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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梦
农业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核心，也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此，巢湖市全面推进产业脱贫工程，

构建五大产业扶贫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柘皋镇汪桥村背山环水，植被茂盛，风景优美。在产业

脱贫工程的带动下，该村10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脱贫后的

汪桥村并没有小富即满”。据汪桥村党总支书记杨帅介绍，

该村立足资自然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鼓励发展民

宿、农家乐、采摘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

今，该村获得安徽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

村、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等荣誉称号。

昶方村坐落在巢湖北岸黄麓镇。近年来，该村坚持以党建引

领，走产业脱贫的路子，带领群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村里通过

土地流转方式，将300多亩水稻田和110亩蓝莓园流转给种植大

户承包经营，不仅给贫困户带来租金收益，还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岗

位。此外，村委会为贫困户开展多种培训，提高其就业技能。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昶方村一手抓产业脱贫，一手抓美

丽乡村建设。该村自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通过开

展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加强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四化”

建设，实现户户通自来水、通硬化道路，让村民用上卫生厕

所，使污水、垃圾得到有效处理，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人居环

境干净整洁。自昶方村贫困户全部脱贫后，村民们精神风

貌明显改善，生活态度更加乐观向上，文明、和谐、进步在这

秀美的乡村蔚然成风。

生态旅游走出绿色脱贫路
以政策为引领，以基础设施为优先，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助力精准扶贫，巢湖市正在摸索一条绿色脱贫之路。

中垾镇太平村以“党建+观光+农业”为发展思路，投入

130多万元扶贫资金，于2017年10月建成中药材扶贫产业

园，带动了周边农户和贫困户共300余人就业。村委会将该产

业园所分配的80%红利分发放给74户贫困户，使得贫困户户

均增收不少于800元。如今，太平村芍药之花成为名副其实的

扶贫“产业之花”。薰衣草、桑葚林，荷花池、湖心亭……看着

尖山湖碧波荡漾，风景如画，你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荒岗。从2016年起，庙岗乡坚持走旅游扶贫、绿色发展之

路，引资建设尖山湖生态农业逸趣园，成功举办桑葚采摘

节、薰衣草观赏节、蓝莓采摘节、荷花观赏节、油菜花观赏节

等节庆活动，大大提高了庙岗乡生态旅游知名度。

“尖山湖旅游项目不仅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还带动

了群众脱贫致富。”据该乡有关负责人介绍，尖山湖生态农

业逸趣园蓝莓种植项目每年上缴村委会产业园收益 3.5 万

元，用于带动尖山村30户贫困户分红，去年9月已完成第一

次分红。企业还以 500 元每亩的年租金从尖山、沿山两村

52 户贫困户手中流转土地 400 余亩，帮助贫困户年均增收

4000 余元。此外，园区有效解决了周边大量闲置劳动力务

工需求，帮助贫困户实现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资产收益探索扶贫新模式
把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投入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

村旅游等项目形成资产，折成股份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

使其年终坐享分红，巢湖市在资产收益扶贫上作出大胆而

有效的探索。去年，苏湾镇筹资 177 万元，建成坊集社区扶

贫标准化厂房。社区将厂房对外出租，租金用于贫困户分

红和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目前，社区已将10 万多元租金收

益分红给 70 户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 1457 元。同样，栏杆

集镇石门村通过招商方式，引资建设西山 50MW 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每年使该村每个贫困户增收近2000元。

坝镇厨刀食品等四家产业扶贫基地采用多村联建、资金

折股的建设方式，实现8个村（居）产业项目全覆盖，带动贫困

户480户。受惠于产业扶贫政策，冯伟源在该镇一家速冻食品

公司就业，每月工资3000多元。他说，“如今每个月都有稳定

的收入，也能照顾到家庭，镇上还给我申请了务工就业补助，孩

子上学也能够享受教育资助，这日子越来越好。”据介绍，2019

年巢湖市已批复资产收益扶贫项目23个，通过资产出租、直接

分红、村公益性辅助岗位、就业务工、土地租赁等多种方式，预

计带动贫困户4328户8286人，预计年收益397.03万元。

产业脱贫政策好，村民喜乐笑开怀

昶方村：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中垾番茄带动准扶贫

巢湖产业脱贫铺就群众“幸福路”
“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让咱贫困户对生活充满了信

