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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户相对贫困户终于脱

贫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但谢文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因为他深知，有一些贫困户是

刚过线的“及格生”，一旦出现

疾病、失业等情况，甚至哪怕是

他们的思想有了丝毫松懈，都

可能导致返贫。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之年。谢文忠说，现在最

要紧的是巩固4年来的扶贫成

果，不要让脱贫的贫困户再次

返贫。在解决生活困难和就业

问题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靠教

育实现长期脱贫。

其实，自 2016年进驻富

林镇寨塘村扶贫工作以来，佛

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南海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就把教育放在扶

贫工作优先发展的位置，“点”

上精准识别因学致贫家庭、

“线”上理清教育扶贫工作思

路，“面”上拓宽教育扶贫覆盖

范围，推动精准教育扶贫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扶贫不是一

蹴而就的。只有想办法让村民

从思想上摆脱贫穷，才能真正

实现长期的彻底性脱贫。”谢文

忠说。

文/珠江时报记者林应涛通讯员区智颖

设法让村民脱贫后不再返贫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

5月22日，由南海区历史文化

协会主办的“香云纱文化研究

会”挂牌仪式在西樵西岸晒莨场

“西缇绸庄”举行。香云纱文化

研究会是南海区历史文化协会

一个分会，致力于香云纱历史文

化和织造工艺、染整工艺的发掘

研究，为南海保护发展香云纱提

供工艺技术及学术支撑。

“香云纱制作涉及13项纯

手工操作，其中以‘晒莨’一环最

为关键。每年的4月初至10月
底为一年的晒莨季。”走进西缇绸

庄，可见展示板图文并茂详细介

绍了香云纱的古法染整工艺。

绸庄内陈列着服饰、围巾、手袋、

手机壳等香云纱文化创意产

品。让香云纱与中国各种传统

文化发生碰撞，通过设计，契合

香云纱本身具备的传统魅力，香

云纱摇身一变成为市场的宠儿。

“香云纱”的历史记忆和传

承一直备受关注。据南海历史

文化协会名誉会长、香云纱文化

研究会首席研究员张莹考证研

究，香云纱又名“莨纱”，其工艺

最大的特点便是独特的镂空绞

纱提花织造工艺，它将岭南建筑

镂空图案如祥云纹、万字格、九宫

格等融入丝织工艺之中，使面料

呈现各式精巧美丽的镂空花纹，

《广东省志·丝绸志》称“这是广东

丝织行业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深远

历史影响的创举”。清末到抗战

前，是香云纱兴盛期。据《南海县

志》记载，当时民乐一带乡村机

房栉比，从业人员数以万计，但

到了抗战时期便逐渐衰落。

1980年左右香云纱停产，此后

其独特的镂空绞纱提花织造工

艺渐渐失传。2010年，西樵人

将它重现于世，2012年香云纱

传统木织机在西樵百东复原成

功，传统织造技艺复苏。

在当天的活动中，张莹展示

了多件从民间收集而来的香云

纱，有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将香

云纱对着阳光放在空中一看透

明如镜，呈现出如同木雕镂空一

般精美的镂空提花，整块布挺爽

柔润，穿着透风却不走光。精湛

的工艺让现场观者为之惊叹。

据了解，张莹研究香云纱已

有十年，“目前我们已发现的香

云纱镂空绞纱提花图案有数十

种，未来我们还会通过发掘，收

集更多香云纱的传统镂空纹

样。”她表示，香云纱文化研究会

是南海区历史文化协会一个分

会，致力于香云纱历史文化和织

造工艺、染整工艺的发掘研究，

接下来将开展香云纱的起源发

展、工艺特征、传统纹样收集整

理、工艺标准与创新等方面的工

作，为南海保护发展香云纱提供

工艺技术及学术支撑。“当下，香

云纱已逐渐回归大家的视线，我

们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它的历

史文化与价值。”

香云纱文化研究会在西樵成立

让更多人认识香云纱历史文化价值

■西缇绸庄展出的香云纱文创产品。 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

南海扶贫干部谢文忠的心声——

“贫困户都脱贫了,但我还是很急”
“最难解决的，是教育

和就业问题。我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让他们有书读，
有事做，有钱赚。”在云浮
市云安区富林镇寨塘村贫
困户家中，南海扶贫干部

