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上饶江西上饶：：户户户户参参与与 人人分红人人分红

近年来，江西上饶县探索“村委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贫困农户”的互动整合发展模式，让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人人能就业、年年有收入。据悉，上饶全县贫困发生情况从2014年的

2.5万户9.6万人，下降至2017年的3579户7855人。图为，上饶县四十八镇里洋村移民安置点贫

困户聂和琴（前）在菌菇车间里采摘茶树菇。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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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以农业
为主导产业的宜丰
县桥西乡党委政府，
始终坚持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核心，按照
精准扶贫，产业先行
的要求，该乡党委、
政府加大了产业帮
扶力度。以“优结
构、育产业、促增收”
为主线，以“党建+合
作社”的模式，积极
打造“一村一品”新
农村建设，促进全乡
农业健康加速发展。

“党建+合作社”模式 铺开农村致富新路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桥西乡依托自然优势，以农业带动全乡发展，

助力全乡建档贫困户成功脱贫

视 野VisionVision

本报讯 记者林爱民

报道 近日，时尚经典2018

年春季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

在北京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次展览由经典牧场集

团、荣秀集团、中晨集团、中

晨美术馆、北京文清电气联合

主办，北京时尚经典艺术交流

中心承办。据主办方介绍，本

次邀请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及全国两会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发展，

展示中国文化魅力，促进书画

事业繁荣发展。

此次展览共收到来自全

国的艺术机构及作者投稿

5000余件。其中，有40余

位艺术家脱颖而出，评选进

入本次展览。本次展览在保

利展厅一厅、二厅展出，展品

丰富，达数百件之多，作品格

调高雅，规模宏大，是当今颇

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盛会。

此次“时尚经典”至今已

在海内外举办了十五届，规

模一届比一届大，品味一届

比一届高。最大的亮点是题

材丰富、学术性强，让艺术走

近人民，赢得了艺术界与社

会各界的一致赞扬。

在展会中，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赵万和创作的作

品大气磅礴，洋溢着活力，受

到参观者的好评。赵万和是

江苏高邮人，先后毕业于南京

工业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是国

家一级美术师，2009年入选全

国十大文化经济新闻人物。

赵万和自幼爱好书法，

临池不辍，勤学苦练。楷书

初学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

兼习禇遂良、李北海，行草则

宗法二王，吸收米芾、祝允

明及近现代名家的字势和

点法。追求秀美不轻浮，老

辣不粗野。赵万和书法是

从传统入手，融汇众家之精

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笔墨

语言。他不断消化与吸收民

族文化的营养，在每一幅作

品里，他都尽可能去展现深

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底

蕴，体现追求美感、追求精

神境界的风范，表现出中

国美学中的核心正气。观

众说：“观赏赵万和的书法

既畅神又悦目。”

据了解，赵万和现任中

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

艺术家交流协会副会长、中

国楹联学会会员书法艺术委

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江

苏书画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扬州市文联书法艺术顾

问、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跟

名家学书法”系列丛书编委

会顾问、中国教育电视台《艺

术中国》杂志艺术顾问、扬州

市书法院副院长。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赵万和及其作品多次参加国

内外大型书法展览，并在各

类专业报刊发表，入选国内

外数十种辞书。有多幅作品

先后被全国政协、中央党校、

中纪委、中国驻外总领事馆

和各大博物馆、纪念馆及园

林名胜等永久珍藏或勒石。

2013年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等单位主办的翰墨清风赵万

和书法展在全国政协礼堂举

办；2014年应邀赴澳参加中

澳书画交流展；2015（2017）

年参加中国当代书画名家邀

请展先后在北京上上国际美

术馆和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展

出，同年作为崔致远学术交

流团唯一书法家应邀访问韩

国；2016年先后走进南京财

经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等高

校讲授书法。出版有《赵万

和书法》《赵万和书古诗百

首》《赵万和书法艺术鉴赏》

等。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新民晚报》、旅

游卫视、广东卫视等媒体的

专题采访和报道。

此次展览得到了北京艺

博嫦娥国际会展中心、北京

品心庄园、中扬华建集团、中

国当代名家画院等企业单位

的大力支持。上千名来自全

国的书画艺术界及社会各方

面人士共同出席开幕式并参

观展览。文物鉴定与鉴赏杂

志社、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

国学频道、教育频道、《美术

报》《中国书画报》《书法报》

《藏书报》雅昌网、腾讯网、优

酷网、爱奇艺网、人民艺术

网、搜狐网等百余家新闻媒

体应邀出席。

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开幕
赵万和书法再现北京保利国际会展中心

□ 本报记者 林爱民

□ 聂洪青 聂洪辉

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中，全国各地依托自身的优

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记者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桥西乡

