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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 杨俊

“为了生存，我只有坚强，为了明天更
美好，我别无选择，除了坚强还得坚强，为
自己加油!”

“不谈以前的艰难，只论现在的坚持，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不认输！新的
一天，加油！”

……
在袁治敏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的励

志格言和短句比比皆是。
“有些是转发别人的，有些是自己有感

而发。”袁治敏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说，发这些励志格言和短句，主要是为了给
自己加油打气，“人生路和事业路都不平
坦，走过来很不容易。”

袁治敏是贵州省岑巩县土家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七年前因脑干出血成为
重度残疾人，家庭也成为贫困户。身处逆
境，他和妻子相依相守，共同打拼，不仅使
自家脱贫，还带动30多个养蜂户增收致
富。他们的合作社因此被评为贵州省残疾
人乡村振兴产业基地。

“让我做你的手和脚”

袁治敏和妻子姚敏都是“80后”，在外地
打工时走到了一起。2005年，小两口回到岑
巩县羊桥乡炮湾村创业。他们先养猪，后来
种烤烟，双双成为种养能手和致富带头人，并
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治敏还连续当选村
委会干部。一儿一女相继出生，全家人的生
活充满了希望的阳光。

2014年1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让这个家庭蒙上厚厚的阴影。袁治敏突
发脑干出血，经抢救捡回了一条性命，但
左半肢从此瘫痪，后被鉴定为二级残疾。
为了给他治病，家里花光了积蓄，还欠下
了数万元债务，第二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起初，袁治敏难以接受自己成为残疾
人的现实，心情郁闷，经常发脾气。姚敏一
边帮他做康复，一边给他打气 ：“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你手脚不方便，我就做你的手，
做你的脚。”

生活还得继续打拼。2016年，在国家
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袁治敏夫妇进了14头
种羊和三头母牛，开始自繁自养。姚敏一
个人包揽下家里所有重体力活儿，袁治敏
主动承担了放牧等轻松一点的活儿。但对
偏瘫者来说，轻松活儿也有一定危险。

有一天，袁治敏一个人到山里放牧羊，
不慎摔倒在一条小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
手机没信号，无法与妻子联系，只能在沟里
躺着。姚敏找到丈夫时，袁治敏在沟里已
经躺了3个多小时。姚敏抱着满脸是血的
丈夫，哭了。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从没有
想过要放弃。”袁治敏告诉记者，在两口子
特别是妻子的努力下，养殖渐渐有了起色，
羊达到了170只，牛达到了25头，收益前景
很乐观，不过，养羊实在太耗体力，姚敏一
直琢磨着找一个劳动强度不大、更合适残
疾人做的产业。

“甜蜜事业”开启新生活

2017年初夏，就在袁治敏夫妇寻找新
的致富门道时，岑巩县残联加大扶贫力度，
着手扶持残疾人贫困户养殖中华蜂。得知
这一消息，袁治敏和姚敏喜出望外，立即订
购了5箱，并获得县残联扶助的10箱，开始
了“甜蜜事业”的酿造之旅。

“听专家说，养殖中蜂见效快，而且不
像意大利蜜蜂只采大面积的花，中蜂看到

一朵花就会采，岑巩县森林覆盖率很高，蜜
源丰富，不必远距离追花，劳动强度也不
大，非常适合残疾人养殖。”袁治敏说。

两口子从未养过蜂，一切还得从头学
起。进蜂之前，袁治敏在县残联的推荐和
安排下，去遵义一家中蜂繁殖基地学习了
半个月，后来又参加了县残联举办的养蜂
培训班，还买回养蜂方面的书籍自学，加入
养蜂微信群，有问题随时向行家请教，回头
再把自己所学的养蜂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妻
子。除了向别人请教，两口子还喜欢自己
琢磨，一些养蜂技术难题的解决办法，就是
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蜜蜂自行分蜂，最让养蜂新手头疼。
一个蜂群如果哺育蜂过多，蜂王就会指挥
蜂群分出一部分成员，到其他地方另组家
庭。每次分家，蜜蜂都会带走3到6斤的成
熟蜜，给蜂农造成损失。袁治敏夫妇隔三
岔五就要仔细检查蜂巢，发现有分蜂先兆，
马上采取应对措施。

“在小流蜜期，我们就进行人工分蜂，
将一部分蜜蜂分到其他蜂箱或新蜂箱里；
在大流蜜期，我们就用新蜂王替换老蜂王，
让新蜂王带强群，让老蜂王带弱群，保持蜂
群内部平衡，这样不仅避免了分蜂，还提高
了蜂蜜产量。”袁治敏说，“优良的蜂种、充
足的蜜源、科学的管理和良好的天气，做好
了前三件事，加上风调雨顺，你的蜂业一定
会兴旺。”

