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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开启脱贫奔小康的“新征程”
谢 慧 王 潍 钟小明 温水源 图/文

“搬出了大山，从此就断
掉了‘穷根’，家人过上好
日 子 ， 生 活 有 了 新 希
望。”最近，家住江西省
赣州市于都县银坑镇汉
田村下段组的陈南海一
家做梦都没想到，不到
一年时间，他家的生活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家人搬进了营下村大坪
移民安置点，孩子只要步行5
分钟就能到学校，家里种上了
蔬菜，装上了光伏发电板，夫
妻俩在家门口务工每天收入超
过 100元。去年，于都县共有
5.1万贫困户经历了和陈南海一
样的巨变，实现了脱贫致富。

于都县，原属赣南中央苏
区，因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而闻名遐迩。同时，于都地处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13年
底，贫困人口还高达18.1万人。

如何摘掉老区群众贫困的
帽子？于都县立下愚公志，打
响攻坚战，把扶贫攻坚、脱贫
摘帽作为第一政治任务，抢抓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重大机遇，
精准细化“五个一批”工程，
在移民搬迁扶贫、油茶产业扶
贫、光伏产业扶贫、农村电商
扶贫、金融扶贫、干部结对帮
扶扶贫等领域进行了创造性探
索实践，相关经验做法成为全
省乃至全国典型，为打造“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扶贫攻坚的先
行区”迈出了坚实步伐。贫困
人口由“十一五”期末的22.7
万人减少至如今的8.5万人。

“梯级安置”——
让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于都县银坑镇汉田村下段组是一个偏远的村组，这里土
地贫瘠，村民的住房依山而建，多是危旧土坯房，每逢雨季总
有大小山体滑坡，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恶劣的生产生
活条件，让像陈南海一样的村民世代过着穷日子、苦日子。

“原地扶贫，成本高、难度大、不可持续，要想脱贫，必须
走易地搬迁之路。”于都县委书记蓝捷一语道出深山区贫困
群众彻底脱贫的办法。

怎样搬才能让贫困群众顺利走出大山？于都县立足“整
体搬得出、长期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实施中心村、中
心镇及县城工业园“梯级”安置模式。对符合条件并愿意进
县城工业园区安置的，将其安置到县城工业园区，其余移民
户分别安置在中心镇或中心村。政府积极引导，力争实现能
进城的不留镇，能入镇的不留村，能集中的不散居。政府统
筹解决贫困群众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
从根本上斩断了贫困户的“穷根”。

“房子110平方米，价格1400元每平方米，比市场价省了
28 万余元；享受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补助 1.5 万元，叠加享
受深山移民补助1.6万元，易地搬迁政策性贴息贷款10万元
……”日前，于都县思源社区移民安置户王书荣向笔者晒出
了他们一家搬出深山、进城进园的“幸福账单”。

“思源社区是于都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扶贫安置点，也是
江西“进城进园”移民搬迁扶贫的四大精品安置示范区之
一。”于都县移民扶贫办主任王九龙介绍，项目总占地面积
100亩，建设移民扶贫安置房1193套，安置深山区、库区移民
约 7000人。这里按现代新型社区标准规划建设，配建了幼
儿园、商店、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以方便移民
就业、就医、就学，让移民群众享受到了与城里人同等甚至更
好的生活和就业创业条件。

与此同时，于都县还建设了罗坳镇大桥移民新村，岭背
镇滨河移民社区，黄麟乡、小溪乡中心镇集中安置点等一批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既让贫困群众就近安置，留得住乡愁，解
决了自身发展的难题，又实现了土地集约化利用、推进了新
型城镇化建设。今年，该县已启动 9个中心镇、中心村移民
安置点，以及占地面积193亩，竣工后可安置移民2500户、容
纳1万人的思源社区二期项目。

目前，该县已有4400余户共2万余深山农民告别大山喜
迁新居，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产业扶贫——
青山绿水建起“绿色银行”

“去年，政府帮我流转了5亩山地种油茶，不仅免费帮我
整好地、买苗子，还帮我统一种好，我只要出工出力就行，好
日子就要来了。”在罗坳镇鲤鱼村，贫困户谢修发正在为自
己的油茶苗施肥。

