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故事

张延刚的“三个担心”
——“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获得者张延刚的故事

《陕西日报》记者 王雄 艾永华

把一个穷村、乱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小康示范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由不足
500元提高到 3万元，村里 46%的家庭住
进“小别墅”，60%的村民在县城购买了单
元房，家家拥有了小汽车……从 1989年
担任村干部以来，宜川县云岩镇辛户村党
支部书记张延刚始终带领群众拉电、修
路、平地、引水，发展苹果产业，成为村民
的“主心骨”、致富路上的“领头雁”。2018
年10月，张延刚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创新
奖”。

“30年一路走来，辛户村发生了巨大变
化，这其中有苦有乐。除了群众的信任外，
支撑我坚持干下去的还有‘三个担心’。”张
延刚说。

担心各项惠农政策在基层落不
实，必须把党支部的作用发挥好

在辛户村采访，眼前一片片连绵不断
的苹果园，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许多地方的果园不同，张延刚自家
的果园里，苹果树特别稀疏，1亩地才有
14株果树。

“这是实施间伐的结果。”张延刚介
绍，1999年，他家有 8年树龄的果园每亩
栽植 55株，亩均套袋 1.6万只，产量 2300
公斤，产值5500元。在村民的质疑声中，
他对果树每隔 1株砍掉 1株，每亩株数从
55株降到了33株。

2015年，张延刚又对果树进行了隔
行间伐，每亩由 33株降到 14株。虽然亩
均株树减少了，但苹果产量不降反增，优
果率由间伐前的60%提高到92%，产值更
是翻了一番，果园预期寿命由目前的 25
年左右提高到50年以上。

“党员干部就是要给群众干出样子。
果树间伐时，村民非常抵触，连我爱人都
舍不得，但实践证明效果很好。目前，果
树间伐这一技术措施在辛户村和云岩镇
遍地开花。”张延刚说。

担心群众富得慢，就要选对产
业，让大伙儿尽快富起来

1989年，张延刚率先承包了辛户村
50亩土地，连同自家责任田，一次性栽了
60亩苹果树，并带领群众人工平地 400
亩，全部栽上了苹果树。

1996年，当精心呵护了7年的果树挂
果时，每亩苹果纯收入达到2200元，比种
粮收益高了10倍。张延刚按捺不住内心
的喜悦，为全村定了一个目标：每年至少
新建果园300亩，让辛户村家家户户都有
果园，让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的“摇钱树”。

尝到甜头的辛户村村民栽植苹果树
热情高涨，但部分经济困难、残疾、劳动力
欠缺的农户却动不起来。张延刚便自掏
腰包购买苗木，并动员村民帮助 34户困
难户建成果园960亩。如今，过去的困难
户人均果业收入达到5万元，成为村里的
富裕户。

担心小康路上落下人，党支部
书记一定要担好扶贫担子

“虽然辛户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稳定
超过了3万元，但也有个别群众因为天灾人
祸遇到了困难，成为贫困户。”张延刚说。

张延刚在辛户村推出“支部+养老”
精准扶贫思路，新建改造了16间房屋，建
成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的辛户幸福院，村
上无偿提供水、电、暖气等，让8户13位老
人居住。目前，辛户幸福院的养老方式已
在延安市全面推广。

2018年，按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
苹果产业后整理工作要求，辛户村投资
1200万元，建起了 3000吨气调库、4.0智
能选果线和苹果交易市场，实行“两免三
帮一壮大”模式，让苹果在全产业链上增
值收益，让群众在产业后整理中分享红
利。这一模式带动云岩镇 677户贫困户
如期实现脱贫。

● 罗胜明（右一）在向大家介绍他家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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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之他山之石

“老罗，西瓜卖完了？”“卖完了，咱的
西瓜好，人家都抢得买了。”7月4日，在宝
塔区南泥湾镇马坊村，64岁的罗胜明刚
刚从镇上卖西瓜回来，遇到熟人，不禁夸
起自家的西瓜。

如今的罗胜明不仅有西瓜产业，还养
了许多羊，每天卖完西瓜，就忙着和妻子
一起喂羊，生活忙碌而充实，日子也越过
越红火。可说起他家以前的生活，罗胜明
和妻子几度哽咽。从以前的游手好闲之
徒变成村里的致富能手，去年成功脱贫的
老罗感慨万分。

一场意外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几年前，我骑摩托出了车祸，身上多
处骨折，导致行动不便。”罗胜明说道。那
时，他家以种植玉米为生，收入不高，一场
车祸更是让本就困难的家庭失去了主要
劳动力。

