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1.17 星期三
本版编辑：于 馨 Email：jenny1938@126.com 热 线：（010）56805032112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创业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建 言

本报社址：北京市亦庄地盛西路6号中改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100176 值班电话（010）56805051 广告发行部（010）5680511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183号 零售价100元 本报照排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双 创 汇

□ 周立耘 万丽君

湖南永州市有贫困村931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8 万

多。经过三年多努力，全市已

减少贫困人口近37万。

“脱真贫、真脱贫。”为寻求

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2017年

初，永州市委、市政府率领市、

县、乡三级2.6万多名领导干部，

足迹踏遍贫困村的每一个角落。

结果显示，剩下的贫困人

口，大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如何攻下贫困的“山头”，

守牢脱贫的“堡垒”？永州的方

案是培养“领头雁”。

农民需要什么，就
培训什么

一个淡化池，十来口大

塘。这些天，在道县午田村，朱

习洪的“海虾淡养”基地，引来

了一批又一批的村民。

“每天往池子里注入淡水，

逐日增多。5天后，这些海虾就

习惯喝淡水了。”朱习洪的一席

话，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为学到真经，许多村民留下

来，与朱习洪同吃同住，一呆就

是十来天。为此，朱习洪在虾塘

边建起宿舍，开办了食堂，尽可

能为前来学习的村民提供方便。

“海虾淡养”基地，就是永

州市为培养脱贫致富“领头雁”

兴建的教学点。如今，这样的

教学点已发展到29个，涵盖海

虾淡养、豪猪家养、瓜篓种植、

茶用皇菊等新型农产业。

去年5月，永州市决定以永

州工贸学校为载体，用五年时

间，对贫困地区的5万多名农村

党员和贫困农民进行系统培

训，使之成长为脱贫致富的“领

头雁”。通过“领头雁”的示范

作用，带领村民闯出一条致富

新路。

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

么。培训班开设了养殖、种植

和电商三大课程，下设20多个

专业，白天下教学点，晚上回教

室上课，让学员们根据需要自

主选择参训内容。

为让学员掌握过硬本领，

永州市不仅请来湖南农业大

学、湖南省社科院和农业科研

机构的专家授课，还组织编写

了《现代养殖》《现代种植》《农

村电商》三本专业教材。

截至去年底，永州已培训

了5000多名学员，其中，贫困

农民2260人。毕业的学员中，

新发展产业的1365人，扩大产

业规模的2860人，“领头雁”已

成永州贫困农村的“标配”。

“领头雁”回乡创业，
带动3万余人脱贫致富

选鳅取精，打针催产，人工

授精。入秋以来，许立红日夜

守在鳅池边，忙得不亦乐乎。

“头尖腮紧，体形小的，是

雄鳅，采精必须从腹部剖开。”

谈到泥鳅，许立红显得特别兴

奋，他告诉《人民日报》记者：

“打完催产针，24小时产卵，3天

出‘水花’，7天下塘，1个月就可

长成寸苗，上市销售。”