由于妻子和女儿长期患病，谢修发家里每年只有1000
来元收入，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虽然也想改变这种状况，
告别贫困，可一没资金，二没技术。

谢修发的困难，也是当地很多贫困户普遍面临的困
难。为此，当地党委政府实施“统一流转、统一规划、统
一整地、统一购苗、统一栽植、分户管理和收益”的“五
统一分”油茶产业发展帮扶模式，帮助谢修发这样的贫困
群众解决了产业发展中的资金、技术、销售等难题。目
前，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25.1 万亩，建成梓山、段屋、
黄麟、盘古山、银坑等 10 个万亩油茶示范基地。预计到
2020年，这里的油茶面积将达到50万亩，年产值可超过22
亿元。油茶产业在山上建起一座“绿色银行”，将带动4万
余贫困户“把钱包鼓起来”。

“于都坚持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抓扶贫，向青山绿水要金
山银山。”于都县县长陈阳山介绍说。

与山上“绿色银行”一起建造的还有村民的屋顶“银行”。
“在屋顶安装光伏发电板，安装价格为7.6元每瓦，其中政府补
贴1元、安装企业捐赠1元，按这个价格算，安装5千瓦的光伏
发电板，我们只要投入2.8万元，除了正常用电外，每月可以增
收300元至500元。”近日，在于都县贡江镇白口村鹅公塘组，
农民周地发向笔者细数着光伏产业扶贫的好处。

于都县光伏发电办主任熊晟介绍，光伏发电是科技扶
贫的新模式，目前在于都县已经广泛推广。截至今年 3月
底，全县共安装完成“一户一站式”户用电站7390户，“农
户合作模式”村级联户电站 156 个，总装机容量 41.63 兆瓦，

已签订安装协议 8010户，贫困群众无需日晒雨淋便能坐享
“阳光效益”，增加收入。

于都还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发展扶贫特色产业，对资源
禀赋、发展条件、产业基础相近的贫困乡村进行集中连片规
划开发，优先扶持发展油茶、赣南脐橙、茶叶、商品蔬菜、光皮
树、大盒柿、杨梅、奶牛等现代农业扶贫主导产业。同时，该
县还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全县 2300多户贫困户通过
参与景区建设和管理以及开设农家旅馆、农家餐馆等方式增
加了收入。

“电商+扶贫”——
土疙瘩变身网购香馍馍

“以往农产品销售难，耗时费力，价格还不高。现在好
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5月4日，于都
县罗坳镇大桥移民新村“农村e邮”点，正忙着打包发货的村
民葛小兰告诉笔者，她家制作的手工腐竹色泽黄亮、豆味浓
郁，但以前苦于信息渠道不通，无法靠这门手艺脱贫致富。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于都县积极探索“电商+扶
贫”的脱贫新路子，首先破解了“卖”的难题。当地采取“农
民+合作社+电商企业”、“农民+电商企业+虚拟农场”等模
式，将于都脐橙、梓山酱油、盘古龙珠茶、禾丰珍珠粉等各乡
镇的特色农产品上网销售，昔日土疙瘩变成了网上俏销的香
馍馍。目前，于都在天猫商城特色中国馆建立了于都特色
馆，与1号店合作建立了“1号店于都馆”，在全县开设淘宝村
级服务站85个，农村e邮10个，京东电商15个，发展京东村
级推广员207人。

梓山镇潭头村村民刘小军同样搭上了电商致富的“快
车”。他是潭头村村级淘宝服务站负责人，帮助村民批量团
购生活用品、生产物资、家用电器等，让农民享受网购优惠。
村民到他的“村淘”网购，能比在市面上购买商品节约25%左
右的费用。截至目前，当地农村淘宝、农村e邮、京东等电商
已为全县贫困户代购20余万笔，代购总额达3120多万元，帮
助村民节省开支近800万元。

为帮助贫困户实现电商创业，该县还制定出台了 《加
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17 条措施、《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23条扶持政策和《关于加快全县电子商务产业扶贫工
作的实施方案》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邀请知名大学教
授、淘宝大学和“一亩田”等电商培训教师，分别对企业
主、电商经营者、农家店主等多重主体实施“订单式”培
训，提升电商创客创业水平。

