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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嘉宁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程静）
在彭泽县黄岭乡金黄村，有一位“养鸡达人”叫
罗毛小。前几年，罗毛小依靠勤劳的双手顺利
脱贫。今年，他又依托家乡生态优势，办起了养
鸡场，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几年前，罗毛小不幸患上了胆管癌，妻子又
得了慢性病，需要长期吃药，这让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雪上加霜。当年，老罗一家被纳入当地建
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小病不花钱，大病有报
销”的国家健康扶贫政策。“那时家里入不敷出，
村里按照扶贫政策帮我制定脱贫规划。”国家的

扶贫政策让老罗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
“现在看病报销比例高达90%。”老罗说，看病花
销越来越少，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在成功脱贫后，老罗想依靠双手创业。得
知老罗的创业意愿后，村两委和当地驻村扶贫干
部积极为他想办法，不久就把5万元的贷款送到
了老罗手中，老罗也正式开启了他的养鸡事业。

为了养出优质土鸡，老罗在喂养上花费了不
少心思。如今，老罗的养鸡场里已经饲养了1400
多只土鸡，年收益预计可达到10万元。“有党和政
府的支持，相信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5万元贷款送到手上

老罗靠养鸡走上了致富“快车道”

本报讯（张祥勇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程静）
绿油油的水稻田里，一只只肥美的麻鸭穿梭在
稻穗下，欢快觅食田间的害虫和杂草。柴桑区
岷山乡乡音种养合作社社长李升斌看着这一
幕，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李升斌的种养合作社现有耕地面积 600余
亩，采取稻鸭、稻虾共作的模式。2017年，李升
斌与省农科院、九江农科所合作，利用麻鸭杂食
性的特点，将鸭养殖在稻田里吃虫、吃草，这样
一来，稻田生长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就能生产
出绿色健康富硒大米。李升斌告诉记者，稻鸭

共作模式每亩可以养殖麻鸭 15羽，每羽批发价
格 50元，由于采用共作模式，基本不用投喂饲
料，养殖成本非常低，同时水稻不施用化肥，不
打农药，水稻种植成本也大大降低。所以，稻鸭
共作种养模式是一种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于一体的良性循环种养模式。

乡音种养合作社还通过土地入股、劳务用
工等模式，带动贫困户 7户，这 7户平均每年可
增收4000元以上。

合作社还计划加强稻田机插、加大扶贫农
产品销售渠道，以此来扩大生产规模。

稻鸭共作收成好

种养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增收

本报讯（李源 郑飞华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朱曦薇 文/摄）金秋时节，湖口县马影镇坚山村
生产日用一次性纸杯的扶贫车间内机器马达声
轰鸣，原来，村民正在赶制订单。

今年 5月份，坚山村整合产业扶贫、村集体
经济发展等项目资金，投入20万元，创办了祥能
纸杯厂。经过改造厂房、采购机械设备和原材
料并进行一段时间的设备调试后，6月中旬正式
投产，吸纳该村 5名贫困劳动力就业，每天最多
能生产纸杯7万个。

“党的扶贫政策这么好，帮了我不少。我要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贫困户李金荣告

诉记者，她儿子因车祸瘫痪常年需专人照顾，自
己还种几亩地，忙得不可开交，可家庭收入却不
高，生活比较困难。自从村里办起纸杯加工厂，
她经过简单培训后就上岗了，而且上班时间没有
严格限制，每月工资有500元。

坚山村党支部书记熊小云表示，村里建起
生产纸杯的扶贫车间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下一步目标是让扶贫车间走向真正的工厂，为
更多的贫困群众打开脱贫致富的大门。他们
希望借助媒体的宣传力量，得到广大社会朋友、
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

