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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市安化县，因茶设县，因黑茶而

闻名。然而，由于当地黑茶产业粗放发展，上

世纪 80 年代一度步入低谷，茶园面积锐减。

“2014 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 15.8
万人，面对这么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还是要瞄准

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脱贫。”

安化县委书记刘勇会说。

传统黑茶产业如何焕发新活力？近年来，

安化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茶产业发展质

量，走茶旅融合发展道路。如今，安化县种茶

面积达到 36 万亩，年产茶叶近 9 万吨，茶产业

年综合产值超过 220 亿元，10 多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因茶脱贫。

“一片树叶成就一个大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一亩茶园基本脱贫，两亩茶园稳定脱贫”，在安化，

黑茶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全县

2019年摘掉了贫困帽，阔步迈向乡村振兴。

产业链紧密利益联结
“让脱贫户的茶叶卖得一

片不剩”

“茶叶两头尖，三年又发癫。”在安化茶农

中流传的这句俗语，道出了黑茶市场的不稳

定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初茶叶行

情下跌，这可愁坏了安化云台山八角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邓超芝。

“每斤生茶收购价低了 5 毛钱，订货量也

不如往年。”让她发愁的不只是自家的 6000 亩

茶园，还有 4000 亩企业结对帮扶的农户茶园，

“635 户脱贫户刚尝到种茶的实惠，如果几千

亩茶叶采不下来，或者采下来卖不出去，他们

会面临返贫风险。”

邓超芝回忆：“当初确实着急，一个个茶园

关系着一户户家庭的生计，怎么办？”

2014 年，邓超芝回娘家马路镇洞马村探

亲，看到邻里乡亲生活困难，她决定带领大家

种茶脱贫。“当时家里老人说，不能‘一家富了

千家怨’，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邓超芝说，

虽然采购农民的茶叶，人工、检测、运输等成本

比自营茶园高约 10%，但她认定扶贫这件事，

下决心干下去。

“村民每种一亩茶，政府补贴 1000 块钱，

公司免费提供茶苗、肥料和技术指导，负责以

保底价收购。”邓超芝说，在政策帮扶下，第一

批 19 户农户开始跟着她种茶。之后 3 年，种茶

的农户越来越多。2016 年，八角茶业被评为

湖南省重点产业扶贫企业。

“我们的茶业扶贫采用的是‘四方联动’利

益联结机制，这让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

战。”八角茶业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龚意成说。

什么是四方联动？龚意成介绍，就是脱贫

户按照茶企的要求种植管理茶园；村集体帮助

茶企组织村民采摘鲜叶；茶企免费提供茶苗和

技术指导，收购鲜叶，加工茶叶；村里的党员、

乡贤及在外的企业家帮助销售茶叶。

“龙头企业成长性好，抗风险能力强，非常

适合作为产业脱贫的载体，来保障贫困户稳定

受益，而政府、村集体和茶农也各有分工，为龙

头企业生产、销售助力。”安化县委副书记周登

高介绍。

“镇里干部了解到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困难

后，积极帮助我们联系销路，20 多家企业给我

们发来了订单，有的企业虽然不经营茶叶，但

主动提出定制茶叶礼盒，一订就是几百上千

份。”龚意成说。

四 方 联 动 为 安 化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护

航 。 县 里 每 年 都 整 合 项 目 资 金 支 持 茶 园 基

地 建 设 ，对 种 苗 基 地 、新 建 茶 园 以 及 老 茶 园

改造进行补贴。近 3 年来，50 多家民营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筹资金 2 亿多元，发展

茶 叶 订 单 种 植 ，保 底 价 收 购 ，带 动 农 户 稳 定

增收。

“一条产业链上紧密利益联结，让脱贫户

的茶叶卖得一片不剩。”刘勇会说。

智能技术提升质量
“ 茶 叶 增 值 几 倍 甚 至 几

十倍”

