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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蒲江县石燕村的刘叔，只要提起樱桃就会笑得合不拢嘴。2013年，
在村镇的帮助下，他把自家原来种的柑橘树全部换成了樱桃树。种下4亩
樱桃的刘叔，一直在计算未来收益：一株丰产可收 30斤樱桃，一亩 50株樱
桃树，这几年樱桃的保守价格15元一斤，亩产效益一两万元是可期的。

和刘叔一样，石燕村的很多村民都把自家的其他果树换成了樱桃树，
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增加种植樱桃树。可以预见，明年春天这里漫山遍
野将盛开樱桃花。目前，石燕村规划的“千亩樱桃园”第一阶段已完成，种
植区域内还修建了休闲观光步道，路旁种植了桂花和樱花，为今后发展赏
花等休闲体验乡村游打下基础。

在成都农村，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新村+产
业，就等于脱贫。”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方面要坚持小规模、组团

式、微田园、生态化的理念，科学制定贫困村的新村建设规划，另一方面，要
培育粮油、茶叶、药材、果蔬、水产等特色“天府农产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

从为贫困村“输血”到“造血”，凸显了成都市扶贫政策的变化。
10000元，是成都市新一轮扶贫开发划定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扶贫

标准线。今年起，低于这条线的村落挨个排座次，最后100名，将被列为“相
对贫困村”。

这条标准线，并不低。面对四川省省会、首位城市成都需不需要扶贫、
应该怎样扶贫的疑问，去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坚持高标准推进城乡扶贫开发
的实施意见》，要求成都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减少相对贫困，扶贫开发进入攻
坚拔寨、高位求进的新阶段。

从扶贫的任务来看，成都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转为“减少相对贫
困”。

“两至三年进行一次排位，总有排在后面的，这是一种滚动式的动态扶
贫。”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解读，按照成都“更高标准”的思路，扶贫并不
是要“图温饱”，而是要“图发展”，实现均衡发展。

减少农村相对贫困，成都市的帮扶标准在不断提高。今年启动的新一
轮扶贫开发，将按照 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10000元的标准，倒
排100个相对贫困村；按照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区（市）县同期水
平50%的标准，确定10000户相对贫困户，“这就是成都市的百村万户帮扶
行动。”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精准到村、精准到户的扶贫
开发，成都在2015年底已经全面完成第三轮第一批农村扶贫开发的目标，
让100个相对贫困村甩掉“穷帽子”。按照计划，2017年，成都市将在中西部
地区率先实现农村全面小康。

“下一步，我们将学习借鉴上海、广州等经济相对发达城市扶贫开发工
作经验，研究提出我市下阶段（2016-2020年）扶贫开发工作方案。扎实抓
好相对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和精准减贫工作。”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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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精准扶贫”带领村民奔小康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走进成都崇州市稻香旅游环线上的白头镇五星村8组B区的居民新
村，一排排白墙黑瓦水墨风的建筑错落有致，墙边草木点缀着青瓦，疏密
相间，让人瞬时心生幽静安闲之感。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
百亩盛开的油菜花田。

“从来没想到，可以住到这么好的房子。”在村主任孙献忠的带领下，
记者发现这里的每一户村民都居住在 240平方米以上的新居里，楼房共
两层，门口还带小花园。孙献忠介绍，2013年6月启动新村建设以来，全
村 751户、2825人参加新村建设，规划了 3个新村点位，采用川西民居风
格，公共配套设施齐全（包括水、电、气、路、绿化、健身广场、民俗广场
等）。目前，新村主体、风貌工程已完工。

仅仅在两年多前，这个村的农民收入还处于市级贫困线以下。
这是成都市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一个真实写照。近年来，成都市创新

体制机制，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以高标准精准扶贫帮助城乡贫困
群众“挪穷窝”、“换新颜”，以真情真心支援带动民族地区和周边市州协同
发展，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在新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康北儿童福利院，多珠旺姆
小朋友说：“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兄弟姐妹，非常快乐。”副院长
邱宗秀介绍，这座由成都市对口援建的福利院自2014年8月建成
后，已接收甘孜州7个县90多名孤儿。