“电商+”更点燃了创客们的创业梦想。去年 7月，集
办公孵化区、物流配送区、培训区、产品展示区、公共功
能区等 5大功能于一体的电商创业聚集园区投入使用。对
入驻园区的企业，前 3 年实行“注册、场地、信息、培
训、网络、水电”6 个免费政策，并制定了其他电商扶持
政策。“零成本、低门槛，免费培训，拎包入驻”的模式，

让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困难群众争相入驻。
2015年，于都全县电商交易额突破28亿元，发展个体

网店3966家，新增工商注册电子商务企业75家，新增微店
2667 家，带动 1.5 万余名贫困群众参与物流配送、企业服
务等相关行业。

金融扶贫——
借鸡生蛋、借巢育凤

“感谢政府帮扶，让我建起了‘阳光银行’，可以借‘光’生
财”。于都县贡江镇红峰村的贫困户钟汉良告诉笔者，他一
家三口都是残疾人，劳动能力十分有限，多亏县里帮他办理
了“光伏贷”，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不论是移民搬迁，还是产业发展，都涉及到资金问题。
资金从哪来？为此，于都县借鸡生蛋、借巢育凤，择优选择扶
贫责任心强、金融扶贫经验丰富的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支持单
位，专门为于都贫困群众“私人订制”了“安居贷”“油茶贷”

“光伏贷”“电商贷”等信贷产品。对有劳动能力和有生产经
营意愿的扶贫对象实行贷款贴息补助，支持他们移民搬迁、
发展产业致富。同时，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移民户提供
自主创业项目贷款。

目前，该县已发放“安居贷”20450 万元，“光伏贷”5794
万元，“产业扶贫贷”11037万元，“油茶贷”7621万元，“财政
惠农贷”33396万元，“电商贷”2535万元。

于都还用好用活市级扶贫担保基金，对吸纳贫困群众
为用工对象的企业，提供担保贷款、减免担保费。据统
计，2015年该县兑现帮扶企业资金7208万元，减免企业税
收5221万元。

于都还建立了产业扶贫风险补偿机制，设立5000万元
的“于都县产业扶贫项目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接扶贫开
发担保政策，按照不低于风险补偿基金的 8倍提供扶贫信
贷资金，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
业、电子商务等产业和能够安置大量扶贫对象就业的其它
劳动密集型产业。

结对帮扶
让“关键少数”接受群众监督

“为建房向亲戚朋友借了9万元，办农家乐又贷了10万
元。说实话，压力不小，但现在有县里的干部一对一帮扶，我有
信心。”于都县贡江镇红峰村45岁的贫困户钟灶生对笔者说。

因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贡江镇红峰村曾是全县出名
的贫困村，为此，县政府结对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多方寻策，因
地制宜开出了种植高山蔬菜、发展光伏产业、试水乡村旅游
的“方子”。现在，村里成立了青翠园蔬菜和协成果业两家合
作社，26户贫困户参与到高山蔬菜种植和果业发展中。

为整合精准扶贫力量，于都县构建了全方位帮扶机制，
组建起161个驻村扶贫工作组，下派干部5192名，结对帮扶
33633户贫困户。

今年 2月，该县还专门出台了《于都县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考核办法》，将乡（镇）党委书记、结对
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结对帮扶干部、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村
党组织书记等“关键少数”纳入考核范围。

同时，于都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考核对象的考核，
由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考核结果第一时间在乡（镇）、村醒
目位置予以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于都县委书记蓝捷说，“十三五”规划作出2020年“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庄严承
诺，于都作为原中央苏区县，再次踏上脱贫奔小康的“新征
程”，一定要在2018年底全面实现老区群众的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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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岭背镇农民在网上做“买
卖”，农村电子商务开辟了脱贫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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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的脱
贫致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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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县城全景于都县县城全景。。

党员干部在田间指导贫困户发展产业。

▶罗坳镇大
桥移民新村用光
伏发电板装成了

“金屋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