“姚敏以前很害怕蜜蜂，现在分蜂、取
蜜、收蜂、转场，样样都干。”袁治敏说。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支撑下，袁治
敏夫妇的“甜蜜事业”很快进入快车道，
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到2019年年底已发
展到100多箱，年创收20余万元。2018
年秋，他们靠着养殖牛羊和蜜蜂的收入，
还清了所有债务，全家脱贫。2019年底，
他们的蜂场被岑巩县残联确定为残疾人
创业示范点和残疾人养蜂实地教学点，
袁治敏和姚敏被聘为养蜂技术指导老
师。

“最大愿望是帮助更多的人”

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组织化。随着
养蜂规模渐渐扩大，养蜂人面临的挑战越
来越多，袁治敏夫妇意识到，必须抱团发
展。2020年4月，袁治敏牵头成立了岑巩
县土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随即以合作社
名义申请了“蜜遇思州”商标。

“思州”是岑巩县的古称，当地出产的
“思州柚”“思州石砚”等特产驰名国内。袁
治敏注册“蜜遇思州”，也是想搭地域品牌
的顺风车。袁治敏和伙伴们也利用自己的
微信、自媒体账号等平台，不遗余力地推介
合作社的产品和品牌。

2020年11月，袁治敏带着“蜜遇思州”
蜂蜜，参加第13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
览会，每天热情地向中外顾客和参观者散发
宣传单，推介自己的产品。几天后，一个外国
顾客打来电话，要求订购蜂蜜。虽然量不多，
但袁治敏非常欣喜，毕竟这是自己的产品第
一次走出国门。

今年入冬后，袁治敏和几名年轻的驻
村书记组成“蜜遇思州”品牌建设项目组，
并围绕品牌定位、品牌规划、品牌形象等进
行了市场调查和多次研讨。“有几点我们基
本上达成了共识，比如，我们认为‘蜜遇思
州’蜂蜜产品在礼品市场有一定的前景，准
备升级蜂蜜的包装，抢抓春节礼品市场。
当然，还要进一步找准目标人群，确定我们
的产品定位，并根据产品定位进行包装设
计。”项目组一名成员介绍。

袁治敏告诉记者，合作社成员都可
以无偿使用“蜜遇思州”商标，但产品必
须达到本社的质量要求，并承诺如果蜜
质出现问题，必须假一赔仟。“我们虽然
是分散管护，但我们的养殖理念基本一
致，技术也差不多，比如尽可能保持蜜蜂
的野性，不去改变它们的生活规律；即使
冬天也不人工投喂；一座山能容纳几群
就放几群……这样可以让蜜蜂酿出更多
原生态的成熟蜜。”

在零距离采访袁治敏夫妇过程中，记者
感受到他们对养蜂事业的那份热爱。“现在，
我们合作社已发展到37人，共养了700箱
蜜蜂，年产值达75万元左右，他们大多是残
疾人或残疾人家庭，都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还让40余户利益联结贫困户通过分红增
收。但这还不够，我和妻子都是共产党员，
又受恩于残联和社会，我们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养蜂产业再做大一些，带动更多残
疾人家庭和其他农户共同致富。”袁治敏诚
恳地说。

自21世纪初以来，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田长彦带领一支研究团队，在数百种盐生植物
中，最终筛选出盐地碱蓬等多种优质抗盐碱植物。

“盐地碱蓬是一种‘吃盐植物’。”田长彦说，在其他
作物都不能生长的盐碱地上，盐地碱蓬却通过“吃盐”
茁壮成长，“不仅每亩能生产一吨多的干物质，还能带
走数百公斤的盐。”

目前 ，盐地碱蓬的特性不仅在克拉玛依，还在新
疆喀什、和田，甚至在宁夏、内蒙古等地得到验证。一
些原本寸草不生的重盐碱地，在种植“吃盐植物”三四
年后，逐渐被改良为正常农田。 （据新华社）

分红分红！！连续第三年连续第三年

创富有道有道

■ 邱海鹰 王林

清晨，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胜利镇
吊井龙村第一书记何中明，匆匆来到劳
弱户谭秀珍家菜地里，帮老人收割萝
卜。不一会，他就收满了一篓，背到村里
的电商服务站。过完秤，收下菜，他告诉
谭秀珍老人：“17斤萝卜，4元一斤，总共
64块钱。您放心吧，过两天菜卖完，您
就能拿到菜款了。”

接过收条，谭秀珍老人感激地对何
中明说：“不出村就把菜卖了，真要感谢
何书记和村干部。”

蔬菜是吊井龙村的传统产业，全村
300余户常住人口，种植、出售蔬菜的就
有230余户，这些菜农大多是留守老人，
腿脚不太方便，距离最近的场镇约4.5公
里，步行至少需要1.5小时。到场镇农贸
市场卖菜，成了让老菜农们头痛的事情。

2020年6月，广安供电公司干部何
中明被派到吊井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了解到菜农们的实际困难后，他决
定帮他们一把。他先拟了几个方案，比
如买一辆小货车，让老人们每天凌晨搭
乘货车到场镇零售；联系收购商，每天下
午到村里收货……但因为条件的限制，
这些方案都被村里否决了。

