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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洁 摄于叶集区姚李镇

日前，笔者陪一寿县药商考察金寨的“朵
哈哈”，再次上了趟金寨县汤家汇镇的笔架
山。“朵哈哈”是笔架山返乡创业人士王同祥
为金皇菊注册的商标，也是如今蜚声业界的
名优品牌。

2008年，王同祥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

从北京回到笔架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家乡
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利用家乡气候、土地、
高山区位等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植，是王同
祥不变的初衷。然而在最初几年，勤劳的汗水
并没有为他浇灌出太多的欣喜。种百合、栽灵
芝，特色不特的产品难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发展特色种植业，需要借助科技翅膀创
名优。王同祥最终认识到腾飞的关键。经过几
年的探索努力，王同祥和他的团队终于成功
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集多种菊花优点于一身
的菊花新种——— 金皇菊。

金皇菊新品的诞生只是王同祥矢志名优
路的开始，接下来他开始实用推广。
为迅速扩大金皇菊种植面积，他亲手
对金皇菊进行无性繁殖；为了共同富
裕，他造势壮大由他前些年成立的种
植专业合作社阵容，无私地将致富金
钥匙交给广大社员，一步步携手社员
创名优，斗志昂扬战贫穷。

“金皇菊、黄金价，笔架山的金娃
娃”。这是笔架山人引以为豪的顺口
溜，诠释了一上市即入“名优特”行列
的金皇菊的不俗和高贵。

据王同祥介绍，金皇菊定位高端
饮品，先是在京沪杭广受青睐，未久
即驰名台港澳。2012年，他们的“朵哈
哈”顺利注册，不仅使金皇菊拥有了

更响亮的名号，同时也
为金寨的“名优特”刷新了
内涵。

因过程管理苛刻、专利品牌
生产、专利技术除虫、零污染保
证，市场上一朵商品金皇菊可卖到1
-5元，平均亩产6万朵，产值15万元。
如今笔架山村已发展种植金皇菊30余
亩，年产值近500万元，全社44户社员百
分百依靠经济效益高的名优“朵哈哈”致
富，且一半以上由此脱了贫。

““朵朵哈哈哈哈””
让让花花农农乐乐哈哈哈哈

张光照 詹侯 文/图

从省城到连墩村，有多远？江淮分水岭的农作
物，每季种什么？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做哪些事？如
果放在两年多前，对农村工作纯属“门外汉”的席曦
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今，言谈举止间感
觉自己已成为正儿八经的“村里人”，张口闭口“我
们村”，皮肤也晒得渐黑，席曦再不是刚来时的书生
模样了。

2017年4月下旬，得知选派干部驻村扶贫的消息，
在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工作的席曦主动递交了申请。从
大学毕业，又走进高校，从未离开校园的席曦，迫切
想要补上基层这堂课。他想，只有扎根这片宽厚博大
的土地，在一线实践中摸爬滚打、经受锤炼，才能更
好地淬火成钢、读懂人生。

到金安区孙岗镇连墩村驻村担任扶贫工作队副队
长，没有可以照搬套用的公式，要得出“村出列、户
脱贫”的圆满结果，席曦认为，应当做好扶贫工作的
“加减乘除”。

做好“加法”，首先要围绕增收致富做文章、下

功夫。在村集体层面，支持特色种植业基地建设，推
动传统脆桃生产出亮点、成品牌，把产业优
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成立村级集体所有
制企业农产品销售中心，助力集体
经济“造血”发展；建设光伏村
站，实现稳定获益；村有资金
入股优质企业，集体土地流
转、房产出租，开创资产
收益新路子。在贫困户
层面，对症下药、靶向
治疗，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双轮驱动，金融
扶贫、资产收益扶贫
等各种“创新版”帮
扶手段不断推出，一
户一方案、一人一措
施让致贫问题有了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栽下

“ 摇 钱
树 ” ， 打 造
“ 聚 宝 盆 ” ，
村有主导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的良
好态势逐渐形成。