谢文忠语气干脆利落，言语间明显带着退役军人的风格。
自2016年5月以来，佛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南海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共同对口帮扶寨塘村。在这两个部门扶贫干部
的接力攻关下，寨塘村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至2019年底，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5万元，是
2016年的7.7倍，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8万元，
是2016年的3.4倍。截至目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13
户共418人已经全部脱贫。寨塘村达到了退出相对贫困村
的十项指标，已退出相对贫困村序列。

近日，记者前往寨塘村，对

佛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南海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4年来的扶贫

成果进行了实地走访。

寨塘村位于富林镇的南

部，是云浮市云安区现有的革

命老区行政村，也是省定相对

贫困村，相对贫困户有113户

共418人。其中，无劳动能力

人员占贫困人口的65.6%。

2016年，该村集体经济收

入1.36万元，人均不足3元。

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49.99元，收入水平低，生产

生活条件差。与云浮市其他

104个贫困村相比，寨塘村村民

人口基数大，贫困户人口较多，无

劳动力人员所占比重较大，而且

人均水田和耕地面积不足0.5
亩。村集体可发展用地较少，村

组无发展产业，贫困户主要靠小

面积农业种植自给自足。村民

因病、因残、缺劳力、缺资金及自

身发展动力不足造成“多维贫

困”，脱贫难度大、任务重。

立足寨塘村的实际，扶贫

攻坚工作该怎么干？

2016年5月，精准扶贫的

东风吹进了寨塘村。来自佛山

南海的扶贫工作队开始驻村，

与村干部和贫困户念起了“致

富经”。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增

收的根本之策。面对寨塘村无

产业项目的困境，来自南海的

两个帮扶单位把培育产业作为

推动寨塘村脱贫攻坚的长效之

策，精心实施了三大特色产业

扶持项目。

首先是开发资产性产业收

益项目，让村民收益实现保值增

值。该村与云浮市百成牧业有

限公司、云浮市云安区富旺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云浮市云安

区金富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云

浮市昌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云

浮市云安区富林镇富海肉鸡养

殖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发了6个
资产性收益项目。截至目前，共

获得总收益26.6864万元，直

接提高了村民的收益。

其次是开发特色农业产业

项目，让产业实现零突破。根

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扶贫

干部牵头成立了寨塘村专业种

养合作社，并引进广东超植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

发展模式，开发了何首乌种植

和牛大力种植2个长期发展产

业项目。同时，开发秀珍菇培

育和贫困户养鸡2个短期产业

项目，带动就业14人，项目共

获得收益125.586万元。

在何首乌种植基地，记者

看到一片葱翠的藤蔓植物。谢

文忠说，这40亩地里种的都是

何首乌。炎热的太阳下，他蹲

下身子，挖出了何首乌的块

根。满头大汗的他骄傲地说：

“何首乌种植基地和牛大力种

植基地这2个项目，预计可实

现每人增收2000元以上。”