最后，何中明提出尝试网络销售，得
到村里的支持。于是，他发动村“两委”干
部和自己所在单位的职工及家属，通过朋
友圈推介吊井龙村的蔬菜。很快，购买吊
井龙村蔬菜的散客、常客超过了500人，
一些供电公司和政府机关的食堂也加入
了订单采购行列。今年5月，何中明还在
淘宝网开通网店，接收网络订单。

如今，吊井龙村种菜的老人们足不
出村就把菜卖出去了。

何中明告诉笔者，为了当好“电商人”，早已年过半
百的他正在学着做网络直播，准备亲自出镜带货，让村
里的农产品走出武胜、走出广安……

日前，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我国
自主培育的“圣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等3个
快大型白羽肉鸡品种。

据介绍，这3个白羽肉鸡品种生产性能的特点是
体型大、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适合生产分割鸡
肉，方便制作快餐、团餐及深加工制品，这将丰富国内
肉鸡市场品种，更好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需求。这是
我国畜禽企业与科研机构在国家有关方面支持下，十
余年深度融合、协同创新、潜心躬耕的初步成果，表明
我国畜禽育种取得可喜进展、迈出重要一步。

（据《农民日报》）

我国育出三个肉鸡新品我国育出三个肉鸡新品

■ 韦德王

2018 年4月，我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化县八好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当时的八好村属于“除沙漠以外最不
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八好”是当地瑶语

“爬要”的谐音，意为出门就要爬山，全村地
处 大 石 山 区 ，贫 困 发 生 率 一 度 超 过
94.5%。2018年初，全村23个屯还有16个
没有通公路，运输仍然依靠马驮和背篓，艰
苦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公路不通，严
重制约了八好村脱贫攻坚进程。

我们多方调研，结合八好村实际，形成
了修路蓄水抓民生、危房改造稳住房、兴办
产业促致富的思路。修路摆在第一位。

大石山连绵起伏，动辄两三百米深的悬
崖，大型机械无法作业，只能采取人工开山
辟路。在驻村工作队带领下，开山放炮声、
拖拉机声惊醒了沉睡的大山，在崇山峻岭中
艰难凿出一条条山路。我没日没夜地扑在
工地上，开着车子送施工群众、送工具。

八好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三天不

下雨，地上冒青烟。每年10月至次年4月
是旱季，群众饮水都无法保证，更不用说施
工用水了。2020年初，一场暴雨把新建的
道路冲垮，大雨造成山体滑坡。关键时刻，
我和党员干部们带领大家组建攻坚队，徒
手搬运建筑材料通过塌方路段。

驻村3年，我开车行程超过7万公里，
小车被崎岖山路上的石头刺破了29个轮
胎。有一条通屯路，虽然只有2公里多，但
修路花了近3年时间。光修这条路，我就
报废了6个轮胎。好在我换胎的手法越发
娴熟，最快的一次，只花了一刻钟。

一路通，“百路”通。超过一半的村屯
通路后，危房改造、家庭水柜建设、产业发
展等迅速推进……去年6月中旬，我们终
于啃下了脱贫攻坚所有的“硬骨头”。

今年，八好村获得自治区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称号，我个人也获评自治区优秀共
产党员。随着一条条水泥路如白丝带般在
山间延伸，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家庭水柜
在房前屋后有序排开，一幅美丽乡村新画
卷在八好村徐徐展开。

随着一条条水泥路如白丝带般在山间延伸，栋栋新楼房拔地而

起，家庭水柜在房前屋后有序排开，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第一书记年过半百学做电商人，

开网店，朋友圈推介，化解卖菜难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充分利用本地
水土光热充足和离阿克苏市近的区位优势，不断调优
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全县1549座温室
大棚种植了西红柿、辣子、黄瓜、草莓等反季果蔬，助农
民增收致富。

图为工人们在温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能温室管
理反季节蔬菜。 颜寿林/摄

设施农业促增收设施农业促增收

农技新知新知

一路通一路通，，““百路百路””通通

姚敏和丈夫袁治敏在直播带货。
唐鹏/摄

取蜜归来。唐鹏/摄

七年前，丈夫因脑干出血成为重度残疾人，家庭成为贫困户。身处逆境，妻子

与他相依相守，共同打拼，不仅使自家脱贫，还带动30多个养蜂户增收致富

日前，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召开2021年脱贫户利益联结机制分红会，5个
村222户脱贫户参与凌阁农机合作社、桂香水稻合作社、牌坊坝村茶园等项目分
红，共获得分红金4.8万元。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获得分红。

今年，青峰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总体目标，按照
“四不摘”“三落实一巩固”要求，主要抓“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保障”动态监测、
产业巩固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治理四项重点工作，积极争取各项衔接项目
资金，建强产业致富园和就业园。

图为脱贫户开心地领取分红金。 陈仕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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