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胜利村的未来，唐湘北
并不仅仅满足于“靠天吃饭”，他
还有更多的构想。“桂东的红色
旅游文化本来就很出名，胜利村
的山比较多，存在很多潜在的旅
游资源，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并加
以利用的话，将是一笔财富。”

对此唐湘北开始注意观察
起村里的自然地貌，并琢磨如何
将之转化成旅游资源。“你看那
里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而且
也是面朝西边的。这些山都是纯
天然无雕饰的，有些在地貌上比
较有意思，可以满足游客爬山的
需求。”

对于胜利村的旅游发展之
路，唐湘北显得信心满满。“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把胜利村
的名气推介出去，还能通过开办
农家乐、乡村民宿等方式使村民
增加收入，吸引外出务工的年轻
人回家创业，简直是一举多得。”

村里来了个“马书记”

“马书记”， 是胜利村村民给
唐湘北取的别称。

扶贫期间， 唐湘北不仅自掏
腰包给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同
时在节假日时还组织对全村68户
贫困户及80岁老人进行了走访慰
问， 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也已动
工建设。 一时间， 在不少村民的
眼中， 唐湘北就像是《马向阳下
乡》中的“马书记”，遇到难题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唐湘北。

而唐湘北也早就把胜利村的
村民当做亲人。自去年4月驻村以
来，唐湘北已经在胜利村待了500
多天， 期间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
节假日，对此他毫无怨言。

“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我们
的热心和赤诚，村民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容、 迎来幸福的生活，我
们心里充满欣慰、 充满感恩、充
满幸福……”唐湘北在日记中写
道， 驻村帮扶不仅是一种寂寞坚
守，也不仅是一种奔波忙碌，更是
人生难得的重要一课。

记者
手记

省畜牧水产局领导走访慰问胜利村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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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点
简介

帮扶单位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

胜利村位于桂东县沙
田镇南部， 南与汝城县田
庄乡接壤，素有桂东“南大
门”之称，属边境村、国家
级贫困村。 全村辖12个村
民小组，359户1346人。该
村山多地少，人均不足8分
地，村里无任何经济实体，
集体经济薄弱。 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92户252人。

村貌介绍

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
胜利村

对口地点

“两黄两红”筑起脱贫蓝图
充分利用山地、荒地、旱地发展4大产业，贫困山村不再“靠天吃饭”

●制定帮扶计划， 实行奖
补政策

制定《胜利村贫困户
因情帮扶计划》，协调扶贫
贴息贷款43万元； 免费发
放牧草种子、禾花鱼苗、泥
鳅苗等； 已发放产业引导
资金18万元、 奖补资金68
万元。

●组建合作社， 成立村级
农产品加工厂

组建了群胜畜禽养
殖、群利稻田综合种养等5
个专业合作社，形成了“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产业经营模式； 启动了胜
利村农产品加工厂的建
设，预计将为村集体带来4
万元/年的收入。

●危房改造和易地搬迁脱
贫

启动了异地扶贫搬迁
集中联建和危房改造工
程。支持9户实施异地扶贫
搬迁，15户实施危房改造，
完成20套危房改造工程。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硬化通组入户道路4.1

公里， 整修2800米农业灌
溉水渠， 安装75盏太阳能
路灯等； 启动了安全饮水
工程、 有线电视和宽带户
户通工程。

扶贫成效

“搞稻田养鱼不仅省心，
收入还加倍， 划算多了。” 今
年53岁的村民何育林属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 生活十分困
难。扶贫队驻村后鼓励发展产
业，何育林利用自家的水田发
展稻田养鱼、养泥鳅，并加入
村里的综合种养合作社。如
今，何育林已经从穷得底朝天
的贫困户成为了村里出名的
稻田综合种养专业户。

何育林告诉记者， 以前
主要靠种植辣椒和做木工活
补贴家用，一年辛苦不说，收

入也只有几千元。 自从发展
稻田养鱼之后， 光是卖禾花
鱼，去年就赚了2万多元。

靠发展产业受益的村民
远不止何育林。截至目前，胜
利村已经发展种草养牛17
户，稻田综合种养45户，小水
果种植72户， 而朝天椒种植
几乎涵盖每家每户。

事实上， 胜利村的产业
发展之路走得并没有那么容
易。“全村总面积近9000亩，
但山地就占去了九成。” 村主
任郭名权说， 由于村里山多

地少， 大部分村民都选择了外
出打工。

对此，扶贫工作队想了很多
办法，最终形成了“利用荒地种草
养牛、利用稻田开展综合种养、利
用旱土种辣椒、利用山地种水果”
的脱贫产业思路，扶贫队队长唐
湘北形象地称为“两黄两红”产
业。“两黄” 即以黄桃为主的小水
果种植、以湘南黄牛为主的畜禽
养殖；“两红”则指小米椒种植和
以金丝鲤为主的稻田禾花鱼养
殖。如今，“两黄两红” 4个支柱产
业已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未来构想】
来年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10月29日，天气渐寒，已过秋收时节的田野显得有些荒凉，桂东县沙田镇胜利村的村民范秋山正在自家
的辣椒地里忙碌着，“我种了6亩朝天椒，今年的价格不错，能挣一万多元。”

在胜利村，朝天椒的种植几乎涵盖了每家每户，稻田养鱼、种草养牛等也蓬勃发展，这些都离不开省畜牧
水产局扶贫工作队的帮扶。自驻村以来，扶贫队帮助村民发展稻田养鱼、种植辣椒、水果等产业，并通过组建合
作社、成立农产品加工厂解决了销路等后续问题，形成了“产业链”式的扶贫模式。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武深树

【扶贫模式】

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来
说，农产品的保鲜技术、储存能
力明显欠缺，产品滞销、农民丰
产不丰收的现象仍然存在。为
解决胜利村存在的类似问题，
扶贫队提出成立村级农产品加
工厂，既对农产品进行“兜底”，
又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我们这个加工厂占地
大约10亩， 目前已经在建设
中， 预计明年就可以开始运
行。” 唐湘北介绍， 工厂设置
了速冻、 腌制、 包装等加工
室，建成之后，不仅解决了农
产品销路问题， 每年还能给
村集体带来4万元的收入。

农产品加工需要投入大量
的物力人力精力， 单凭一个小
村庄能做到吗？唐湘北解释道：
“我们已经跟郴州一家大企业
签订了合同， 加工厂交给企业
进行运营， 企业每年按时向村
集体上交租金， 村民只要把东
西送过来即可。”

专业化：建立加工厂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在发展“两黄两红”产业
的同时， 扶贫队又面临新的
难题： 该怎么才能将产业做
大，并解决农产品的“卖难”
问题？ 对此扶贫队决定采用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经营模式。

“目前胜利村已经成立
了 5个合作社， 我们鼓励村
民加入合作社， 然后通过合

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进行合
作，对接销售市场。”唐湘北
介绍，比如说，村里和郴州有
缘千里公司签订协议， 公司
以每公斤60元的价格收购村
民生产的禾花鱼， 解决了村
民的后顾之忧。

为了让胜利村的农产品
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竞争优
势，唐湘北想到了借力“郴州

高山禾花鱼”的名气，将胜利村
打造成“桂东禾花鱼第一村”。

“桂东县属于郴州高山禾
花鱼的主要产区， 胜利村的禾
花鱼养殖在桂东县也很有名，
说是‘第一村’也不为过。” 唐湘
北解释，目前郴州正在申报“郴
州高山禾花鱼” 农产品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成功之后，郴州高
山禾花鱼将身价倍增。

品牌化：打造“桂东禾花鱼第一村”

产业化：“两黄两红”成增收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