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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进到金寨县全军乡熊家河村，深山里
的层林尽染彰示着岁月经过夏日的炎热和躁动后，
宁静下来。这日，气温凉爽舒适，知名与不知名的花
儿照旧丰盛多姿，漫山的毛竹依然充满活力；虽然
葱绿淡去，树叶飘落，可是枫树和乌桕奇特的生命
正旺、直抵眼帘，火红的激情横溢。的确，现在是一
个功成业就的季节，随着秋月的到达，一路上，心满
意足。

我们抵达金寨县西楼生态园的时候，张功国老
总不在，5、6个工人正在忙着入冬前给大棚加设保
温薄膜。一群游客在随意、开心地采摘玲珑可爱的
小番茄。“快来，快来，这儿熟透的多。”不时呼朋唤
友的快乐声起，有的还边采摘边品尝，“哈哈哈，太
好了，我终于吃到儿时的味道啦！”从合肥来的游客
冯建萍高兴地说：“周末4个好朋友结伴进山，路过
这儿，不仅享受了自然生态，而且仰瞻了熊家河红
军纪念塔，身心都得到净化。”

同行的全军乡党委委员吕祥春颇有涵养地介
绍说：“西楼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是金寨县招商引资
企业，老总张功国是我们熊家河村人。他往年在
外发展得很好，事业干得很大，为回报家乡父
老乡亲，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2017年7月，
公司以总价392万元竞得全军乡熊家河村
西楼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0亩，投资乡
村生态旅游项目。公司主要从事乡村生态
旅游项目开发、生态悠闲农业开发、熊家
河红军纪念馆扩展和配套设施完善，现
有固定资产6000万元，公司固定员工22

人。”
我们站在连绵一体的白色大棚边，

可以眺望对面沿着山体修建的蜿蜒步
道，那是通往熊家河红军纪念馆、纪念塔
广场的栈道。这里是红28军重新组建地，
坚持3年游击战的根据地。这时，张总回到
园区，我们边走边谈。豪气直爽的张总说起
话来也是快言快语，“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项
目一期投资4000万元，兴建300个恒温全自动
化喷灌大棚，从事生态果蔬、花卉连季生产及销售,

2018年公司实现果蔬营收96万元。截至目前，金
寨兰花庄园近万平米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修及绿
化亮化配套工程今年年底可以完成。每年当地农村
剩余劳力200人在公司就业，大约用工60000人
次，户均增收3 . 5万元。”

“为配合县乡村脱贫攻坚，挖掘本地资源优势，
实现公司长足发展，2018年流转了全军乡何家湾、
熊家河两村和白塔畈镇光慈村创福公司共460亩
扶贫农场，用于现代农业经营，建成230亩果菜大

棚，种植适销对路果蔬。我们的生态产品成功打入
合肥周谷堆农贸市场和江苏省张家港市青草巷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我们启用120名工人，其中21户贫困
户。何家湾、熊家河、光慈村3村集体经济年增收6 . 9

万元。”张总说起这些，颇有些成就感。“今年入春以
来，公司实行规范化种植，加大对果蔬基地投入，备
足有机肥，调优种植品种和结构。由于产品种类多、
品质好、投入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我们果蔬
年产值达400余万元，21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8000

元。”
“这么个大老板，看上去就是个‘老农民’，经常

跟我们一起干活，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大棚
里干活的储士秀直爽地说。朴实的张总却说：“人要
有感恩之心，不能忘本。我回家乡谋发展，党委政府

那么支持，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要承担社会责任。我
们已经建起党支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中，决不落后。”

据介绍，2018年扶贫日，公司向全军乡政府捐赠
3万元扶贫专项资金，2019年发放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地块股金分红、土地流转金和劳务工资
99 . 8万元，同时捐赠全军乡熊家河、何家湾2村五保
老人春节慰问金、老村干春节慰问金和贫困户春节
慰问及助学金9万元。

该乡党委书记黄正先三顾茅庐把张功国从张家
港请回来发展的，11月1日，全县农村产业发展带头
人培育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时，大家前来参观，
把西楼生态作为重点推广。“近年来，全军乡主动把
握全县实施‘菜篮子’扶贫农场工程等政策机遇，实
行‘能人回归’工程，依托自身资源、区位优势，合理
调整产业结构，扶大做强龙头企业，壮大优势农产品
基地，大力发展蔬菜、茶业等主导产业，并不断延
伸农业产业链，趟出一条‘以特富农’的农业
发展新路径。”

