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贾志华带

领团队注册了“绿岭

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

队”微信公众号，专门

用于推送科技扶贫资

料，还申请开通了免

费技术服务热线。他

们在网络上搭平台、

讲技术，让上千名果

农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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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讯

工 具 包 微 信 号 一 张 嘴
——河北绿岭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队长贾志华的“扶贫三宝”

□ 冯维健 杜一方

“这黑小子能行吗？”19年

前，当贾志华走进河北农业大

学李保国教授的科研基地时，

团队里的研究生们看着眼前这

个皮肤黝黑、手上布满老茧的

山村小伙，心里有些打鼓。

今年36岁的贾志华是河

北绿岭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

的队长。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贾志华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

家，跟着父亲搬石头修水坝、在

荒山上放牛、在小吃店打零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父亲

听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

来村里选拔年轻人进修果树管

理技术，便给贾志华报了名。

在农大进修期间，贾志华

除了学习果树管理，更从李保国

老师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我们搞果树研究，归根结底是

要为农民服务。”李老师的这句

话，贾志华一直记在心里，也让

他萌生了用科技带领乡亲们致

富的想法。

第一件宝：工具包

“进修时间短，志华的底子

比科班出身的孩子们要薄些。”

为了帮助贾志华积累实操经

验，李保国生前到村里讲课，总

会带上已经结业的他。

一次，李保国的团队在地

里给果农做技术指导，有个果

农没听明白。看着一旁的贾志

华，李保国说道，“你来给他们

示范一下。”

一听说示范，贾志华慌了，

啥工具也没带，光比划也没效

果。一旁的李保国看出了他的

窘迫，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剪刀，

一剪子下去，果农就记住应该

在哪个位置修剪了。

回去之后，感到羞愧的

贾志华饭也不吃，直接跑到了县

城的五金店，专门买了一个工具

包，里面装上剪子、刀子和锯子。

这 个 工 具 包 后 来 跟 了

贾志华十几年，成了他手里的

“宝贝”。如今即使工作再忙，

他也会坚持每个月背上它，

到农户的果园里看看，遇到

果树管理技术上的问题，总要

亲自“操刀”示范一番。

在河北省临城县东沟村，

贾志华示范讲解的嫁接技术如

今派上了大用场。时值盛夏，

1000亩核桃林结满了绿油油

的果子，一改往日只见枝叶不

见果的局面。

“现在种出的核桃能达到

技术指导要求的标准，加工公

司高于市场价回收，多亏了志华

教给俺们的嫁接技术。”河北省

临城县东沟村核桃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赵贞军对新华社记者说。

第二件宝：微信号

晚上11点，刚刚写完报告

的贾志华拿起手机，看到微信

上果农发来的消息，便马上开

始回复。白天工作繁忙，他就

在深夜为果农答疑解难。

“俺们距离远，有事不愿意

让贾队长来回跑，他也不收费，

俺怕他辛苦。”家住河北省安平

县南庙头村的李大铜说，“一般

大伙都是线上问他，他也很有

耐心。今年没结黑果，估计收

益能增长一倍。”

这些年，贾志华跟随李保国

团队，到全国各地讲授核桃种植

技术，每到一处总要先把自己的

微信二维码亮出来，这样果农有

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

贾志华的微信里有884个

好友，其中有近700人从事核

桃种植和加工工作。平日里，

他通过朋友圈转发核桃种植技

术的科普帖；遇到病虫害和自

然灾害年份，他出面联系农业

大学的专家教授；到了核桃采

摘季，他又帮忙联系销路。

今年年初，贾志华带领团

队注册了“绿岭李保国科技扶

贫服务队”微信公众号，专门用

于推送科技扶贫资料，还申请

开通了免费技术服务热线。他

们在网络上搭平台、讲技术，让

上千名果农从中获益。

第三件宝：一张嘴

“我再也不来了，有时间我

去管自己的核桃不好吗？”听到

争吵声，贾志华急忙放下刚拧

开的水杯，一路小跑回到果园

里。原来是团队成员陈利英遭

到了村民们的误解，一时有些

着急。

“我们团队推广的是李老

师留下来的矮化密植技术，长

得太高的老旧枝干就要及时修

剪。”贾志华一边解释，一边比

画，“要让核桃树长成‘小松

塔’，而不是‘大帽子’。”