做好“减法”，聚焦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突出问题，消减障碍，防范风险。大
排查、全覆盖、回头看，走村入户不是流
于形式走过场，刚一开始，席曦便真听真
看真感受。锅台灶头、米缸面缸、铺盖垫
被、床头衣柜，天花板、水龙头、牲口
圈、小药箱，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切实从
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出发，帮助力排后
顾之忧。扶贫就要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他一有空就学习研究扶贫政策，合理申
报、落实兑现产业奖补，减少种养成本；
让健康脱贫“351”“180”扶持到位，看
病就医负担大幅减轻；家庭医生服务应签
尽签，按季履约；低保、五保、高龄津
贴、临时救助等社保兜底及扶持残疾人生
活救助、护理补贴等据实申报，打卡发
放；“消危行动”不漏一户一间，确保群
众住上安全实用暖心房；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高中、中职、大学各阶段奖助补贷，一个都不
能少。

做好“乘法”，最大化利用外部各种优势资源，
转化为成倍助推脱贫攻坚的能量。席曦依托派出单位
和自身资源，积极争取资金、政策、项目、智力等全
方位支持，修通了组路，新建了办公房，增容了变压
器，修缮了当家塘，设立了培训室，扩大了活动场，
村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明显改善，村容村
貌日渐向好。两年多来，有的镇村干部第一次获得了
来自大学的培训证书，有的留守儿童第一次去往省城
游学见识了海洋动物，有的农户第一次祖孙三代在自
家院子拍摄了漂亮的“全家福”，有的贫困群众第一
次通过75寸大屏幕一体机在线学习了禽畜养殖实用技
术，有的乡亲第一次领略了自小生长的这片天地在无
人机航拍镜头下竟是如此美如画幅。

做好“除法”，厘正各方关系，激发内生动力，
抑制阻碍脱贫攻坚的负能量。出于种种因素，贫困村

干群关系失谐现象并不鲜见。沟通干
部、联系群众，就成了驻村工

作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环
节。鉴于自身多年行

政工作经历，席曦
主动与村干部分
享经验、交流
心 得 ， 帮助
进一步改进
工 作 作 风
与工作方
法；入户
走 访 倾
听 群 众
诉 求 ，
化解群众
心结，搭
建 干 群 互

信互重的桥
梁 和 纽 带 。

由于扶持政策
有别，不同年度

贫困户、非贫困户
与贫困户之间难免形

成攀比。消除因待遇差别
引发的新矛盾，席曦总是耐心

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潜移默化
中增强非贫困群众对脱贫攻坚的认同，帮助贫困群众
摆脱观念贫困、意识贫困，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和自我
发展能力，让贫与非贫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2017年，连墩村顺利实现整村出列，整村贫困发
生 率 由 2 0 1 4 年 建 档 立 卡时的 1 9 . 1 7 % 降至目 前 的
0 . 79%，帮扶成效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
的充分肯定。谈起驻村扶贫个中滋味，席曦有着深刻
的体会，可谓酸甜苦辣都有尝过。席曦告诉记者，能
亲身参与中国扶贫事业，在奋斗中磨砺意志，正是他
选择驻村扶贫的初心，但最终收获的是“甜”。席曦
说起今年初春的一天，寒潮来袭，他顶风冒雨前往贫
困户张大爷家，商讨产业发展项目。大爷见席曦衣着
单薄，悄悄到里屋取出一件外套递给他，亲切地说
道，小伙子，若不嫌衣服旧，就赶紧穿上，千万别着
凉！“那一刻，我暖在身上，甜在心头，在群众眼
里，我这个‘省城客’早已成为了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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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广贵年逾不惑，是土生土长的乡
下人。以前他是土木“专家”，现在
他是“农场主”，乡土情怀让他选择
了在家乡发展。近几年，他大力发展
水产养殖业，积极参与社会爱心公益
活动，帮扶身边贫困群众，不断传递
着社会正能量，在双红村乃至姚李镇
有口皆碑。

10月30日上午，笔者来到姚李镇
双红村白水堰组孙广贵兴办的“六安
市 叶 集 区 桂 裕 生 态 水 产 养 殖 合 作
社 ” ， 放 眼 望 去 ， 养殖基 地 鱼 游虾
跳，一片勃勃生机。合作社的几位帮
助干杂活的贫困群众正在虾田里忙乎
着。