据黄正先书记介绍，2017年开
始，该乡依靠乡域茶园面积大，
同时拥有国办用茶“金龙玉
珠”茶叶品牌的优势，
实施“ 扶 贫 茶 、
爱心茶”扶
贫

创新举措，按照“政府+企业+贫困户”的模式，使贫
困户收益持续增加，带动全军、梁山两个重点贫困
村107户贫困户每户增收2000元以上，一年内累计
增加收入30余万元。同时，全力推进实施“蔬菜产
业”。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招商八摩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金寨县田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领当地
群众发展蔬菜产业。

“我们将利用全军乡资源优势，建成笋竹林下
种养家庭农场100个，规模10000亩，每亩年产鲜笋
250公斤、加工笋干25公斤，每亩林下养鸡30只，
每亩年创综合收入4500元，并可带动当地农民
和贫困户1000人就业；充分利用好山好水的生
态资源，建成高山蔬菜家庭农场30个，总计面
积1000亩，每亩可创收4000元，吸纳200个
农民就地就业。尤其是发展高科技、高附加
值产业，建成设施大棚家庭农场20个400

亩，种植进口花卉和精品蔬菜，每亩可创
收8000元，并吸纳当地群众100人就业。”
黄正先书记如是说。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西楼生态产
业园大棚里却是春意盎然，各种菜蔬和
果品红红绿绿，五彩缤纷，甚是诱人。

“由于基地位于山区，基础建设薄弱，现
有的生产规模和物流能力都不能满足

公司长期发展和市场需求。为了稳定可
持续性发展，公司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将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规划长远发展，继
续走公司+家庭农场+扶贫户的经营模
式，带动家乡群众共同致富。我们计划
在熊家河村建1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
农副产品配送中心，打造大别山农
产品集散地，扩大金寨农副产品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再扩
建100亩连栋温室大棚，拓展公
司果蔬营销市场，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谈起在家乡发展，
带领乡邻乡亲打造幸福生
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张
功国考虑深邃、充满自
信、干劲十足。

“他创业有成，不忘乡亲，为民铺就致富路；他扶危
济困，彰显大义，不忘初心敢担当；他把脱贫的种子埋在
希望的田野，把富裕的硕果装进农民的口袋，谱写出新
时代‘鹅、鹅、鹅，曲项向天歌。’”11月26日，“为国争光
霍邱人”先进人物颁奖典礼上，节目主持人正在宣读组
委会给六安龙翔美食王禽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远的
颁奖词。

胡建远生长在霍邱县花园镇农民世家，2004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朗德鹅并发现其中商机。在
前往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考察之后，胡建远决定把朗
德鹅饲养技术从山东引进到家乡霍邱。“霍邱是农业大
县、人口大县，发展朗德鹅养殖产业前景广阔。”胡建远
说。

胡建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为避免走弯路，他先
是自己试验，成功后规模逐渐扩大，通过几年的风风雨
雨，终于闯出一条朗德鹅产业发展道路。“只要人不懒，
每年可以养殖三批鹅，每批2000只，一年净赚10万元。”

看到胡建远养殖利润大，周边群众也希望加入进
来。但大家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三没销路，凭啥来养鹅？
胡建远想群众之所想，带动贫困群众参加养殖，“我一个
富了不算富，我要带大家一同来致富。”胡建远为养殖户
垫资购买鹅苗、提供养殖饲料、上门防疫、保底回收等，仅
2018年，胡建远就为养殖户垫资1000万元，解决了他们的
资金难问题，激发了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养殖热情。

在发展过程中，胡建远逐渐探索出“123”扶贫模式。“我
们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个免费、两个垫资、三个带动的‘123’扶
贫模式。”胡建远告诉记者。公司免费向每个贫困户赠送20只
至50只鹅苗以及指导养殖技术，并且与贫困户签订养殖回收协
议。在养殖过程中，由公司垫资投入朗德鹅苗以及饲料，养殖户

