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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以来，桑植县找准资源优势，引入
科技要素，突出特色产业，选准帮带主体，分类
指导，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2018 年，桑
植县实施“四个一”扶贫工程，安排奖补资金
2700 万元，支持引导全县 124 个贫困村发展产
业。目前全县 120 个贫困村均建设了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总数 212 个，覆盖贫困人口 48086 人。

近年来，桑植县立足产业支撑，按照“四跟
四走”产业发展思路，桑植县探索出“一村一基
地、一户一产业、一家一就业、一人一技能”的

“四 个 一 ” 扶 贫 工 程 ， 建 立 “ 定 品 种 、 定 带 头
人、定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支柱
产业、市场主体、产业基地和项目、集体经济和
贫困户的有效对接。目前，茶叶、烟叶、养蜂、

蔬菜、大鲵、中药材县域六大农业主导扶贫产
业，已覆盖贫困人口达 7.7 万人，有 422 家各类
经营主体与 7.3 万贫困人口建立了持续稳定的利
益联结机制。

抓住县级主导产业，按照“一县一品”，着
力打造“桑植白茶”主导产业，茶叶种植面积从
3.8 万亩发展到 6.1 万亩，发展茶叶企业、合作
社、大户等经营主体 120 余家，产量 1500 吨，综
合总产值 1.8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0735
人。

抓县域特色产业，做好产业发展“四个对
接”，即对接县域支柱产业、对接市场主体、对
接项目和产业基地、对接集体经济和贫困户，实
现了蔬菜、中药材、养蜂、大鲵、烟叶等六大产

业稳中有升，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在“四个一”扶贫工程推进下，桑植县把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扩大就业作为户脱贫的重要保
障，“产业扎在家门口，人不出村、村头脱贫”
的致富图景，已经逐步成为现实。如今，在桑植
县，产业发展风生水起，粽叶、青钱柳、绞股
蓝、莓茶、生态有机稻、湘西黑猪、豪猪、土鸡
等特色种养业兴起，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

“多村一品”“一乡一品”产业区域格局。
目前，全县拥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20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53 家，拥有种养
专业合作社 474 家，家庭农场 373 家，创建中药
材、茶叶、蔬菜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4
个，打造出 “桑植蜂蜜” “桑植白茶” “桑植

萝卜” “郁澧香米”等标志品牌，成为产业扶
贫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桑植县还利用“旅游+”、“生
态+”等模式，拓展传统农业功能，推进贫困地
区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健康养老等产业
深度融合，让贫困群众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目前，桑植县已经摸索形成了农旅融合、茶
旅融合、菜旅融合、蜜旅融合、乡村旅游 5 种

“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借助张家界巨大的旅
游市场，带动了农家餐饮、住宿，进一步将土鸡
蛋、土蜂蜜、茶产品、葛根饮料等农产品升级为
旅游产品，把田间道变成旅游道，多渠道实现了
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桑植县产业扶贫拔“穷根”
本报通讯员 黎治国

尽管春节临近，对于创业者张家
界华卫金钱柳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刘卫清来说，创业没有节假日。
近段时间，他一直都在桑植县五道水
镇芭茅溪村、永定区教子垭镇宋柳村
的青钱柳茶基地忙碌。

今年 28 岁的刘卫清，是张家界
华卫金钱柳茶叶开发有限公司青钱柳
种植、生产销售项目的发起人。毕业
于燕京理工学院的他，曾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2016 年底，他自主创业成
立了“哞哞文化创意工作室”，却因
技术和管理经验缺乏等原因失败。

“我觉得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
再也站不起来。”谈起为什么坚持第

二次创业，年轻有闯劲的刘卫清如是
说 。“ 青 钱 柳 在 国 内 就 属 张 家 界 最
多，而张家界的青钱柳数八大公山的
质量最优，原始森林的自然环境和分
布，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因为做了
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刘卫清坚定的把
种植“保健树”——青钱柳作为继续
创业的项目。

刘 卫 清 向 笔 者 介 绍 道 ， 创 业 之
初，自己先后筹资 70 多万元用于项
目建设，目前已经在桑植县五道水镇
芭茅溪村和永定区教子垭镇宋柳村种
植了青钱柳茶 50 余亩。2018 年 7 月，
华卫青钱柳茶的第一款产品正式上
市，10 月份的月销售额首次超过 10

万元。2019 年，他计划种植面积达
1000 亩，公司将采取“企业+基地 +
农 户 +产 品 +互 联 网 ” 的 经 营 模 式 ，
秉承“生态、有机、绿色、健康”的
产品理念，严把质量关，力争打造出
最健康的产品。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年轻的刘
卫清头脑清晰，他告诉笔者，现在，
他已经入驻了张家界众创空间，利用
这个青年创业孵化平台给予的扶持政
策，他正着手开发青钱柳茶精，青钱
柳酒、青钱柳饮料、青钱柳油、药品
原材料、食品提取物等一系列延伸产
品，进一步深化青钱柳茶的深加工。