许立红从事泥鳅养殖多

年，但由于不得要领，养一年亏

一年。去年5月，听说市里要办

培训班，他第一个报了名，专学

泥鳅养殖。

培训回来，许立红在石马

神村挖了8口大塘，购置优良种

苗，摆出了大干一场的架势。

他养殖的泥鳅，生长快，肉质

好，很受市场欢迎。半年下来，

就赚了20多万元。

许立红脱贫的故事，让众

多徘徊在贫困线上的村民看到

了致富的希望。兴桥村村民杨

江国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到养殖

场讨教，3个月后，他养的泥鳅

丰收，亩产千斤，一笔就赚回了

近万元。

在许立红的带动下，仅石

马神村，就有10多户村民通过

养殖泥鳅，摘掉了贫困帽，迈上

了小康之路。

如今，许立红顺利地加入

党组织，被村民推选为村干部

候选人。

在永州，这些精心培养的

“领头雁”回乡创业，已集聚起

“雁阵效应”，累计带动村民3万

余人脱贫致富。一大批龙虾、

甲鱼、藏香猪等特色养殖户蓬

勃发展；反季节蔬菜、中药材厚

朴等集中连片，呈现出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6万多名电商活跃在农村，

电商交易额过百亿元。

秋日的上汶村，菊黄飘

香。村里的电商服务站，云溪

涧茶业公司负责人蒋楼喜正

在电脑前，发送茶菊信息，接

收订单，与顺丰快递洽谈发货

事宜。

三年前，蒋楼喜回乡创业，

茶用菊成为主打产品。他从黄

山引进金丝皇菊，进行本土化

栽种，最终种植的皇菊不仅朵

大瓣宽，且肉厚味甘。但由于

地处偏远，销路成了难题。为

此，蒋楼喜报名参加了永州市

主办的培训班，主攻电子商务。

蒋楼喜边接受培训，边开

起了网店。他主打生态牌，包

装精美的永州皇菊一时成为

“网红”。

“有了技术，不怕摘不掉贫

困帽。”种了5亩皇菊的朱壮文，

对脱贫充满信心。目前，蒋楼

喜的永州市喜儿登种养专业合

作社，吸纳了9户贫困村民，皇

菊种植面积达86亩，销售额近

500万元。

从深圳回到兴桥村创业的

何华，对互联网有着更深的理

解。在她经营的千亩花卉苗木

基地里，每棵树都标着二维码，

供网民“认养”。他们可通过微

信，看到树木成长过程，享受鲜

花盛开的喜悦。

“花卉苗木可以卖钱，但不

卖也可以挣钱。”何华说，下一

步，她准备在树下养山鸡、野

兔、蘑菇，树上养鸽子，发展旅

游，让城里人赏花。

从培训班里出来的“领头

雁”们，不仅带来了实用技术，

还刷新了村民们的思想观念，

使他们逐渐放弃传统种养模

式，开始尝试养虾养蟹、栽菜栽

药、种树种花。对他们而言，没

有“农忙”“农闲”，每天都在创

造财富。

借力互联网，天高群雁

飞。目前，6万多名电商活跃

在永州农村，他们足不出户，就

使村里的农产品卖上了好价

钱。去年前9个月，永州全市

电商交易额达155.2亿元，同比

翻了一番。

脱贫路上聚起雁阵效应
湖南永州培养“领头雁”回乡创业，累计带动村民3万余人脱贫致富

□ 蒋作平 黄 毅 刘 坤

冬日的阳光透过树梢，打

在新植的茶苗上，59岁的郭汝

奎一大早就来到茶园边，清理

沟渠。“穷了一辈子，没想到如

今我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郭汝奎满面笑容。

鼓励“能人”返乡，
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郭汝奎是位于大巴山深处

的四川省通江县兴隆乡渔池村

人，妻子早年去世，他独自一人

拉扯4个孩子长大，日子过得穷

苦，是村里的贫困户。

“薛宇返乡创业，我就在他

的基地里打杂工，每天工钱100

元。”“我几乎天天在基地打工，

没时间走亲戚。亲戚们都埋怨

我，我告诉他们，不是我不想走

亲戚，而是党的扶贫政策好，我

要趁着还有力气多干活，彻底

拔掉穷根。”