扶贫订购热线：13767256866。

扶贫车间每天最多能生产7万个纸杯

贫困户：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赶制订单赶制订单。。

产业扶贫助“活血”
聂运风是一名80后，2015年退役后被安置

在濂溪区新港镇人民政府工作，现任党政办副
主任。2017年5月，聂运风响应扶贫工作号召，
主动请缨深入基层，成为新港镇派驻官洲村任
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到任后，聂运风通过走访调研，了解到官洲
村适合种植经济作物这一优势条件，便立刻组
织村民先后成立黄花种植合作社、草莓种植合
作社。产业扶贫基地的建立，大大夯实了贫困
户增收脱贫的基础。为盘活集体经济，聂运风
还邀请村民集思广益，通过购置门面房、筹建
农副产品加工中心等方式使村集体增收门路
更宽了，为村民办实事的底气也更足了。2019
年底，官洲村贫困户全部实现“一超标、两不
愁、三保障”目标，人均纯收入超过 9000元，全
部顺利脱贫。

今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大棚草莓面临着滞销的风险，聂运风利用微信朋
友圈向亲友推销产品，在他的带动和宣传下，草
莓销路稳定，村民纷纷为他竖起大拇指。

就业扶贫助“造血”
贫困户之所以能够顺利脱贫，除了产业好，

也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努力。多年的扶贫工作经
验，让聂运风深知“扶勤不扶懒、扶干不扶看”的
道理。为此，聂运风主动邀请农业技术人员、致
富能手和脱贫先进代表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
众身边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和自身脱贫致富经
验。用身边人、身边事带动贫困群众坚定脱贫
信心、摆脱“等靠”懒汉思想。

同时，聂运风积极利用新港镇靠近工业园
区的城市地理优势，谋划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增
加稳定收入。对于缺少一技之长、就业困难的，
聂运风便主动协调对接，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公
益性岗位。目前，官洲村贫困户自主就业7人，
公益性岗位就业13人，实现了符合就业条件的
家庭全部就业。

真情帮扶添希望
面对一些贫困家庭个体的特殊困难，聂运

风也同样重视，真情帮扶。通过就业扶贫、健康
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等综
合途径，帮扶 30多户贫困家庭享受救助政策，
解决实际困难。

在一次走访中，聂运风了解到 63岁的贫困
户段德花与孙子相依为命，她的孙子智力残疾，
上学要去特殊学校就读，但高昂的学费让没有工
作的段德花犯了难。了解情况后，聂运风向镇党
委作了汇报，并积极协调环卫所为段德花安排了
工作。同时，他还运用社会扶贫网为段德花一家
筹集了 3700元的医药费。为表示感谢，段德
花专门送来锦旗，“是聂书记让我们祖孙
俩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让我们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段德花动情地说。

9 月 9 日，永修县滩溪镇下湾村，市商务局
驻村第一书记吴智伟与本土“网红”向线上消费
者推销柘林湖翘嘴鱼干。我市9月6日“百县千
品扶贫助农行动”启动后，吴智伟积极参加直播
活动，代言“十三五”省级贫困村下湾村的“柘林
鱼干”“土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累计为“秀湾土特
产商城”淘宝店铺带动流量2万余人次。今年以
来，下湾村通过电商平台累计实现线上销售19万
元，直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万余元，带动了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家庭种养殖业，户均增收
4000余元。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邝南先 摄）

直播销售 消费扶贫

9 月 1 日，庐山
市横塘镇和平村扶
贫产业吊瓜基地，64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宋桂林正在采摘
吊瓜。在基地务工
的宋桂林不仅每天
可 以 获 得 120 元 工
资，吊瓜子销售完成
后，还可以拿到一笔
分红。庐山市通过

“基地+能人+贫困
户”的模式，因地制
宜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一乡一园，
一村一品的建设推
动了种植、养殖业的
蓬勃发展，成为农村
经济发展、贫困户增
收致富的助推剂。

（韩俊烜 摄）

扶贫“组合招”
“扶出”新希望

——记濂溪区新港镇官洲村
第一书记聂运风

□ 黎建楚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黄梦如

“感谢聂书记送来的救命钱，让我们又看
到了希望！”吴泽金激动地说道。吴泽金是濂
溪区新港镇官洲村的一名贫困户，前段时间，
正当他为妻子今年的医药费发愁时，驻村第一
书记聂运风及时将多方筹措的2500多元医药
费交到他手中。接过这笔钱，吴泽金双眼泛起
了泪花。

就任官洲村第一书记以来，聂运风帮扶贫
困家庭享受救助政策的同时想贫困群众所想，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给他们带去了温暖和希
望，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 生活生活康小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