地处川西高原的甘孜州，是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成都
勇于担当，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由龙泉驿区等10个区县对口支
援甘孜州10个县。

截至去年底，成都已将 9.45 亿元援助资金足额划入共管账
户，先后向甘孜派出 3批次 778名援藏干部，培训当地藏区干部
人才27307多人次，为项目援藏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持。

依托这样一支本地外地结合的脱贫攻坚主力军，成都支持民
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努力正在由梦想变成现实。援甘4年来，援藏
项目共吸纳当地群众就业2.44万人次，人均增收2564元。

在甘孜州德格县，马尼干戈大道、达马乡中心卫生院、马尼
干戈乡幼儿园等17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建设项目基本完工。与此同

时，德格县城风貌改造也将全面启动，“雪山下的文化古城”重
新绽放耀眼光芒。

“2012 年—2016 年，成都高新区计划投入援建藏区资金近
2.4 亿元，实施涉及城镇建设、规划编制、公共服务、产业发
展、智力援助等援建项目 40 个。”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在白玉县，中藏药材种植、无公害蔬菜种植、高原紫皮马铃
薯种植、林下资源加工等七大惠民产业示范基地从无到有，成为
农牧民就业增收致富的新引擎。“2012年6月，武侯区启动了对甘
孜州白玉县的对口援藏工作。以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是我们帮扶白
玉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思路。”武侯区相关负责人这样介绍。

与此同时，由成都与甘孜州联合打造的“成都—甘孜工业
集中发展区”也于去年底落户成都邛崃市，成为以产业合作助
推民族地区加快脱贫的最新尝试。据邛崃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园区将由成都市筹资建设，甘孜州既不投入资金也不承担债
务，双方共同招商所得发展收益，由成都和甘孜按 4∶6 比例分
享。

另外，成都——阿坝工业园建设正大力推进，园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共计55户，节能环保产业成为主导；成都——眉山工业
园区通过多年发展，现已初具规模。作为四川首位城市，成都在
对口援建中展现着责任与担当。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4年前的成都崇
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4年
后，村民搬进了崭新小楼，人均纯收入由 4800
元增加到1.55万元。

记者这次到五星村时，刚好看到了村里股
份制合作社的分红大会。去年全村股民收益率
都在10%以上，农户脸上都展现出喜悦之情。

在新村建设推进过程中，五星村成功引进
了“盘古”和“柏萃”两个农业项目，流转了
当地上千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开始了产业转
型。项目的进入，也促进了当地不少农民在家
门口就业，村民劳务收入大幅提高。

通过成立“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了
全村入社面积 1100 余亩，耕地规模经营率达
100%，农民组织化程度达 90%；建成高标准农
田2000余亩、高端草莓种植基地200亩、稻田养
蟹养鱼示范基地 100 亩、种养循环示范场 1 个、
智能化育秧中心1个、粮食烘储中心1个。合作

社以优质粮油为主要产业，大力发展认养农
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创意农业，并成功
打造了“五星品牌”这一特色农产品品牌。

崇州市农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崇州
市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已有 1400 多人。在这些
农业 CEO 身后，则是活跃在农业产业
化经营一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
至目前，成都已涌现出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 476 家、农民合作社 6190 家、家
庭农场2143家。

强势崛起的一代“农场主”正以
其锐意实践，不断刷新“面朝黄土背
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
民形象。怀着“希望家人有安全健康
食物”的初心，2014年，“80后”王亚
鹏结束军旅生涯，回到老家崇州市羊
马镇，流转了 50 多亩地，办起自在农
场。王亚鹏说，种地的肥料用农家肥

或秸秆等堆积发酵，除草用人工，除虫用辣椒
水。由于担心隔壁农田喷洒的农药飘过来，他
还将农场 30 余亩土地围起栅栏并留出隔离带。

“现在我为成都两家超市供应有机蔬菜，只要符
合检测标准，产多少他们收多少。”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成载体新型合作社让农民变股东新型合作社让农民变股东