家境贫寒，孙广贵只上了高中。
2012年以前，一直在上海做土木工程
行 业 。 由 于 从 小 精 明 能 干 ， 头 脑 灵
活，没几年，他就能独手揽活承包土
木 工 程 ， 负 责 建筑土 木 工 程 。 那 些
年，城镇建设如火如荼，他手里揽的
活也多，手下有几十位工人干活。经
过多年打拼，腰里的钱袋子也鼓了起
来 了 ， 为 他 今 后 创 业 路 上 铺 垫 了 基
石。

看到家乡建设与发展日新月异，孙
广贵一心想回家乡，创造出属于自己
的一片新天地。2013年，抱着建设家
乡的美好希望，孙广贵回到了白水堰
组，在本地承包土木工程，包揽一些
土 木 工 程 活 儿 。 可 由 于 工 程 经 营 不
善，2018年孙广贵走进了人生低谷。

生意上的亏损没有让他忘记初心。
春节前夕，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时
候 ， 孙 广 贵 依 然 不 忘 双 红 村 贫 困 群
众， 为 他 们 送 去猪肉 、食用 油 、 大
米。

跌倒了，就要想办法重新爬起来，
孙 广 贵 一向不 服输， 工 程 损失养殖
补。在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下，孙广贵
以每亩600元在本村承包了400多亩农
田 ， 发 展 水 产 养殖，实行 稻 、虾、

鱼、蟹综合混养。他成立了六安市叶集区桂裕生态水产养殖合作社，
投资了170余万元。时下，稻虾田里，水稻已经收割完毕，留下了整齐
的稻茬，稻茬田里，鱼儿游来游去，龙虾扛着鲜红的“大钳子”，样
子威猛，呈现满眼生机。

为了管理养殖场，孙广贵以每天80至100元雇本村组在册贫困群众
负责看管、捕捞、喂饲料等杂活，让贫困群众都有一定的收入，早日
脱贫致富。“像这样苦干，只要搞好经营管理，掌握市场行情，相信
两年时间，就会收回全部成本。”说这话时，这位历经坎坷的“能
人”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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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农村建设中能人现象层出不穷，在脱贫攻坚
一线，那些种养大户充当着脱贫先锋的角色，引领周边一大
批农民脱贫致富，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邻里相亲、共赴小
康的赞美之歌。这些农村能人利用自己多年来在行业里
的经验和资金积累,积极投身于农业发展,或注册家庭
农场,或领办农民合作社,既为自己致富奔小康闯出
新路,也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然而在不少农村，仍有农民朋友虽找到脱
贫致富的方法，却不知具体如何着手。“怎
么种”“如何养”“到哪销”依旧是困扰
他们的难题，很多优质的农产品得不到有
效推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未能有效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部分缺乏
知识产权的农产品和农业企业依然难
以“走出去”与市场同类型产品和企
业竞争。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仍有待
加强。广阔的农村天地，缺科技推
广人员、生产能手、经营能人、
能工巧匠这样能够起到示范带动
作用的农村劳动者。多年来，我
市各地各部门在加强农村实用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素质
不高、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仍比较突出，还不能适
应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当下，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宏

大、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摆在各级
党组织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要加强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应结合本地产

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大力实施实用人才
培训工程。充分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各类教育资源在实用人才
培养中的作用。注重依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各类新经济组织、农业示范基地、产业化龙头企
业，开展岗位培训、技术指导、技术交流、科技示
范和成果展示，在农村生产经营实践中培养实用人
才。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的培养力度，着力
培养一批长于经营、精于管理、勇于创业、乐于带
领群众致富的复合型人才。继续深入开展农村科技
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促进和带动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实用人
才成才兴业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通过在土地流
转、技术支持、项目设立、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政策
倾斜，支持农村实用人才成才兴业。鼓励和支持农
村实用人才牵头建立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
创办科技示范基地。依法保护农村实用人才的知识
产权和合法权益，鼓励他们开展技术创新。要建立
完善有利于农村实用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激励机
制，扩大职业资格证
书在农村的覆盖面，
逐步推广面向农村实
用人才的职业技能鉴
定工作。

引导“能人”
成为乡村振兴“能手”

谢菊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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