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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中医医院
中西结合 对接国内先进技术

江西省级
临床重点
专 科

长期聘请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坐诊，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
脑病科专科优势：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顽固性癫

痫、脑瘫、面瘫、脑卒中及中医康复、顽固性头痛技术领先。
地 址：九江市德化路555号（南院9楼）
健康热线：18970226667（宗主任） 中医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九）中医广【2019】第12—13—12号

本报讯（叶茂 廖望 九江报业融
媒记者 沈明杰 文/摄）在德安县邹桥
乡源口村，湖塘水库上岛屿星罗棋
布。沿着汪家村打听一番，有处小岛
本地人美其名曰“花果岛”。每逢 10
月，岛上橙红橘黄，果实结满数百米。
这片果园的主人是一对耄耋夫妇，曾
经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位老人不
等不靠，用辛勤的双手脱贫致富摘穷
帽，在当地传为佳话。

车拐过几个弯，徒步片刻，隐匿在
湖库一隅的世外之地便豁然开朗。庭
院里茂盛的橙树一棵连着一棵，红灿
灿的脐橙挂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
枝干，蜜橘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和
眼前的青山绿水相得益彰。

推门而入，82 岁的吉敏芳坐在屋
内，满是皱纹的手指在麻草筐上左右
翻动，弹出的细小玉米粒，映着门照进
来的光，上下飞舞。“近期雨水多，脐橙
成串结果，压断了许多枝干，老头子在
后山拾些竹子给树体做支撑。”吉敏芳

指了指斜面的山林说。
一杯茶的工夫，王贵如蹒跚进屋，

朴实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踱着步
子，径直走向果园，随手揪下几个橙子
招待来客。从树上新鲜摘下的橙子，
一个有半斤多，橘黄明亮、光滑饱满，
椭圆形的外观上很少有瑕疵的地方。

“我今年 84 岁了，目前共种植了
500多棵果树，除了脐橙还有蜜桔、无
花果树、板栗树和桂花树。”王贵如热
情地说。

“怎么会想到种橙子？中间又经
历了什么？”记者的提问让王贵如沉默
了许久。

“因为大儿子，他喜欢果树，喜欢
橙子。”

2001年，长子因车祸不幸离世，老
两口含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因机缘
巧合，一名赣州鱼塘主送给王贵如一
株脐橙苗，第一株果树栽下，等到枝繁
叶茂时，老两口称这棵母株为“妈妈
树”，也以此缅怀爱子。

天有不测风云。2012 年，次子突
患脑垂体瘤，昂贵的医药费成了压垮
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2013年底，王
贵如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绝
不能只靠政策过日子，坚决要摘掉‘贫
困户’的帽子。”王贵如立下誓言。

发展产业才能实现根本脱贫。王
贵如萌发了脐橙规模种植的想法。在
农技专家的指导下，脐橙嫁接橘树试
验成功，左半边是橙，右半边是橘，园
内顺利实现“一树结两果”。

“树上结果子，树下也有经济
学”。在村两委的帮助下，王贵如先后
引进各类树种，种植果树之余挖塘养
鱼，自种玉米地，并以玉米喂鸡鸭，以
杂草饲鱼虾，形成了“玉米—畜禽—鱼
虾—果树”综合循环利用的立体生态
农业模式，大幅提高果园生态效益，同
时，为了便于树种和果实的运输，村里
修了一条入户小路直通果园。如今，
果园面积已达 90余亩，王贵如一家也
如愿脱贫。

本报讯（杨忠东 九江报业融媒记
者 周慧超）清晨，徐元和来到后院，打
开鸡舍的大门，手里拿着装着稻谷和
饲料的盘子，“我每天按时给鸡喂食，
希望它们长快些，过两个月到市场上
卖又是一笔收入。”看着鸡舍里的 100
多只大肥鸡，徐元和心里美滋滋。而
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名身患尿毒症、
孩子面临辍学，为生计所困的建档贫
困农户。

徐元和家里有4口人，住在经开区
永安乡王家堡村，原本是幸福的一
家。2007年他被确诊为尿毒症，一下
子掏空了全部积蓄，家庭失去了经济
来源，基本开支都没有了，孩子面临辍
学。那一刻，他彻底被击倒了，对生活

失去信心，一度想放弃生活。2015年
底，徐元和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政府为其全家代缴了城乡医疗基本保
险费，孩子每学年都有数千元补贴，大
病报销比例达 90％，乡村为他安排了
公益岗位。2019年，村里响应国家产
业扶贫政策，建成了蔬菜大棚发展集
体经济，他和大伙都入了股。平时就
在地里做些农活儿，挣取一份收入，年
底还有分红。

日子过得去，徐元和也顺利脱
贫。但是他并不满足，“我还想把日子
过得更好，党和政府扶着我走一段，后
面的路我想自己走。”今年，在帮扶干
部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徐元和
办起了家庭养鸡场。“以前只是散养过