调解完双方矛盾后，贾志华

又 找来了村里的种植大 户

贾书芹，说服他在自家果园

里辟出一块地做示范田，为的

是让村民们一年后能实地看

看矮化种植技术的真正效果。

贾志华的这张嘴不仅能调

解矛盾，还能讲课。几年的时

间里，贾志华和他的服务队先

后去过10个省份开展果树种

植培训，最远到过新疆。这期

间光是培训资料就发放了

4000多份。

家住河北省辛集市北四冢

村的赵藏波在村里第一个种植

核桃，有了贾志华和服务队的

帮助，他也带领村民建起了合

作社。现在，他们的50亩核桃

林年产干核桃达2.5万斤。

几年前，赵藏波还为自己

的核桃注册了商标，起名叫“四

众”，在他看来，有了贾志华的

这支服务队，现在村子里“四面

八方种核桃，群众一起致富”。

小 核 桃 撬 动 扶 贫 大 格 局
甘肃省成县通过引进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园艺化管理、产业化经营，

逐渐走出一条致富路

□ 张新新

家住甘肃省成县小川镇上

峡村的宋小元迎来了一年中最

忙碌的一段时间：他的8亩核桃

进入了采摘期。

“种核桃一亩地能有2000

多元的纯收入，加上树下套种的

药材，一亩地能有超过3000元

的纯收入。”宋小元对新华社记

者说，从收购核桃到种核桃，他

和核桃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也靠

着核桃实现了脱贫致富梦。

在成县，像宋小元一样种

植核桃的农户不在少数。据成

县林业和草原局统计，全县的

核桃种植面积已达51万亩，超

过1000万株，覆盖了全县17个

乡镇245个行政村。核桃坚果

年产量达到 2.51 万吨，产值

3.77亿元。

“2018年，全县农民人均占

有核桃树55株，农民人均核桃

收入近2000元，占到农民人均

收入的1/3，核桃已经成为成县

脱贫攻坚最坚硬的底气。”成县

县长李鹏军说。

成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

处甘、陕、川三省交界的秦巴山

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县

开始把核桃确定为支柱产业，并

通过引进优良品种、规模化种

植、园艺化管理、产业化经营，逐

渐在核桃树下踏出一条脱贫致

富路。2001年，成县被国家林

业局命名为“中国核桃之乡”；

2014年，“成县核桃”正式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8 月 16 日，成县举办了