湾里村，看到桥边的160多亩

田地里,试种的有机豆角、香堂

芋、水果黄瓜等蔬菜长势良

好。据了解，在该村党支部的

引导下，曾在村小做过代课教

师的刘洪元、邹菊华夫妇，在县

城做了32年的服装生意后，投

资1.26亿元，和村民共同成立

了合作社，通过流转该村1020

多亩山林和1230多亩田地，准

备饲养虫草鸡、清水鱼和特种

养殖孔雀等，进行打造有机蔬

菜绿色长廊的大胆尝试。

“一村一品”精准扶贫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作为

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宜丰县桥

西乡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优结

构、育产业、促增收”为主线，以

“党建+合作社”的模式，积极打

造“一村一品”新农村建设，促

进全乡农业健康加速发展。

按照精准扶贫，产业先行

的要求，桥西乡党委、政府加大

了产业帮扶力度。以“党建+合

作社”为中心整合资金，集中力

量抓好龚家坪村黑木耳和电商

产业园基地建设；发展石埠村

集水面养殖、禽畜放养、有机蔬

菜和食用菌种植、生态农庄为

一体的生态旅游农业观光园；

打造付家坪村“808”香菇种植、

土鸡放养为主的绿色产业基

地；积极培育黄陂前村和前头

村的有机桑葚种植、桥西村和

潭埠村优质有机葡萄种植，培

育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打造无

公害、原生态的生态种养基地、

粮油高产示范基地，激发农村

经济活力。

位于桥西乡南部的省级贫

困村——石埠村，境内山清水

秀、生态优良,森林覆盖率达

71.1%，有6个自然村共132户

425人。多年来，该村各项事业

建设完全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或

有关部门的扶助，没有自己的

收入来源。

2015年新“两委”班子上

任后，在帮扶单位省水利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县、乡党委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牢固树

立“党建+合作社+精准分红”