“快来看看我的智能茶仓。”从深圳返乡进

入茶叶行业的龙文初领着记者来到一间不大

的仓库，与传统的黑茶存储仓库不同的是，这

里温度、湿度可控，还安上了 24 小时在线的摄

像头，全国各地的客户都可以实时在线查看存

在这里的好茶砖。

这 些 顾 客 是 怎 么 来 的 ？“ 我 们 搞 的 是 体

验 式 营 销 ，外 地 顾 客 慕 名 来 茶 园 游 览 ，来 茶

楼品茶，来茶仓参观，满意了再下订单。”龙

文初介绍，很多懂茶、爱茶的人，看了之后都

会出手购买，这部分人下单的平均销售额可

达 3 万 —5 万 元 ，比 传 统 销 售 模 式 高 了 一 个

数 量 级 。 他 的 企 业 正 在 打 造“ 铁 粉 计

划”——吸引更多顾客来安化品茶买茶。

营销模式突破后，如何保持好口碑？“提升

茶叶质量、保证产业发展可持续是关键。”龙文

初说。

“ 鲜 叶 的 等 级 如 何 ，是 否 有 机 培 管 ，茶

叶 价 格 不 同 ，品 质 好 的 会 增 值 几 倍 甚 至 几

十 倍 。 比 如 ，普 通 的 三 级 原 料 ，虽 然 每 亩 两

季可以采 2000 多斤鲜叶，但每斤只能卖 3—

4 元 ；而 高 品 质 的 有 机 芽 头 ，每 斤 最 高 可 以

卖 120 元 。”龙 文 初 介 绍 ，一 开 始 ，农 户 们 小

心 翼 翼 送 来 的 芽 头 常 常 不 合 格 —— 他 们 不

知 道 ，芽 头 采 摘 的 时 候 不 能 用 指 甲 掐 ，只 能

用 手 小 心 扯 断 ；种 植 的 时 候 还 有 农 户 施 用

化肥不合理。

为让农户种出合格的茶叶，企业把培训班

办到了村里，至今已连续开设了 5 年。

在加工环节，新技术激活传统产业。国

网 安 化 县 供 电 公 司 推 广 茶 叶 制 作 的 电 能 替

代，通过建立全流程电气化茶厂，打造智能型

烤茶房，让杀青、揉捻、渥堆、烘焙、干燥等制

作工艺，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数字化生产的

转变，大大提升了制茶产能和质量水平。

近年来，安化推行无公害生产管理，加快

有机茶、绿色食品茶、无公害茶基地认证，组

建安化黑茶学校、黑茶研究院、黑茶工程研究

中心等科研机构，高品质有机认证茶园达到

6 万亩，以茶叶深加工为核心，仓储、物流、科

研等配套服务平台为补充的产业聚集区初步

形成。

茶旅融合打造综合体
“ 实 现 跳 出 茶 叶 再 回 到

茶叶”

来到安化县江南镇黄石村，茶山上的运茶

轨道机正自动运行，山下的欢乐田野、四季采

摘等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茶旅融合，在这里

已成气候。

“看到精准扶贫下了真功夫、见了实效，我

下定决心返乡投资。”在外经商的黄华明 2015
年回到黄石村，创办了茶叶合作社，准备大干

一场。村里土地分散，黄华明觉得仅靠种茶卖

茶，还是太单一。“正在我摸索的时候，县里提

出茶旅融合的理念，这让我找到了方向。”黄华

明说。

如今，黄石村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路

子：打造远近闻名的田园综合体，茶叶合作社

和旅游公司现有茶园 1000 余亩，还建起 280 亩

果园，过去常常内涝的山塘被改造为荷花池，

村口的思贤溪也上了漂流项目，115 户村民成

了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如今村里大部分茶叶

都被游客买走了，实现了跳出茶叶再回到茶

叶，收益更高了。”黄华明说。

安化县茶乡花海社区，既是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又是茶旅融合景区，脱贫、茶产业和

旅游三者找到了契合点。社区共安置脱贫户

2137 人，很多搬迁户在茶乡花海生态园当起

了驾驶员、导游和保洁员，2020 年生态园为员

工发放工资 50 多万元。

在接受了景区电瓶车驾驶培训后，搬迁户

黄建超成了一名专职司机，“月收入 3300 元，

还能照顾家里，不比去外面打工差。”

在安化，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国黑茶

博物馆、黑茶特色小镇、云台山茶旅开发和天

下黑茶实景演艺等茶旅一体化重点项目陆续

建成。2018 年、2019 年安化县游客接待量连

上 600 万、700 万人次两个台阶，年旅游综合产

值分别达到 52 亿元、75 亿元。一批茶民宿、茶

温泉蓬勃兴起，茶叶深加工产品加快开发，越

来越多的农民过上好日子。

左上图为安化县马路镇湖南坡村有机茶

园。 李绍勇摄（人民视觉）

湖南省安化县黑茶产业带动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一片树叶成就一个大产业
孙 超 刘刚贵