此外，寨塘村建立了两个

村级集体经济光伏项目，共计

114KW。至2020年2月，光

伏项目共获得收益10.5万元，

在云安区率先实现了集体经济

突破10万元大关，进一步发展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外面太热了，请进来坐

坐，喝口茶水。”看到谢文忠带

着走访人员过来，曾经的贫困

户曾红波马上出门相迎，就像

家里来了亲戚一样。在简陋的

客厅里，谢文忠和曾红波一家

人拉起了家常。

谈话间，谢文忠向记者介

绍了曾红波一家的情况：他们

是省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有8口人，夫妻俩靠打零工赡

养 2位老人，抚养 4个小孩。

在2016年之前，他们基本没

有积蓄。

虽然丈夫在惠州博罗的石

材厂里打工，但每个月的收入

才4000元左右。大女儿在肇

庆读中专，最小的孩子才上小

学一年级，都在读书阶段。今

年37岁的曾红波，除了照顾老

人和孩子，她也一直想方设法

打零工，补贴家用。

村里的秀珍菇培育基地

项目落地后，扶贫工作队给她

推荐了一份基地里的工作，日

薪80元。曾红波在基地里干

了一年多，共收入 2万多元。

项目结束后，她又去电子厂上

班，月收入也有 2000多元。

在此期间，扶贫工作队给她发

了四五十只扶贫鸡苗，也对她

的4个孩子给予助学补贴，平

均每个小孩 3000多元。渐

渐地，曾红波家里也有了积

蓄。

2018年，她和丈夫商量，

决定拿出积蓄，买了一辆约8
万元的国产小轿车。2019年
底，家里的年收入突破9万元，

成功摘掉了“穷”帽子。

在近几年的寨塘村，与曾

红波家庭类似的例子并不鲜

见。村民麦水生一家就是其

中之一。在这个单亲家庭，麦

水生一个人带4个子女。虽然

最大的女儿已经出嫁，但最小

的才5岁，经济来源完全依靠

他一个人。在2016年之前，

他的年收入才2万多元，家庭

生活非常困难。扶贫工作队

获知后，马上着手帮他们纾

困。子女助学补贴、捐赠扶贫

鸡苗、合作社养殖分红等，帮

麦水生解决了燃眉之急。为

了巩固脱贫成果，谢文忠又鼓

励他出去打工，确保家庭有长

期稳定的收入。

这两年，麦水生经常在阳

江做装修工，年收入已有4万

多元。他说：“现在生活慢慢改

善了，越来越有信心。以前我

们住的旧屋已经烂了，决定拆

掉重建。”在新房工地上，记者

看到了满脸笑容的麦水生。目

前，新房地基已经打好，钢筋混

凝土结构也完成了一部分。如

果工期进展顺利，他们一家人

在今年就可以住上 100多平

方米的新房。

地少人多脱贫难度大任务重

三大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益

曾经的贫困户买了轿车盖了新楼

■在贫困户家中，谢文忠跟老人嘘寒问暖。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陈贤初任新一届
区青年商会会长

珠江时报讯（记者/苏绮玲通讯

员/李嘉文余文健）南海区青年商会

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员大会5月
24日举行，广东雍憬明珠集团董事

长陈贤初接棒华亚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锡华，任新一届南海区

青年商会会长。

大会上，南海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潘伟华向圆满卸任的第六届

理事会成员表示感谢，并向当选的

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热烈祝贺，希望

新一届理事会接力奋斗、不负重托、

再创佳绩。

当前，南海正抢抓“双区驱动”

重大机遇，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新的时代机遇下，潘伟华希望各

位青年企业家勇做“南商精神的传

承者”，把敢为人先、脚踏实地、勤

勉有为的南商精神发扬好；把握机

遇，勇做“创新创业的引领者”，积

极参与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脚踏

实地，勇做“实体经济的坚守者”，

要坚守实业，做强主业，推动业务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义利并举，勇

做“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向老一辈

优秀企业家学习，努力在新时代发

展征程中再立新功。

团区委书记江启祥表示，南海

青商会在数年间不断取得耀眼成

绩，高分荣获“5A等级社会组织”称

号，评选出一批优秀先锋企业家，推

动“真人书吧”等品牌活动开展，打

造了“青创生力军”计划，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过百场。此外，商会还发

起成立南海区慈善会南海青年商会

慈善基金，募款26万元支援南海对

口帮扶地区发展。他希望新一届理

事会坚持党建引领，在经济发展和

慈善事业中积极作为，助力南海走

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当选的南海区青年商会会长

陈贤初表示，未来将认真做好三件

事：打造“有为青商”品牌，修炼好内

功，利用全覆盖大青商体系构建千

亿平台，推动商会互动、商企联动；

构建“多彩青商”品牌，开展系列丰

富的会员活动，提升组织活力；擦亮

“乐善青商”“责任青商”品牌，传承

乐善精神，树立乐善榜样，鼓励更多

人加入慈善事业中。

团市委书记王树斌等出席了

活动。

第二轮龙舟水
或今日来袭

珠江时报讯（记者/林应涛通讯

员/刘小亮）24日下午，佛山市人民政

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公开发布特

急通知，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25日
至5月26日，佛山市将迎来第二轮

“龙舟水”强降水天气，届时或有大

雨到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

风。省防总已于5月24日18时启

动防汛 IV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前防

御形势，市三防指挥部于5月24日
18时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有关

地区和部门要根据各自情况适时启

动本地区本部门应急响应，认真做

好各项防御工作。

目前，佛山已进入“龙舟水”降

水集中期（5月21日至6月20日），

容易发生持续性、极端性强降水，市

民应做好以下防御工作：

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城

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要特别预

防内涝触电和隧道水浸安全事故；

注意防御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

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

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灾害；

近期强降水和强对流频繁，土

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且

具有滞后性，请做好地质灾害防御

工作。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5月25日
是佛山市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返校

首日，各相关部门、学校和家长要做

好“护苗”和防汛应急工作，确保广

大学子安全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