后来，经过和肇事方协商，罗胜明得
到一些补偿金。有了补偿金后，他的腿最
后又看了一次，恢复得不错。可对生活失
去信心的罗胜明从此变得游手好闲，每天
除了打麻将、下棋，就是在家闲着。

“老罗出车祸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每天瘫在炕上，这个家彻底完了。我们儿
子也离婚了，留下一个孙子，还需要我们
照顾。”罗胜明妻子李春英说。

因为肇事，罗胜明肢体三级残疾，他
家发展产业的信心不足，家里几乎没有收
入。2015年，罗胜明一家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产业帮扶树信心

根据罗胜明家的实际情况，南泥湾镇
党委、政府和当时的帮扶单位，给他家制
定了帮扶计划。当时帮扶老罗家的宝塔
区盐务局还给他家送去了4只羊，让他有
了短期产业。正因为帮扶单位的关心，让
罗胜明一家重燃了生活的希望。

“人家主动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辜
负人家，我决定先把羊养好。”李春英说，后
来通过卖羊羔和羊绒，罗胜明家的状况逐
步有了好转。罗胜明对生活的信心也逐渐
找了回来，他不再游手好闲，开始帮着妻子
一起养羊，并琢磨着发展其他产业。

当时，南泥湾镇党委、政府根据马坊
村的地理环境和村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在
村上建了 22座大弓棚，支持村民发展大
弓棚产业。罗胜明当即和镇上联系，免费
承包了 3座大棚开始种植西瓜。爱钻研
的老罗还把电视上看到的沼液种瓜的方
法用在了自家的大棚西瓜上，种出来的西
瓜很受欢迎。

2018年，罗胜明家种了 2棚多西瓜，
卖了近3万元。“我的西瓜很受欢迎，种西
瓜时，我用羊粪打底子，结出小西瓜后又
上沼液，这样种出的西瓜口感非常好，卖
得也快。”罗胜明自豪地说，“别人家的西
瓜 1块半都不好卖，我家的 2块钱也相当
好卖。”

因为大棚效益好，罗胜明顺利脱了
贫。见了利润的罗胜明今年把大棚扩展
到了 5棚，并大力发展他的沼液种瓜方
法。种出好西瓜，卖个好价钱，过上好日
子，如今，罗胜明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

帮更多的人致富

“穷不是光荣，政府这么帮我，我如果
再不把生活过起来，把日子过好，就对不
起帮扶我的人。”罗胜明说，他不仅想把自
己的日子过好，还希望其他贫困户通过他
的成功，树立信心，发展产业。

罗胜明有了自己的产业后，还决定带
动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发展产业。村民高
来田以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上了年龄，
一年下来收入较少。罗胜明就主动教他
种西瓜，希望他也能像自己一样拥有自己
的产业，并通过产业致富。

“罗胜明主动找我说他给我教，从育
苗、打掐、栽植再到施肥，都是罗胜明手把

手给我教的。”高来田说。如今，他用沼液
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颇受欢迎，两大棚
西瓜收入可观。

依靠党的好政策和自己的努力，罗胜
明有了长效产业，他对未来的信心也越来
越足：“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把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并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我的
孙子学习好，我必须要供他上大学。”

据了解，南泥湾镇共有贫困户435户
1079人，去年年底实现整体脱贫。在南
泥湾还有很多像罗胜明一样的脱贫户，他
们有志气、勤动手，成功拔出了穷根子，摘
掉了贫困帽子，逐渐过上了好日子。

罗胜明：曾经游手好闲 如今一心致富
本报记者 马政 通讯员 杨晓霞

近日，吴起县在长征广场召开全县脱贫
攻坚产业项目收益分红大会。

参与本次产业项目分红的企业有陕西果
业集团、延安能源化工集团、陕西嘉鼎实业有
限公司和延安圆方集团公司，分红资金总额
995万元，受惠建档立卡户2479户，最低可分
红 3000元，最高分可红 5500元，户均分红
4013元。

本报记者 乔建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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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蓬，好花生在刺
梨树，哪朵向阳哪朵红……”贵州民歌《好花红》所描
绘的美好情景，如今正在黔中大地上延展。刺梨，这
种昔日少有人问津的山野果，已“摇身一变”成为贵
州山区脱贫增收的一大特色产业。

小野果变“金果果”

每年 4月到 6月，贵州山区刺梨花盛开，景色迷
人。

一个晴朗的早晨，记者驱车来到地处乌蒙山区的
贵州省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沿着蜿蜒的产业路爬
上一处高高的山顶，只见满山的刺梨与远处的青山
相连，眼前绽放的刺梨花间，青涩的刺梨果已挂枝
头。