2020 年，贵州省望谟

县乐旺镇坡头村如期脱贫

了。采用“公司+合作社+
村 集 体 +脱 贫 户 ”发 展 模

式，花椒、养鸡两个主导产

业小有规模，光伏扶贫每

年 给 村 集 体 稳 定 增 收 12
万 元 。 村 里 投 资 生 态 养

鱼、生猪养殖等项目，收益

也 不 错 。 产 业 扶 贫 全 覆

盖，2020 年全村脱贫户人

均 纯 收 入 超 过 1.1 万 元 。

面对成绩，驻村第一书记

刘恭利坦言，村里的产业

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覆盖

面最广的是庭院经济，新

型主体带动能力有限，主

导产业起步不久……为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衔接乡村

振兴，2021 年村里准备打

造品牌，发展订单销售，把

主导产业做大做强。

坡头村是脱贫地区的

一个缩影。持续 8 年脱贫

攻坚，产业扶贫取得了明

显成效，一大批特色优势

产业拔节成长，每个脱贫

县 都 形 成 了 2—3 个 扶 贫

主 导 产 业 ，72% 的 脱 贫 户

与带贫主体建立了利益联

结关系。然而，整体上脱

贫产业发展还处在起步期、成长期，整体水平还不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不够强。

做强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脱贫攻坚取

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对“三农”工作重

心的这一历史性转移，要巩固拓展产业扶贫成果，持

续发展壮大脱贫产业。

脱贫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要保持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种养业等扶贫产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周

期较长，需要长期培育，还要“扶上马、送一程”。脱贫

后 5 年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稳定并完善信贷、保险等产业

发展支持政策，通过整合资金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来巩

固脱贫成果。

壮大新型主体，完善联农带贫机制。要继续从资

金项目、金融保险、用地用电等方面加大对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的支持，鼓励支持新型主体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更好带动脱贫户、小农户发展。这方面，

不少地方的实践值得借鉴。湖南安化支持鼓励近 200
家茶企建基地、提质量、活销售、促融合，紧密带动超

1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一亩茶园基本脱贫，两

亩茶园稳定脱贫”。河南省内乡县扶持龙头企业牧原

集团做大做强，将全县 1.6 万脱贫户、97 个脱贫村嵌入

生猪产业链稳定增收。

补上短板，促进脱贫地区产业提档升级。脱贫地

区的产业，不少面临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需要加

快补上。要稳定产业技术专家组、产业发展指导员、

科技特派员等技术帮扶队伍，加大农技推广、技术服

务和培训力度，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打

造、擦亮品牌，加快建设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设施，

加大产销对接，利用“互联网+”拓展销售渠道，让脱

贫地区的特色产品不愁卖、卖得好。提升特色种养

业，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乡村服务业，延长产业

链 ，促 进 产 业 融 合 ，提 高 产 业 市 场 竞 争 力 和 抗 风 险

能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巩固拓展产业扶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广

大农民群众继续奋斗，定能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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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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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招真脱贫，确保脱贫
成果经得起检验