刘卫清：大山深处潜心种植“保健树”
文/图 黄岳云 李波

刘卫清正在检查茶的质量。

刘卫清 （右一） 在基地上修剪柳条枝。
公司的制茶车间。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科技报分会、科普中国·实用技
术助你成才项目组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第二届“科普中国·寻找最美乡村科
技致富带头人”活动评选揭晓，慈利
县高桥镇的张家界越天然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杰、武陵山名贵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李文辉 2
人喜获第二届“科普中国·最美乡村
科技致富带头人”称号。

据 了 解 ， 2018 年 1 月 19 日 ， 第
二届“科普中国·寻找最美乡村科技
致富带头人”评选活动在北京正式启
动，活动从全国 2000 多名候选人中
评选出 180 人入围全国“科普中国·
最美乡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最终，
通过投票及推荐单位意见，评选出
100 名科技致富带头人。其中，10 名
授予“科普中国·最美乡村科技致富
带头人标兵”称号，其余 90 名授予

“科普中国·最美乡村科技致富带头
人”称号并予以了表彰。

（黄岳云 王小康）

我市 2 人获评
“科普中国·最美乡村

科技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 “小心水电火险，注意
安 全 防 范 ”，“ 门 窗 晚 上 一 定 要 关
好”。 近日，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
村义务巡逻队开展夜间巡逻，受到
广大村民的一致好评。

进入腊月以来，杨家坪村由村
民和党员组建的义务巡逻队，每天
都 在 驻 村 工 作 队 和 村 干 部 的 带 领
下，在夜间用传统打更的方式提醒
村民防火防盗。队员们夜间巡逻的
主要内容是检查电线、柴堆等火灾
易发位置，及时发现火灾隐患迅速
处理。同时对村里出现的异常人员
和车辆进行检查，确保村民财产安
全。

（屈泽清 吕琳）

杨家坪村义务巡逻队

获点赞

新 华 社 武 汉 1 月 6 日 电 （记 者
谭元斌） 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
发 专 业 中 心 6 日 在 武 汉 正 式 投 入 运
行。这是我国富硒产业领域首个、也
是目前唯一一个专业技术研发中心。

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
主任、武汉轻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程水
源说，该中心将助力健全硒学科基础
科研体系、硒产业标准化体系，加快
富硒农产品高值利用，培育引领硒产
业提档升级。

同时，还将开展富硒粮油、富硒
果蔬、富硒食用菌等富硒农特产品精
深加工、质量安全、操作规程与标准
等方面研究开发工作，为涉硒企业提
供成套技术支撑。

据与会专家介绍，硒是一种人体
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我国是整体缺
硒国家，全国约 72％的土壤缺硒或
贫硒，导致我国农产品硒含量普遍较
低，补硒成为群众的现实需求。

2018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正式批
准成立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
专业中心，其依托建设单位为武汉轻
工大学和德源健康产业集团。

据介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拥有目前世界上唯一已探明独
立硒矿床，有着“世界硒都”的美
誉，2017 年全州硒产业产值达到 400
多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脱贫攻坚支
柱产业。德源健康产业集团是恩施州
富硒产业的代表企业和龙头企业。

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
研发专业中心投入运行

“捞鱼，采摘草莓、蔬菜，销售黑猪，接
待游客。” 进入农历腊月，是桑植县洪家关乡
枫坪村思家农庄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思家农庄的负责人李仕胜是一名退伍军
人，也是枫坪村的村支委委员。2014 年，看
到家乡大好的发展形势，他主动放弃了在外的
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开起了家庭农庄体验园，
开始自主创业，几年下来，他的家庭农庄已初
具规模。

目前李仕胜的家庭农庄已有生态大棚草莓
园 12 个、大棚火龙果园 10 个、可垂钓的鱼塘
达 10 亩，以及健康蔬菜园、黑猪养殖厂等项
目，可提供观光、游玩、采摘、餐饮“一条
龙”服务，农庄因趣味性、观赏性、舒适性受
到不少游客的喜爱。2018 年，他的农庄被桑
植县科协授予了“科普先进基地”的称号。

致富不忘众乡亲。为了帮助周围的贫困村
民，李仕胜还主动吸纳了村里 20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入股农庄，并让他们到农场常年务工，
参与分红。

思家农庄的小康梦
文/图 李维跃 高山

大棚草莓园里草莓旺销。

李仕胜种植的优质草莓。

养殖的鱼丰收啦。

大棚火龙果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