理念，一手抓自身建设，一手抓

脱贫攻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两年

来，石埠村党支部由一个软弱

涣散支部变成了一个敢闯敢

干，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先

进集体。

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通过外出参观考察、驻村第一

书记上党课等方式，在充分研

究了该村的地理环境、交通条

件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村“两

委”提出了利用村里现有的一

座小型水库及周边的山坡和沟

洼地，开发集养殖、垂钓、娱乐、

采摘、餐饮为一体的生态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案，并获

得了上级组织和该村村民的一

致通过。

相关负责人介绍，合作社

所需的资金，一部分通过江西

省水投集团的支持，一部分来

自宜丰县扶贫和移民办公室的

帮扶，还有来自村民自筹的一

部分。经协商，省水投集团决

定赞助石埠村集体105万元，

以村集体名义入股，该公司不

参与分红，这部分资金产生的

盈亏归村集体所有或承担；村

民入股盈亏归村民，全村村民

可以户为单位入股，每股1万

元；县移民和扶贫办扶助10万

元，作为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股金入股合作社。协议规

定，不管经济效益如何，先确保

这9户24人，每人第一年从合

作社获得收益1000元，以后每

年往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20%，直至脱贫。脱贫后，这9

户贫困户不再从合作社中无偿

获得收益，但允许他们自带资

金入股，并享受合作社原始股

东的同等待遇。

据了解，该合作社形成的

农业园规划面积为142亩，总

投入资金 126.6 万多元，2017

年 2月以来，已进行水面绿色

养殖、散养禽畜、种植食用菌、

有机蔬菜和观光植物。其中投

入草鱼、鳙鱼苗3.5万多尾，土

鸡苗 1800多羽，蛋鸭苗 5300

多羽，南山黄羊73头，有机蔬

菜10.2亩，观赏向日葵共四个

品种计30亩，“808”香菇大棚

1100平方米。2017实现产值

42万多元，为全体村民增收近

20万元。2017年该村的打鱼

销售分红中，9户24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也按原计划每人分得

了1000元红利。

“村里的条件真好，村里有

什么事情，总是尽量让我们贫

困户做。平时我可以做其他事

情，比如在村食用菌基地种

808品种的香菇。每月有基本

工资的保障，同时每摘100斤

鲜菇，还可以得到 100 元奖

励。”山东垴组贫困户胡展光高

兴地说。

“我们每年都按照计划打

鱼分红，让老百姓们看到实实

在在的精准扶贫。到目前为

止，9户贫困户，还有一户没有

脱贫。等农业园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再扩大经营范围，增加采

摘、餐饮和休闲等娱乐项目，完

善产业链。我们要上下齐心，

打好这场扶贫攻坚战，力争

2018年年底实现全体村民脱

贫摘帽奔小康的目标！”村党支

部书记熊拾林说。

技能培训 专家指导

为了让城西社区和城郊村

里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创收，桥

西乡党委、政府长期坚持组织

各种就业技能培训，又积极组

织当地年纪轻、有基础的村民

到工业园区的创业孵化园参加

各种培训，还邀请县农业局的

专家前来培训指导种植技术。

仅2017年就开办了9期农业技

术培训班，向就近大公司、大工

厂如冠营、百岁山、鼎丰等输送

工作人员230多名，解决村民

就业问题。

“以农业带动全乡发展，以

‘党建+合作社’的模式整合资

金，抱团发展，让全乡人民日子

越来越红火，这是我的愿望，也

是我的目的。”桥西乡党委书记

张国彬坦言，以前石埠村经济

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差、荒地

多，村民收入较低。自从建设

生态农业观光园以来，当地农

民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再就

业人员不断增加，村民幸福感

和获得感明显提升。

下一步，桥西乡将继续加

大以无公害、绿色有机高效为

主的农业种植，辐射带动周围

乡镇的村民，进行多品种扩张

的新型农业打造，力争5年内，

充分利用全乡135,069亩山地

和5430亩水面，打造一个有石

埠特色、付坪特色，乃至桥西特

色的全域生态旅游品牌，培育、

输送出更多的种植技术人员，

带动更多百姓奔小康，并确保

到2019年年底让全乡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脱贫。

□ 本报记者 林爱民

□ 李 根

5月 28日，千岁国际实业

集团在深圳举行了主板（A股）

购壳仪式。为了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夯实文旅企业的实力，

千岁国际实业集团将由旗下公

司与主板上市公司控股方达成

重组协议。在完成重组后，将

文旅实体项目通过合理架构

进行填充，实现快速整体主板

上市。

据了解，千岁国际是山西

省近年来发展全域旅游的典型

企业代表，实现了旅游产业的

全景化、全覆盖，并全力打造资

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

产业发达的科学系统旅游，致

力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旅游发

展的排头兵。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

水美五谷香。”这首经典歌曲

就像山西的旅游名片，已经传

唱了半个多世纪。但在过去

的二十几年里，山西最为“风

光”的既不是太行山和吕梁，

更不是山西民歌，却是煤。“煤

海”也成了山西的别称。为了

告别“一煤独大”的局面，实现

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山西省

今年以立法的形式，将旅游业

列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而这

一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

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

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对区

域内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

系统化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

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

共建共享。作为对习近平总书

记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全

域旅游在2017年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服务社会

经济的新引擎。

山西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山西具有厚重的文化底

蕴和清晰完整的文化脉络，占

据全国70%份额的古建筑遗存

遍布全省，具有打造文化旅游

产业的良好基础。

吕梁市交城县作为国家

级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区、山

西省旅游综改试点县，近年

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战

略部署，着力打造“华北第一

生态旅游地”和“中国山地型

生态休闲度假示范区”。在

交城县庞泉沟旅游区内，千

岁国际实业集团通过开发荒

山荒坡建设起来的千岁国际

生态文化休闲度假综合体项

目，是山西省发展全域旅游

的重点项目。

千岁国际生态文化休闲度

假综合体集餐饮、住宿、游艺、

会议、娱乐、生态农业、养生、坛

城文化为一体，设计年接待游

客超过200万人次。该项目投

入运营之后，将利用交城县北

枕吕梁、南带汾河、东据太原、

西达陕西的区位优势，成为华

北地区较大的生态休闲度假

区。该项目还将为当地提供

3000个就业岗位，将直接或间

接带动数万人脱贫致富，服务

地方经济的发展，助力区域全

面脱贫和乡村振兴。

中央纪委驻国家旅游局

纪检组原组长、中国旅游协会

名誉副会长王军认为，近年

来，旅游业经济快速增长，产

业格局日趋完善，市场规模

品质同步提升，文化旅游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这一项目借助购壳，最

终完成主板上市，将引领文旅

融合全域旅游的新方向，对山

西乃至华北都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出席此次仪式的相关专家

表示，文旅项目上市是顺应发

展大势的必然之举，将为推动

项目高质量运营、拉动区域文

化旅游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也预示着山西旅游驶上了

快车道。

借助文化底蕴 打造旅游产业
山西省近年来将旅游业列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力争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

宋 欧阳修 《醉翁亭记》

赵万和（中）在展览作品前与观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