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地变良田荒地变良田种出种出““三份钱三份钱””
南海区对口帮扶云浮西圳村实现南海区对口帮扶云浮西圳村实现““山上有产业山上有产业，，山下有靓村山下有靓村””，，助贫困户脱贫助贫困户脱贫

广东的初秋，一阵太阳一
阵雨，下午还有些闷热。

在云浮市白石镇西圳村山
坡边一片沙石地里，43岁的周
小霞戴着草帽，穿着长雨靴，拿
着锄头剪刀，剪枝施肥，扯着杂
草，忙得不亦乐乎。

周小霞累了就靠在山坡边
喝口水，看着长势喜人的柑橘，
疯长的发财树、牛大力憨笑。
“以前我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就
靠老公一个人打工维持生计，
根本达不到脱贫标准。2016
年以来，南海区民政局的驻村
扶贫干部给我家发种苗，指导
我种发财树和牛大力，还帮我
申请三年免息的创业扶贫贷款
种下600棵柑橘树，第二年我
家就脱贫，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了。”

“只要我干得动，就会继续
坚守种植，靠自己双手致富奔
小康。”说这话时，周小霞嗓门
很大，底气很足。几年来，甩掉
穷帽子的不只周小霞一家。
2019 年底，省定贫困村西圳
村，151户贫困户500人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人均年收入达
15293元。

“荒地变良田 ，沙石地种
出‘三份钱’。”2016年开始，南
海区民政局对口帮扶西圳村，
荒废的沙石地变良田，种植牛
大力和发财树，让贫困户吃上
了“产业饭”，昔日脏乱差的村
口则利用独特的“石林”建成有
山、有石、有水、有桥的一河两
岸亲水广场，贫困村旧貌换新
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山下有靓村，
山上有产业”，如今的西圳村，
交出了高质量决胜脱贫攻坚的
满意答卷。

看得见的变化，让贫困户深有感

触。走进西圳村，一边庄稼绿油油，一边

河水潺潺流，村口矗立的石林景观更是

让人震撼，饶村的“一河两岸”亲水广场

与青山秀水相映成趣，一幅美丽乡村的

水墨画扑面而来。

“我好像进入一个景区了，这里有一

片石林，西圳村到底在哪里，是不是走错

了。”记者仍记得当日驱车前往西圳村采

访，在西圳大桥给扶贫干部打电话，反复

问是不是走进了景区。

谁能想到，这样素水盈沼、怡然自得

的环境，却有过“不愿多看一眼”的摒

弃。原来的西圳村曾因交通闭塞，经济

基础薄弱，村里环境非常脏乱差，2016
年被评为省定贫困村。梁光忠说，南海

民政的扶贫干部刚来时，这里村级办公

环境破败不堪，没有活动中心，也没有服

务村民的对外窗口。

从驻村的那一天起，扶贫干部吃住

在村，每天挨家挨户走访，了解贫困户

情况和需求，全村大事小事，贫困户反

映的问题和困难，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

楚，并帮助村里找项目、投资金。投入

66.4万元对西圳大桥至圳下围河堤路

段1710米升级改造，投入近10万元

修建党建文化广场，投入97万元修建

党群服务中心……昔日脏乱差的旧貌

换新颜。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毅直言离

不开西圳村党支部在全省的创新之举

“党员首议制”，即重要工作党员先通报、

重要问题党员先讨论、重要决策党员先

行动，才让一个个扶贫项目相继落地。

“放在以前，村里要推行一个项目很

难。这个党员首议制，让我们村脱贫攻

坚的速度加快了，致富奔康的力度更大

了。”梁光忠说，对西圳村来说，抓党建就

是抓扶贫攻坚。

多次参与党员议事大会的西圳村党

员吴海平直夸：村里建成百亩发财树和

牛大力种植基地，兴建党建文化广场、党

群服务中心、亲水平台广场等重大项目，

多亏“党员首议制”，让党员先知道，感觉

地位提高了，得到了重视，更愿意无偿帮

村里出力。

脱贫易，巩固难。精准扶贫从来都

不是一个“定数”，而是一道时刻变幻的

民生难题。为防止贫困户脱贫后“返

贫”，从2020年开始，南海区民政局5
个事业单位结对帮扶“脱贫不稳定、边缘

易致贫”的7户贫困户，精准施策帮扶，

绝不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这条村谁不知道南海区，谁不认识

南海区民政局的驻村扶贫干部，他们给

村里带来的变化，还有党和政府的关爱，

这份恩情我们西圳人一辈子都会牢记心

中。”西圳村优秀共产党员、云安区最美

农民梁树德道出了全村人心声。

沿着山间公路蜿蜒而上，行至西圳村

的南药种植基地和发财树基地，青山石林

间，漫山遍野的牛大力，“花海”怒放，发财

树正在生长，焕发勃勃生机……

这里真美，这里也曾经真穷。西圳村

是省定贫困村，全村土地总面积有800多
公顷，大多是沙石地，过去村民们都是种

木薯、番薯、沙糖桔等作物，由于没有效益，

很多村民就放任其在山上自生自灭，守着

“金山没饭吃”。

改变是从2016年西圳村结缘南海区

民政局开始。那年7月，南海对口帮扶云

城、云安、罗定三个区（市）56条相对贫困

村，南海区民政局与西圳村就是其中一对

“亲家”。

对口帮扶后，南海区民政局向西圳村

投入帮扶资金和物资。驻西圳村第一书

记李毅说，扶贫干部从修路、装路灯、搞基

础设施等做起，先干出点实事来。西圳村

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光忠感慨：

“村民一看，扶贫干部是干事的人，有了村

民的信任，干部就有了干劲。”