不需要在养殖过程中投入一分钱。通过养鹅产业不仅带动贫困户
增收、贫困户就业，还能够带动贫困村集体经济增收。“我们公司的

发展，带动了全县10个重点贫困村产业扶贫基地养殖朗德鹅，公司
与他们签订5年至15年村企合作产业扶贫协议。从2018年开始，朗德

鹅养殖产业扶贫基地每年可为贫困村集体分红200万元以上。”胡建远
介绍说。

11月27日，在花园镇刘李村产业扶贫基地，一看到有人来，大批成鹅欢叫着涌过来。“我把这个地方租
赁过来发展朗德鹅养殖，不但解决了两个就业岗位，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年收入8万元。”胡建远欣慰地

说。
“123”扶贫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加入到产业发展中来。花园镇贫困户汪怀礼2018年到龙翔公司务工，年收入

3 . 5万元，于当年顺利脱贫。该镇迎龙村贫困户甘如节，2019年养殖朗德鹅3批共3500只，每只利润18元，年净收
入6 . 3万元，不仅脱了贫，还致了富。“跟着胡总去养鹅，脱贫有望幸福多。”甘如节由衷地高兴，说起了顺口溜。

为延长产业链，2014年，胡建远投入6000万元，在长集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年产10000吨的鹅肝酱及鹅副产品
深加工项目，推动了当地食品

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升级。近年
来，胡建远的朗德鹅产业带动了全

县贫困人口5000多人先后脱贫致
富，带动该县每年养殖加工朗德鹅300

多万只，加工鹅肥肝2300吨、鹅产品1 . 2万
吨，全县朗德鹅产业年产值15亿元以上，形成

了种鹅繁育、养殖、加工、销售、技术研发全产业
链发展。目前，产业链上共有规模养殖企业136家、

合作社26家、家庭农场58个，霍邱县已经成为全国朗
德鹅养殖加工第一大县。龙翔公司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标

准化规模化朗德鹅养殖、鹅肥肝生产加工企业。2018年10月
16日，安徽龙翔公司被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工商联联合表彰为全

国万企帮万村先进民营企业。
“我是一位农民，我知道扶贫的种子只有埋在希望的田野，才能结出

美丽的硕果，我愿意用一生去践行。朗德鹅是世界著名的肥肝专用品种，所生产
的鹅肥肝被誉为世界‘绿色食品之王’和‘桌上皇帝’。为推动朗德鹅产业健康稳定快

速发展，我们继续在朗德鹅实现规模养殖的同时，大力发展朗德鹅鹅肥肝产业链，提升朗
德鹅发展质量，使霍邱小鹅真正变成名副其实的‘金疙瘩’。”胡建远信心满满地表达着对皖西这

块红土地绿色发展的深情。

生生态态西西楼楼打打造造五五彩彩生生活活
本报记者 徐缓 通讯员 方观男 文/图

11月23日，笔者走进霍邱县花园镇迎龙
村大闸蟹养殖基地里，到处都是工人们忙碌的身
影。块块蟹塘碧波荡漾，刚刚捕捞的螃蟹个大膏肥，工人们
忙着清洗、捆扎、打包、装车，干得不亦乐乎，前来购买大闸蟹
的顾客更是络绎不绝。

花园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美丽小镇，水渠纵横，河塘星罗棋布。镇
党委、政府因水施策，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帮助很多农民圆了致富梦。

“花园镇的水质、气候特别适合螃蟹生长，2018年，基地流转村里
300多亩土地，带动26户村民一起养殖螃蟹，给螃蟹喂养的都是鱼虾、水
草等天然饵料。今年大闸蟹丰收，公蟹每只重5两、母蟹3两左右，个个膏多
黄满。”养殖基地负责人刘起荣高兴地说。

“今年养殖基地不仅螃蟹丰收，俺们贫困户也迎来丰收。基地流转俺们
土地每年一亩地给600块钱，俺在蟹塘做喂蟹、捆蟹等工作，每天能挣120块
钱，还能照顾家庭。”正在一旁负责螃蟹清洗捆扎的贫困户丁祥勇忍不住插
嘴说。

目前，330多亩的螃蟹已喜获丰收，大闸蟹主要销往合肥、上海、南京等
地，亩产量达200余斤，产值约300余万元。基地吸纳20余名贫困户常年务
工，间接带动50余名贫困户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近年来，花园镇将江淮果岭建设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积极帮扶和
引导贫困人口通过自主发展和参与果岭建设实现脱贫致富。同时，继
续加大对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结
对帮扶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发挥产业扶贫造血功能，让水产养殖成
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也让大闸蟹等名优水产品走入寻
常百姓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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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施策“蟹”富篇
王占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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