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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记 录 沧 桑 巨 变 展 示 辉 煌 成 就

庆祝改革开放 第六期

产业扶贫产业扶贫 助推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武陵源区农业农村工作局产业扶贫发展侧记—武陵源区农业农村工作局产业扶贫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洁陈洁 通讯员通讯员 李祥富李祥富

深秋的武陵源色彩斑斓。走进武
陵 源 乡 间 田 野 ， 空 气 清 新 ， 山 花 烂
漫，绿水、青山、美丽田园，特色民
宿等，一幅幅乡村水墨画映入眼帘。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
实 ， 一 方 水 土 也 养 一 方 产 业 。 近 年
来，武陵源区以其独有的自然资源和
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精
准滴灌、靶向治疗，大力实施产业扶
贫，2016 年武陵源区率先在全省实现
整区脱贫。

如 今 的 武 陵 源 区 ， 顺 应 张 家 界
“ 三 星 拱 月 、 全 域 旅 游 ” 大 格 局 战
略，抓住时代机遇，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通过委托帮扶和直接帮扶的
方式，让全区建挡立卡贫困人口 1587
户 5158 人共享产业发展收益，完成了
帮扶脱贫一批、脱贫巩固一批、跟踪
服 务 一 批 “ 三 个 一 批 ”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 产 业 发 展 品 牌 化 激
活产业扶贫活力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政府有好政
策，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在武陵源区“乖幺妹土
家织锦”基地内，来自文风村的田涛
告诉记者，现在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了。

“我已经种葛 7 年了，每年有 2-3
万块钱，比到外面打零工强多了。”今
年 52 岁的张光春是武陵源区协合乡杨
家坪村的巩固脱贫户，她告诉记者，
当初受到大家的影响来合作社种葛，
现在全家都在种植葛根，家里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

近 年 来 ， 武 陵 源 区 按 照 “ 十 企
（社） 帮十村”的工作目标，在索溪峪
街道、天子山街道、协合乡、中湖乡
分别培育了“土家织锦、天子山剁辣
椒、湘阿妹菜葛、鱼泉贡米”4 个“一
乡一业”重点扶贫产业。其中湘阿妹
菜葛、天子山剁辣椒先后被认定为省
级特色产业示范园，重点扶贫产业以

“公司+村集体 （合作社） +农户 （贫
困户） ”的联动发展模式，集“产+
销”于一体，初步实现了与“全域旅
游”的有机对接。通过“四跟四走”
的 工 作 思 路 ， 走 出 了 一 条 “ 区 级 统
筹 、 乡 镇 主 导 、 产 权 到 村 、 收 益 到
户”的新路子。截至 2018 年 10 月，武
陵源区重点扶贫产业与新型经营主体
建 立 稳 定 利 益 链 接 的 贫 困 人 口 达
100% ， 技 能 培 训 覆 盖 贫 困 户 比 例 达
85%，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贫困村的覆
盖率达 100%，龙头企业产业基地在贫
困村的覆盖率达 85%，达到了龙头企
业与贫困农户双重受益、合作共赢的
目标，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

“五号山谷的荷塘区，以前是我
们家的老屋，一直没人居住，后来
通过重新修复，委托五号山谷统一
经营，通过入股方式，每年可带来
收入十几万元。”武陵源区中湖乡野
溪铺居委会陈新顺高兴地说。

五号山谷民宿负责人陈玉林告
诉记者，五号山谷开创了一个模式
——乡亲以房屋入股，所得收入以
分成方式惠及周边乡亲，同时还给
他们提供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五号山谷从一个寂静的小山谷
问鼎全球十大“必睡”民宿，接待
了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前来

度假休闲，带动了周
边 20 余户农民脱贫致
富，正引领着武陵源
民 宿 及 乡 村 旅 游 的 蓬 勃 发
展。

近 年 来 ， 武 陵 源 区 利
用 资 源 和 地 理 优 势 ， 集 中
连片发展乡村旅游休闲项目，重点
建设了协合杨家坪、李家岗、龙尾
巴美丽乡村，天子山泗南峪生态养
生村、中湖野鸡铺科考探险村、张
家界农家乐体验村、黄家坪生态养
老 村 等 一 批 乡 村 旅 游 特 色 村 。 同
时，武陵源区还建设了禾田居省级

休闲农业产业园和青龙垭桃花溪区
级生态农业产业园。建成了“袁家
界有机稻 （空中田园）、黄龙洞生态
广场、黄家坪采茶、天子山“金毛
猴红茶”等为代表的休闲农业观光
农园,启动了武陵源农业科技示范园
项目建设。

随着产业扶贫模式的创新，各
村集体经济相应得到盘活，武陵源
区因地制宜，通过出租或入股等多
种形式，让集体经济惠及村集体经
济发展，户户增收！

位于黄龙洞景区的黄龙路居委
会 利 用 区 位 优 势 ， 通 过 摊 位 、 河
洲、广告位、场地出租等，年收入
达 394 万元；袁家界居委会、天子
山居委会通过盘活景区景点的各类
摊 位 ， 年 收 入 分 别 达 284 万 元 、
112 万元；龙尾巴居委会通过出租
照相点、停车场、林场、茶园、摊
位、餐馆等，年收入达 72.6 万元。

同时，插旗峪村利用村属闲置
空 地 ， 修 建 生 态 农 庄 ， 向 企 业 出
租，每年增加集体收入 5 万元；檀
木岗村筹集资金修建旅游客栈，每
年为村集体创收 5 万元；黄河村在
天子山街道修建天子山客栈，年收
入 5 万元；青龙垭村与紫薇公司合
作建成紫薇农家乐山庄，聘请职业
经纪人团队负责经营管理，年增加
集体收入 3 万元。

在协合村、李家岗村、黄家坪
村、插旗峪村，这里的农户也相应
与张家界湘阿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
菜葛土地流转协议，通过公司统一
经营管理，每年每个村返产业分红
资金 3 万元；与此同时，天子山黄
河村与天子山剁辣椒有限公司签订
土地流转协议，公司每年辣椒产业
分红资金 3 万元；中湖乡 7 个村与
鱼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鱼
泉 贡 米 产 业 发 展 协 议 ， 采 取 “ 公

司+村集体 （合作社） +农户”模
式发展鱼泉贡米 4400 亩，由公司
统一生产销售，村级组织提取利润
分 红 ，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30 万 元 。
双文村为水厂提供服务，每年收取
4 万元取水服务费；天子山居委会
与迈湘公司签订管理服务合同，每
年为集体增收 1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武陵源
区 33 个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4
万 元 以 下 仅 有 1 个 村 居 ， 4—10
万 元 的 11 个 村 居 ， 10—50 万 元
的 13 个村居，50 万元以上的 8 个
村居。

一个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个
个产业扶贫的故事。一个个
项目的对接以及一户户农
家的笑容，都是对产业扶
贫 发 展 最 真 实 的 肯
定。

发 展 产 业 是 脱
贫 攻 坚 的 根 本 之
策，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关键所
在。未来，武陵
源区将进一步实
施精准产业、精
准项目、精准培
训，突出产业扶
贫重点，加快休
闲农业发展，促
进 农 村 产 业 兴
旺，助推乡村振
兴，谱写产业扶
贫新篇章。

■盘活集体经济 让村集体户户增收

■加强休闲农业产业发展 打造“旅游+”
扶贫模式

武陵源城区全景武陵源城区全景 子元子元 摄摄

乖幺妹土家织锦基地一角

天子山剁辣椒原料基地

中湖乡五号山谷乡村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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