心。”高小宝一边收网一边对记者说：“自己能做一点

事，尽量多做一点，不能处处依靠政府。”高小宝是巢湖

市槐林镇龙王泊后村人，曾因高空作业坠楼而高位截

肢。几年来，在镇、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不仅掌

握了渔网穿边技术，还承揽当地渔网企业“送网上门”

的手工活，仅此每月增加收入200多元。

“槐林渔网家家有，脱贫路上一起走。”在巢湖市，

像高小宝一样靠产业带动就业的脱贫事例不胜枚举。

据介绍，近年来，巢湖市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推行

产业扶贫“五+”模式，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打

造巢湖产业扶贫新格局，为群众脱贫致富铺就了一条

“幸福路”。 □ 张发平 徐小中 江川 文/图

特色种养撑起扶贫一片天
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业，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是巢湖市实施五大产业脱贫工程的“榜

首”工程。

中垾镇素有“番茄名镇”美称。中垾番茄于 2014

年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并于次年入选第二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近几年来，该镇主打

“番茄”牌，通过“党建+精准扶贫”的模式，建设滨湖村

大棚蔬菜扶贫产业园，带动了113户贫困户脱贫。

花正云是巢湖市庙岗乡童集村一位贫困户，妻子

患有先天性疾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2017年，在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花正云学会了小龙虾养殖技术，当年

就赚了 5000 多元，2018 年又尝试稻田混养龙虾，把养

虾面积扩大到8亩，今年有望实现收入2万元。“在花正

云的带动下，他的弟弟花正银今年也搞起龙虾养殖。”

据童集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魏志兵介

绍，通过开展送“智”扶“志”活动，全村从事种养殖业的

贫困户和农户已达60多户。

在栏杆集镇，龚英三夫妇经过多年努力，成立了金

谷园家庭农场，把葡萄种植经营得风生水起。2014年，

龚英三再次流转500亩土地种植传统农作物，其中大部

分是贫困户的承包地。如今，山曹村8名贫困户在这里

务工，每人年均工资 6000 元。同样，柘皋镇汪桥村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种植模式，建起经

果林、瓜蒌和大棚草莓扶贫产业园，带动全村 102 户贫

困户脱贫，每户分红有望增收1700元。

电商扶贫打造脱贫“增长极”
发挥企业带动作用，建立“电商企业+基地+合作

社+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已然成为巢湖市脱贫攻

坚的又一个增长极。

散兵镇大岭村是巢湖市16个贫困村之一，村里家

家户户种植茶叶，但茶叶没有品牌，销售零散，一直卖

不出好价格。巢湖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运营企业

获悉这一情况后，积极帮助大岭村茶叶注册品牌，为其

产品设计包装、制作运营推广方案，并在大岭村收购近

万斤茶叶，在安德利微商城进行线上销售。自7月份以

来，已销售茶叶451件。

为了力推扶贫产品上线，该市还联合三瓜公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带动番茄、玉菇、黄桃等产品在京东扶

贫馆、三瓜公社旗舰店等平台销售。同时，开发电商兴

农扶贫小程序，通过“同城购”“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等

方式，在线销售扶贫产品。据介绍，中垾番茄上线半个

月，销售量突破一万斤，仅此带动周边50多位贫困户就

业。“电子商务让我尝到了甜头。”烔炀镇凤凰村贫困户

柴绍辉说，在村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自己开了一个微

店，销售土鸡，没想到一段时间竟供不应求。前不久，

自己又开了一个网点，注册了两个扶贫产品品牌。

据了解，该市还在柘皋镇建立了全市首个镇级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其他乡镇也在相继推进。目前，依托

安德利微购商城兴农扶贫小程序，带动了 20 余种扶贫

产品上线。
（部分图片由巢湖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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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皋镇汪桥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