由于西圳村穷在产业缺失，贫困户自

我发展能力差，而脱贫必须要有产业支

撑。于是，通过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邀

请农业专家到实地察看土壤、气候以及地

形地貌，一个个排除，西圳村最终选了种

植发财树和牛大力作为扶贫产业。

找好了产业，定好了方向，如何让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吃上放心的“产业饭”

呢？西圳村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合作模式，“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租

赁经营、贫困户分红”进行种植。“这种模式

是为了保障贫困户的利益，引导贫困户自

家种植，公司再进行收购。”李毅说，给贫困

户保价回收、给农户种植信心，想方设法

让贫困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一改过去的穷

苦面貌。

贫困户梁肖陆就是靠着种植脱了

贫。“我到种植基地务工，每月领1800元
工资，平日里主要是拔草、锄地，活不重；我

还可以享受合作社基地给贫困户的产业

分红，一年有1700多元的收入；我还在自

家地里种植800棵牛大力，还有金银花、

贡柑、龙眼、黄皮等，一个人有了三份收

入。”她告诉记者，大女儿外出务工了，老公

经常到镇上打散工，她家人均年收入从

2016年的3770元增长到目前的15851
元，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而4年前，梁肖陆一家仅种植几亩薄

田，农闲时到周边的果场打散工，生活入

不敷出。“就算勒紧裤腰带，节俭地过日子，

也很困难，3个孩子的读书和生活费也是

七借八凑而来。”回想起过去窘迫的穷日

子，梁肖陆连连感叹今日生活的来之不

易。

在西圳村，像梁肖陆一样有着三份收

入的贫困户还很多。“要是靠我们自己，这

穷光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头！幸好

扶贫干部帮扶我们搞产业，帮我们找工

作，仅一年就拔掉了穷根。”同样靠着种植

脱贫的梁森堂满脸喜悦。

“荒地变良田 ，沙石地种出‘三份

钱’。”如今，西圳村的百亩发财树和牛大力

种植基地，带动贫困户分散种植约150
亩，把闲置的荒地变成贫困户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151户贫困户2019年底全部

“拔穷根”。

贫困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美好，西

圳村向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贫困户

奔小康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每天早上，打理完自家种植的发财

树，贫困户区月风都会赶到西圳村口的

“扶贫工厂”务工。她是西圳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赶上谁家

果园要采摘，她就去打散工，贴补家用。

村里的“扶贫工厂”让区月风在家门

口就有了新的务工地方。“这活不累，检

查零件、焊接电路板、打包耳机，收入也

不错，每个月有1800元。”她说，要靠自

己的双手脱贫。

“扶贫工厂”是扶贫干部为村中因照

顾家庭、缺乏技能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

的留守妇女引进的，为的是方便贫困户

家门口务工。而对于该工厂的老板而

言，这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因为人力成

本的高涨，把工厂开到扶贫村，相对可以

降低成本。

“我在品音工厂上班了几个月，每天

送孩子上学后就来，既能照顾家人，还能

帮补家用，一举两得。”说起扶贫工厂的

好处，贫困户赖佩容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扶贫工厂”刚建成时，招不到

人的窘境让时任南海驻西圳村扶贫干部

李孝端猝不及防。“蓝牙耳机都没见过怎

么会生产？”“一天工作8小时太累了，不

去！”贫困户的反应让李孝端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不会就要学，没技能车间可以教，

不劳动怎么能脱贫！”当日，在西圳村举

行的贫困户大会上，李孝端的话犹如一

块石子击入平静的湖面，在贫困户心里

泛起涟漪。

随后，李孝端多次到贫困户家中，拿

出纸和笔认真地给他们算了一笔经济

账，“一个月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如

果家里实在走不开还可以拿回家做。”他

还邀请部分贫困户到车间了解运作模

式，在车间负责人的指导下体验制作蓝

牙耳机的过程。

苦口婆心的软磨硬泡慢慢看到了成

效，不少贫困户决定加入扶贫车间，还带

动村中非贫困户的加入，西圳村加入“扶

贫工厂”的队伍也从无到有，如今已有20
余人，每天生产蓝牙耳机2000多对。

“这间扶贫工厂就像‘奔富工厂’，是

贫困户收入很重要的补充，让贫困户的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西圳村的产业振兴

正蓬勃发展。”看着一组组原材料经贫困

户的双手，制造成一件件高产值商品，销

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市场，梁光忠倍感

欣慰。

荒地变良田 村民吃上“产业饭” 设“扶贫工厂”村民家门口就业

“党员首议制”让扶贫项目落地更快了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通讯员 吴婉珊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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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圳村的
脱贫故事

■在南海对口帮扶下，西圳村利用独特的“石林”，建成一河两岸的“村口”亲水广场。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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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让西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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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读书的

乐园。

■周小霞向

记者介绍自

家种植的柑

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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