郭汝奎乐呵呵地算起了他

独自一人在家的收入账：在基

地打工，一年收入3万多元；4

亩多耕地流转给薛宇种茶，一

年收入 1600 多元；精准扶贫

小额贷款加上子女务工收入合

计4.8万元，入股薛宇创办的种

植养殖合作社，一年分红1万

多元……

郭汝奎口中的薛宇也是渔

池村人，20多年来在外搞建筑

工程积累下财富，2016年春节

回家后在乡党委政府的劝说和

鼓励下返乡创业，发展种植养

殖和森林康养产业，同时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薛宇已投入

4000多万元，流转乡亲们的耕

地800多亩种茶，流转140多亩

塘库搞水产养殖，森林康养产

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景点打造

也正在推进中。

渔池村是个贫困村，共有

贫困户62户223人。薛宇在山

上创业，另一名返乡创业人员

赵志刚则在山下的溪谷里创

业。他流转乡亲们的土地，依

托山水竹木掩映的良好生态环

境，计划投资4亿元打造回乡创

业示范园，发展现代农业、文化

产业和森林康养产业。

渔池村党支部书记郭汝红

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除了

村民自种的菜地，两名返乡创

业人员把全村1300多亩耕地

全部流转了，村民从农民变成

了“工人”，长年在家的劳动力

每天在基地都有活干。以前背

井离乡在外务工的村民中已有

四五十人回到村里，并在基地

务工，既有了务工收入，还能赡

养老人、抚育幼子，家庭生活其

乐融融。“今年春节，在外务工

的年轻人回来后，看到村里的

大变化，会有更多人选择留下

来就地务工。”郭汝红盘算着。

薛宇、赵志刚这样的“能

人”返乡创业，把渔池村变成

“有山有水有文化、有产有业有

景点”的新农村，同时通过产业

发展，助力全村脱贫攻坚，让贫

困户有着长久而稳定的收入。

目前，渔池村和邻近村子贫困

户中有70多户在两人的产业基

地固定务工，每天收入80元~

100多元不等，36户贫困户还

把精准扶贫小额贷款、扶贫周

转金等入股两人建立的合作

社、企业，每年参与分红。赵志

刚表示，贫困户入股他创办的

企业，每入股1万元每年固定分

红1800元。

开辟“绿色通道”，
“量身”开展菜单式服务

位于大巴山腹地的贫困县

通江县，61万农业人口中有22

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如今，通

江人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已蔚然成

风：永安镇华家坪，过去杂草丛

生，贾晓波返乡创业种下1万

亩富硒有机茶，荒凉的土地重

新焕发生机；在三溪镇，李明带

着学到的技术回来，带领乡亲

们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大获

成功。

正值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

期的通江县，把返乡创业作为

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返乡创业

人员及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全程提供项目信息、创业指导、

技术培训、政策法律、土地流转

等支持，“量身”开展菜单式服

务。2016年以来，全县累计回

引返乡创业2700多人（其中农

民工2200多人），回引创办投

资规模100万元以上企业和经

济实体400多家，共带动就业

2.16万多人，其中带动贫困户

就业7800多人。

巴 山 人 归 来 返 乡 创 业 忙
四川省通江县把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返乡创业人员及企业，