脱贫摘帽后，如何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绷紧弦、加

油干，我们通过查漏补缺，夯实产业基础，确保

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

张文深说。

“帮扶政策实打实，咱致富有奔头。”新野

县沙堰镇李庄村脱贫户李随停说着指向墙上

两张扶贫政策明白卡：一张已经泛黄，记录着

全家 2018 年脱贫历程；另一张是新卡，增列若

干帮扶政策，落款时间“2020 年 12 月”。

一个脱贫户为何有两张明白卡？

李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进晓介绍，在入户

走访中，发现李随停 2020 年 7 月返乡待业，存

在返贫风险。经村里评议，将其纳入脱贫不稳

定户。帮扶措施及时跟上，李随停和妻儿被安

排到村公益岗位就业，妻子还到扶贫车间打

工，实现了稳定脱贫。

从 2020 年 8 月 开 始 ，南 阳 市 聚 焦 9 个 方

面 50 个大问题，出实招真脱贫，全面排查低收

入和困难群众，实行台账式管理、查改一体化

推进，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县乡村

“三级书记”开展大走访活动，利用手机软件

随机选户、导航进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带

头分包扶贫信访案件，对政策落实遗漏户等

进行逐户研判、解决问题。截至目前，全市排

查发现问题 7913 条，已整改到位。

织密“防贫网”，构建产业
扶贫体系

“在这儿住，很幸福！吃药有人提醒，吃

饭有人管，比自己家孩子照顾得还细致。”在

唐河县桐河乡邱庄村幸福院里，74 岁的王瑞

田赞不绝口。

王瑞田有脑溢血后遗症，儿子在外打工，

过去一直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对这样的边缘

易致贫户，政策要及时帮一把。”桐河乡党委书

记崔化杰说，村里给老人办了低保，动员他住

进幸福院。

为筑牢“防贫坝”，南阳市聚焦重度残疾

人 员 、失 能 半 失 能 人 员 等 特 困 群 体 ，采 取 村

级幸福院集中托管、乡镇敬养老机构集中供

养 、社 会 福 利 机 构 集 中 托 养 、卫 生 机 构 集 中

治疗康复等“四集中”方式，解决他们的自理

难 、护 理 难 等 问 题 。 目 前 全 市 投 入 资 金 30
亿元，建成“四集中”机构 1430 家，兜底保障

10.2 万人。

南阳市副市长李鹏说，针对因病致贫问

题，政府联合保险公司实施“政康保”工程，3
年来受益 423.53 万人次。针对天灾人祸致贫，

探索实施“政福保”工程，累计赔付 4201 万多

元。试点“防贫保”工程，帮助脱贫不稳定户不

返贫、边缘户不致贫。

脱贫致富，根本靠产业。为激发内生动

力，提升脱贫质量，南阳市保持现有帮扶政策、

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做大做强粮、

油、菜、畜等“八大产业”，构建产业扶贫体系，

确保所有贫困户紧密联结到产业链上。

社旗县李店镇狮子庄村李金全脱贫后，

在蔬菜基地务工，好学又勤快，1 年多下来，

学到了种植技术，想承包大棚自己干，但缺少

启动资金。扶贫干部及时协调金融机构，为

他申请贴息贷款 5 万元。2020 年李金全承包

了两个蔬菜大棚，种上西红柿、辣椒，总收入

10 多万元。

目前，南阳市已建成食用菌、稻虾共作、艾

草等扶贫产业示范基地 1123 个，发展林果、花

卉、中药材等产业，带动一大批贫困户，依托

43 家景区，开发全域旅游扶贫，让更多脱贫群

众持续增收。

河南省南阳市因贫施策，激发内生动力

不让一个脱贫户返贫
本报记者 马跃峰

走进江西省新余市，笔直宽阔的马路通达四方，来来往

往的汽车载着农产品驶向城市商超，也载着城里的游客到

乡村观光。近年来，新余市大力实施城乡融合交通战略，将

域内 9 条国省道公路与农村公路无缝连接，4800 多公里的

高速、国省道、农村公路网纵横交错，铺就了乡亲们脱贫奔

小康的致富路。

公路通，产业兴。分宜县操场乡太湖村脱贫户钟桂生

勤劳肯干，种西瓜、种枇杷，但因交通闭塞，产品卖不出去。

政策支持，村里修通产业路，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钟桂生种

了 70 亩水稻、3 亩蜜橘，发展了 20 亩水面养殖，2020 年收入

10 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产业脱贫之星”。

“现如今，村里的农产品在产业基地打包装车，沿着

县道、省道直接上高速，再也不愁运不出去了！2020 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达 13860 元。”太湖村党支部书记黄银生难

掩喜悦。

公路修通后，老百姓的致富劲头越来越足。坐拥星落

湖、桃源洞等自然景观和塘西古村落等人文景观，操场乡年

吸纳旅客近万人次。农民黄红牙看到了商机，搞起了农家

乐，“2020 年收入 20 万元左右，今年我打算扩大草莓和枇杷

种植，游客多，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价钱。”

江西新余城乡交通融合

公路通 产业兴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杨颜菲

近年来，浙江建德市杨村桥镇不断提升草莓栽

种技术，打通产业数据流通各环节，帮助莓农实现

数字化产销，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增产增收。

图为杨村桥智慧大棚里，管理人员正在采摘草

莓。 宁文武摄（人民视觉）

智慧栽培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