因地制宜选择项目保收益因地制宜选择项目保收益

帮 扶 藏 区 彰 显 城 市 责 任
陆培法

图为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一角。 资料图片

图为成都农民通过考试取得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
资料图片

图为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的新居。 资料图片

图为成都市武侯区帮扶藏区援建的甘孜州白玉县中学。 资料图片图为成都市武侯区帮扶藏区援建的甘孜州白玉县中学。 资料图片

图为成都市民到郊区观赏油菜花的场景，通过农家乐项目脱
贫致富是成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 资料图片

农村扶贫，最终极的目标是增强农村的“造
血”功能。农村要发展，产业是支撑。

在扎实推进“10个粮经产业新农村建设成片
推进综合示范基地”等“米袋子”、“菜篮子”工程
建设的基础上，成都支持相对贫困村因地制宜发
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项
目，形成了一批效益高、带动性强的优势特色产
业。

在采访过程中，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详细
介绍了创办“粮食银行”的情况。这些“粮食银
行”的功能就是把农民自己家的粮油存放在这
里，店里记录下存放时的市场价格。当农民需要
再取回这些粮油时，根据取回时的市场价格和存
放时的市场价格综合判断该返还农民多少粮油，
其原则是保证农民“只赚不亏”。当然，农民也可
以把存放的粮油折成钱，换回其他种类的粮油产
品，同样是保证其存放的粮油在这里“只涨不
跌”。

在五星村的一间“粮食银行”里，记者看到各
种包装精美的大米、食用油、有机杂粮等。据该
村的村长介绍，现在该村的农民家里再也不用储
存大批吃用东西了，而且还“只涨不跌”，何乐而
不为呢！

按照计划，成都市两年内将新建农村新型社
区具有“粮食银行”功能的日用品直营店50个。

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
粮食烘储中心，是崇州市率先启动建设的粮食烘
储示范点，该项目预计投资 510 万元，占地 3 亩，
烘干能力每日 200 吨，同时还将建设储藏能力达
2000吨的粮仓一个。

不少人在收割季节去郊区时都会发现，许多

农民把刚刚收割的稻谷都晒在马路上，想让粮食
趁晴天快快晒干，免受损失。崇州市发改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烘储中心有并联式烘储设备等各种
配套设施，农民只需把刚收割的粮食送到烘干中
心的机器里，最多几个小时就能变成干燥可储存
的粮食了。另外一大特点是这些烘干机器用秸
秆做燃料，烘干粮食的同时解决了秸秆利用难
题。

崇州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心还
在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可解决合作社
4000亩粮油的产后储存，1万亩粮油的烘干问题，
每亩可节约粮食成本约20元。

在成都都江堰市向峨乡蒲张路上，记者常常
看到“美一天家庭农场”字样的小型送货车往返
穿梭，它们将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送到每一个订
户家中。

蒲张路是汶川地震灾后
重 建 规 划 的 都 江 堰 旅 游 环
线。由于灾后重建集中居住
的缘故，向峨乡石碑村位于高
山上的耕地距离集中居住区
太远，逐渐被撂荒。2013年春
天，电商专业毕业、自主创业
的“90 后”女大学生王珊看中
了这块高山宝地。

很快，她找到村上，流转
了 204 亩土地，注册成立美一
天家庭农场。百余亩蔬菜、50
头粮食猪、300 只跑山鸡，“美
一天”看上去很简单，但也不
简单。走进农场，太阳能供电

的鸡舍和猪圈建在农场制高点，旁边是山坪塘和
储肥池，通过管道延伸，可喂畜禽可灌菜地，农家
肥直接还田，百余亩蔬菜采收后的残渣用来喂50
头粮食猪、300只跑山鸡，充分实现了农场资源的
可循环利用。

更不简单的是王珊的销售理念。她和家人
准备把全程可追溯的有机农产品生产销售过程
搬上网，打造全电商农场。现在她已经把蔬菜种
植、禽畜养殖场景全部拍照，放到自己的网店上，
透明的生产过程受到网友追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农业”创新创
业行动计划，已经写入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中。“我们正在打造遍布每一个村的电商平台，让
城乡产品自由流动。”成都市农委扶贫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