几只鸡供自己家人食用，现在要作为
副业，我的知识还不够。”每天，徐元和
鸡鸣而起，细心照看着鸡群，了解哪只
鸡生病了，哪只鸡要下蛋了。为了把
鸡养好，徐元和还经常到村里农家书
屋学习科学养鸡技术，查看相关资料，
去年还被评为“脱贫奋进之星”。

目前徐元和家的 100只鸡长势喜
人，计划明年再增产一些。凭借着心
中对小康的憧憬，徐元和打破了贫困
的枷锁，在充满希望的小康路上自信
前行，自强自立的同时，也为当地的产
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脱贫奋进之星”徐元和致富路上不停歇

“我还想把日子过得更好”

本报讯（徐意松 九江报业融媒记
者 黄梦如）近日，八里湖新区举办消费
扶贫线上操作培训会，就如何在中国社
会扶贫网、832平台、九江江洲司马电商
平台等线上采购消费扶贫产品进行了
详细的操作讲解。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对
疫情、汛情风险稳增收，今年以来，八里
湖新区出台了《九江市八里湖新区2020
年消费扶贫实施方案》，要求各单位依托

江州司马电商平台和乡村铺子电商平台
两家市级消费扶贫电商，积极采购扶贫
生活馆实体店、中国社会扶贫网、832平
台等消费扶贫产品。与此同时，新区还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展销会，采取了扶贫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代销等举措，有效推
进了消费扶贫工作深入开展。目前，八
里湖新区多个部门在江西消费扶贫馆完
成单位注册，采购扶贫产品金额达10万
余元，有效应对了扶贫产品滞销难题。

八里湖新区消费扶贫稳增收

“九江市农业农村局这次给我的回复，我

终于签了满意！之前两次回复我都不满意，没

签字！”近日，政协第15届九江市政协委员、民

盟九江医卫委员会主任、九江三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刘丹锋给记者发来了市农业农村局对《让

杨梅深度加工引领我市特色果业三产融合高

效发展》提案的回复。

●政协委员情系杨梅 记者报道引发关注

本报于 2020年 6月 23日以《杨梅丰产难增
收 果农心疼又无助》，对九江杨梅产业的深度加
工难、政协委员两次提交提案为杨梅“找出路”进
行了报道，随后人民网、央广网、今日头条、中国
新闻网都同步转发了该文章，引起社会对杨梅产
业深度加工发展的高度关注。

刘丹锋对杨梅产业的发展十分关注，先后两
次递交提案《扶优扶特，做大做强——关于大力
发展我市杨梅产业的几点建议》和《让杨梅深度
加工引领我市特色果业三产融合高效发展》，为
九江杨梅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多部门通力合作 写好“后半篇文章”

市农业农村局在提案回复中说，作为全市农
业农村工作的职能部门，将同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等部门，在扶持杨梅等特色果业的生产、加工转
化，以及通过电商平台等方式，搞活产品流通、做
强市场营销等方面，做优杨梅果业错位发展。在
稳定传统农业产业的基础上，以做大做强区域特
色果业为目标，围绕全省“一主多特”果业布局，
按照“扩规模，调结构，提品质，树品牌，增效益”
的总体思路，大力发展各类特色果业。具体路径
上是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力争“百花齐放香满
园”，如针对杨梅产业，根据各县实际情况和果树
生态适应性，重点发展有规模的永修八角岭、武
宁新光、柴桑区岷山、共青城泽泉等。

促进杨梅果业深度加工。支持如永修县八
角岭“范记酒庄”这样的“绩优股”企业做大做
强。认真抓好绿色食品产业链有关工作落实。
梳理我市包含杨梅在内的特色果业产业链条，加
大精准招商力度，力争形成特色果业加工完整产
业链条，提升杨梅等特色果业的利用率。

大力开展重点企业帮扶工作。我市工信部
门已经对“范记酒庄”为代表的杨梅精深加工企
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帮扶、实行保姆式“呵
护”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

畅通杨梅果业流通营销。商务部门在搭建
本地产品电商平台、发展“网红经济”，开展直播
带货，鼓励企业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网售
九江名优产品等方面，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

有关部门将不断努力写好发展杨梅等特色
果业的“后半篇文章”，合力推进我市农业农村发
展大格局的做强做优。以销售促加工，以加工促
种植，以种植让绿水青山更秀丽，让金山银山更
丰饶。

从一株脐橙苗到一片“黄金林”

耄耋夫妇用勤劳双手脱贫致富

老两口在专家指导下实现老两口在专家指导下实现““一树结两果一树结两果”。”。

《杨梅丰产难增收
果农心疼又无助》后续
多部门通力合作
写好特色果业的“后半篇文章”
□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谈思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