“这里石漠化严重，以前满山遍野都是裸露的石
头，现在 1万余亩刺梨树枝叶把石头覆盖了，我们看
见的都是绿色了。”盘关镇人大主席肖值美说，近 5年
来，政府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全镇已种植刺梨树
5.6万亩，不仅绿了山川护了生态，还使许多农户摆脱
贫困走上致富路。

山里人不屑的小野果，怎么就变成了“金果果”？
聂德友是当地最先“吃螃蟹”的人。2013年 3月，

这个贾西村致富带头人放弃在外发展的机会，带着
全部“家当”返乡创业。他发现家乡常年气候温和，
山里遍布野生刺梨，一定适合规模化发展刺梨产
业。他的想法得到干部群众认可。在政府部门支持
下，他领办专业合作社，建立刺梨种植产业园区，种
育结合，既卖果又卖苗，产业逐步覆盖 8个村 3000多
户 9000多人，其中 420多户 840多贫困人口从中受
益。

长地村村民封正宇一家 4口人长期以种植玉米
维持生计，脱贫增收缓慢。2016年，他将 21亩土地全
部流转给合作社种刺梨，收入逐年增多，去年纯收入
3万多元。他说，以前石旮旯里种玉米，每亩收入 400
元左右，根本赚不到钱。现在每年都能拿到土地流
转费和刺梨管护费，稳赚不赔，日子越过越好了。

夏观花海，秋品果香。在刺梨产业的带动下，
2018年，贾西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万元，这个曾
经的一类贫困村走上了小康路。

科技进山“龙头”起舞

土地贫瘠、破碎，近 30%的土壤石漠化，一直困扰
着贵州六盘水市的农业发展。这个有“中国野生刺
梨之乡”之称的高海拔山区市，因为刺梨产业的崛
起，农业发展瓶颈得以突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六盘水市林业局局长陈石介绍说，根系发达且耐
旱的刺梨是抑制石漠化的“先锋树种”，目前全市种
植规模已达 100万余亩，成为贵州省刺梨种植面积最
大的区域。近年来，六盘水先后建立起 4家大型加工
企业，集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一端连
接原材料生产，一端连接销售市场。

记者在贵州宏财集团聚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看
到，企业一期已形成 20万吨的年加工能力，现代化的
生产线加工的刺梨汁、饮料、果酒、果脯、口服液等产
品，通过“线上线下”迅速销往省内外市场。公司总
经理朱波介绍，公司对刺梨鲜果以每斤 2元的保底价
收购，有多少收多少，种植户没有后顾之忧。

宏财集团盘州刺梨产研中心，是贵州省乃至全国
颇具实力的刺梨研发机构。这家中心加强与中国农
业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合作，设置了博士和硕士工
作站、专家实验室等，20多名科研人员常驻，致力选
育优质树种，指导基地和农户规范种植，同时瞄准市
场需求，对刺梨天然Vc、SOD等营养成分进行深度研
发，不断推出新品。

盘州市委副书记杜瑜说，有科技引领和龙头带
动，盘州市刺梨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刺梨种植面积达
54万亩，产业覆盖 27个乡镇的 17万农户 52万人，已
成为山区农民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预计 3至 5年
后，全市刺梨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将十分可观。

抓住特色 做出特色

6月 5日，北京世园会上，广药集团推出的“刺柠
吉”饮料、含片等刺梨系列产品一亮相，立即引起游
人和消费者的浓厚兴趣。这是广东与贵州开展东西
扶贫协作的“结晶”，也是贵州在推动山地特色现代
农业发展中，借力拓展市场、塑造品牌的重要举措之
一。

新近召开的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推进会提出，举
全省之力发展刺梨产业，并把品牌建设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以品牌拓市场，以市场促发展。据了解，
目前，贵州省集中连片种植刺梨约 155万亩，有加工
企业 40家，2018年加工刺梨 7.9万吨，已涌现出刺梨
王、天刺力、金刺梨、山王果、恒力源等一批具有一定
知名度的区域品牌。

贵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抓住特色，做
出特色，已让越来越多的山区群众尝到“甜头”。
2018年，贵州刺梨产业带动 108.3万农民增收致富，
刺梨种植区域户均增收 2000多元，脱贫攻坚成效显
著。

“身披如许刺，心淌万分甜。”依靠良好的发展基
础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贵州省计划到 2021年，将集中
连片的刺梨种植面积扩大到220万亩，年产鲜果50万
吨，综合产值达到100亿元。

山中野果“蝶变”
特色产业富民

——贵州大规模种植刺梨助力
生态美百姓富
新华社记者 何天文 潘德鑫 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