2019 核桃产销对接商贸洽谈

会。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5

家企业共签订农副产品购销意

向协议16份，意向销售核桃产

品共6450吨，协议成交金额达

17，100万元。

而借助于互联网，成县核桃

销路也不再局限于一隅，更多的

人享受到了成县核桃的美味。

“每天鲜核桃的出货量在

1600箱～1700箱，8月3日至

今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50余万

元。”陇小南成县网货供应中心

策划总监徐兰表示，3天左右

成县的核桃就能到达顾客手

中，目前已经销售至全国28个

省市区。

据陇小南成县网货供应中

心负责人赵武强介绍，陇小南

成县网货供应中心是成县建立

的集供货、销售、打包、发货、售

后为一体的完整电商平台，它

整合了陇南全市范围内100多

家企业 500 多种优质网货入

驻，解决了电商发展过程中网

店店主有店无货的难题。

“我们的分销代理商不

需要有任何存货，他们只需

要利用自己的网店宣传网货

供应中心产品，顾客下单后，

商品统一由网货供应中心发

货。”赵武强说，它能有效降

低开网店的门槛，提高群众

参与电商的热情。目前，网

货供应中心已吸纳分销代理

商近 8000 余人，日均销售额

达3万余元。

森林旅游为脱贫攻坚贡献“生态力量”
吸纳社会投资1400亿元，110万贫困人口

年户均增收3500元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人

们对生态文化需求日益增加，

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迎来新的

历史机遇发展期，也在为脱贫

攻坚贡献生态力量。近日举行

了以“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扶

贫”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300

余名专家、学者及森林公园景

区负责人为“如何更好地将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建言

献策。

国家林草局森林旅游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陈鑫峰说，森林

旅游已成为继经济林产品与采

集业、木材加工与木竹制品制

造业之后，第三个年产值突破

万亿元的林业支柱产业。

根据国家林草局最新数

据，森林旅游吸纳社会投资总

额达1400亿元，全国依托森林

旅游实现增收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约110万人，年户均增收

3500元。

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固原

市是当地脱贫攻坚的重点区

域，曾因生态脆弱、十年九旱而

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为“不

适宜人类生存”。通过多年的

封山禁牧、退耕还林等，目前固

原市林业用地总面积达668万

亩，森林面积达422万亩，森林

覆盖率26.7%，林草覆盖度达

73%。截至2019年5月，来固

原旅游的人次和经营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36%和11%以上。

（谢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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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喆

自家有房间，但却经常出去

借住，有时甚至睡仓房……这是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家

庭宾馆经营者丁莉娟最近的一个

“幸福的烦恼”。

北极村位于我国最北方，正

值旅游旺季，丁莉娟这阵子忙着

接送游客，忙着购进食材，忙着收

拾房间。她告诉新华社记者，虽

然每天都很忙很累，但也很开心。

“今年夏季基本天天爆满，营

业额比去年高了至少30%。”丁莉

娟说，今夏前来“找北”的游客特别

多，有时不得不把自家住的房间让

出来，出去“找宿”。

就在4年前，丁莉娟还在北京

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那个时候，

她还不相信一个村庄的旅游产业

会这么兴旺。如今，丁莉娟回到

家乡开办的这家家庭宾馆，已经

有9个标准间，前两年每年的收入

超过了7万元。而今年夏天的营

业额就已超过了去年大半年。

“最北邮局”“最北供销社”

“最北驿站”……在北极村，“最

北”元素遍布全村。记者在漠

河市走访了解到，北极村、北红

村等村庄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找北”，“清爽之旅”正

让这些乡村越来越“红火”。

在北红村，曾经的贫困户李桂英如今经营着一家家庭宾馆，今

年夏季最旺时，她每天收入可以达到六七百元。

“以前住的是四处透风的‘木刻楞’，要不是国家的扶贫政策，

做梦都没想过能盖起这么大的房子，还能开家庭宾馆。”李桂英说。

近年来，漠河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依托独特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做好旅游产业发展这篇“大文

章”，培育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如今，北极村、北红村、洛古河村这三个“最北村庄”里，家庭宾馆数

量达到了217家，床位3800余张。依托旅游产业，昔日的贫困村北红

村已经于2018年整村脱贫。

江西将深入推进技能脱贫扶贫专项行动
2019年～2021年，各类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达165万人次以上

本报讯 江西日前印发

《江西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2019-2021年）》（以下简

称《方案》），计划对贫困劳动力和

贫困家庭子女开展技能扶贫。

根据《方案》，江西将深入

推进技能脱贫千校行动和深度

贫困地区技能扶贫专项行动，

对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学

生，按规定落实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等政策；

对子女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

庭，按政策给予补助。

据了解，江西还将针对就

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和创业培训。面向农村转

移就业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

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

毕业生等青年、下岗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含残

疾人），持续实施农民工“春潮

行动”“求学圆梦行动”、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返

乡创业培训计划以及劳动预备

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等专项培训，全面提

升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对有创业愿望的开展创业培

训，加强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创

业担保贷款、后续扶持等服务。

2019年～2021年，江西预

计将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165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

年培训70万人次以上；计划到

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

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

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

达到32%以上。（林 浩）

葡萄种植葡萄种植助侗寨脱贫助侗寨脱贫

近年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归东村以“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模式，通过以奖代补、免费提供苗

木并搭建葡萄架等办法，鼓励贫

困户发展葡萄种植，目前全村葡

萄种植面积已达1360亩。今年，

归东村进一步改进葡萄种植技

术，投入粤桂帮扶资金50余万元

建设葡萄冷冻库，解决葡萄的贮

藏难题，保障果农销路无忧，帮助

群众增收脱贫。图为归东村村民

在采摘葡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