自来水。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投资超千万元的兰西上百年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林盛村，这是辣白菜
生产线正在进行订单生产。

王杨威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