全程提供项目信息、创业指导、技术培训、政策法律、土地流转等支持

□ 王 浩

当下，农民兄弟“充电”的

渠道越来越多了。有田间课

堂，农技人员现场“问诊”；有

技能讲座，业内专家讲解知

识。林林总总的培训不少，效

果怎样？

一位种植大户的心声令

人深思。因玉米行情低迷，

这 位 种 植 大 户 打 算 改 种 高

粱、黑豆等杂粮，还筹划上马

高粱酒加工项目，种植结构

调整，面临难题不少。试种

的高粱大片倒伏，找不到对

策；高粱酒加工的技术还没

完全掌握。虽说县里有农民

培训课，可基本都和他的需

求对不上路。

一位职业技术学院的老

师也深有体会。常到农村组

织培训，发现有的课农民上座

率不高。深入了解后才知道，

不是农民不想学，而是他们觉

得一些培训不解渴、不实用，

有的专家讲得太专业，农民听

不懂。培训课开了不少，实效

却打了折扣。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

不开一支强大人才队伍，农村

恰恰是人才“洼地”，农业人才

的 供 给 和 现 实 需 求 存 在 鸿

沟。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

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 1690

多 万 人 ，仅 占 农 村 劳 动 力

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农村人才尚有很大的缺口。

近年来政府积极行动，加

强农民培训，补齐农村人才短

板，不断提升农民技能素质。

但在实际中，培训与需求还存

在脱节问题。一方面，农业产

业不断升级，现代科技正与传

统种养环节不断融合，看天种

地少了，利用绿色防控等先进

技术多了。这些新变化带来

新挑战，对农业经营者的能力

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农

民主体日益多元。既有种了

几十年地的老把式，也有一腔

热血的新农人；既有一家一户

的家庭经营，也有上规模的新

型主体。他们自身的经历和

知识结构不同，对培训的需求

存在差异。而时下的农民培

训，培训谁靠上级指派，有的

人成了上课“专业户”，真正想

学的却没有机会。有的培训

走形式、摆花架子，看着热闹，

作用不大。

提升农民培训效果，要精

准对接农民需求。不少培训

项目的内容沿袭多年不变，跟

不上农业发展形势；师资力量

单薄，难以担起授业解惑的职

能；课堂形式简单，无法激发

农民学习兴趣。农民培训，得

在内容上求创新，在方式上找

突破。比如，有的地方鼓励农

民自主申报，提供菜单式课

程，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自

主选择。有的地方和科研单

位、企业等联合培养，提高培

训质量。有的地方把解决现

实问题和培训结合起来，在做

中学，提高培训效率。

提升农民培训的效果，资

源不能“撒胡椒面”，要握指成

拳，多渠道增加投入，整合分

散的培训力量。充分发挥农

广校的主体作用，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队伍，让农民成为

令人羡慕的职业；建立学历教

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培

训体系，创新培养方式。特别

是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激发高

校、科研机构、教育企业等主

体的积极性，让多方力量形成

培训的合力。

让农民学得有劲，学了有

用，才能培养出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 青海省格尔木

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获得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荣誉

称号。近年来，随着格尔木市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使城

市设施健全、交通便捷、文化

旅游等全面提升，为格尔木市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带来了更

多的机遇。

为鼓励返乡农民工实现

创业梦想，格尔木市将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与民生

工程结合起来、与产业园区建

设结合起来、与搭建二三产业

发展平台结合起来，做到扶优

扶强、优势互补，投资500万

元为农民工等创业青年打造

了就业创业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建立起创业孵化器“昆仑

梦工场”。

家住格尔木市郭勒木德

镇的农民工马善才，过去一直

在外地打工，活不好找，一年

下来挣不到什么钱。这几年，

随着格尔木市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开始兴

起，带动了一些成本较低“农

家乐”餐饮服务业的发展。

“在消费旺季，我的‘农家

乐’一天可收入1000多元，一

年大约有 10 多万元收入。”

马善才说，看到家乡“农家乐”

有发展的商机，依托创业孵化

器“昆仑梦工场”，自己也开办

起了“农家乐”。

（邢生祥 王建刚）

本报讯 为了鼓励和支持

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

役士兵和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

人员到农村创业创新，日前，河

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支持返乡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对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条件的可给予个人最高10

万元、合伙创业最高6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意见》明确，今年石家庄

市将培育打造16个农村创业

创新园区（基地），培育评选30

个优秀创业创新带头人。到

2020年，全市各类返乡下乡人

员超过 5 万，带动就业 20 万

人，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

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发展的良好

格局。

石家庄将鼓励引导农村发

展特色种养业，引导发展规模

种养业、特色农业、设施农业、

林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瞄准京

津市场，引导发展精细果菜和

特色高端叶菜、优质草食畜牧

和优质奶源基地。

（冯月静）

农民培训更要接地气

“昆仑梦工场”圆农民工创业梦

石家庄返乡创业人员可享10万元贷款

民族技艺民族技艺培训培训
铺就创业铺就创业致致富路富路

自 2017 年开始，内蒙古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整合资源，

结合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加快民族传统手工艺向旅游

产品转化，为当地的失业人

员、高校毕业生及贫困人口进

行民族技艺免费培训，按照

“政府搭台、企业组织、能人带

动、市场运作”的模式，开设皮

艺皮雕、编制技术、蒙古族刺

绣等技能培训班，力求实现目

标人群脱贫、创业、致富。图

为学员在克什克腾旗民族文

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学习珠

串编织技艺。

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