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县“四个一”模式担负新使命
记者走进村民家庭和百香果园体验产业扶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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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梅塘镇河源村村民肖民禄在自家养鸡场忙碌

2016 年，梅塘镇河源村村民
肖民禄 23 岁，那年，他建了一间
简易的鸡棚，作为江西农业工程
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刚
刚摘掉 2014 年戴上的因学入贫
的帽子，养鸡场起步后，结了婚
生了孩子。2017 年上半年，肖民
禄通过政府贴息贷款和奖补获
取的 11 万元资金，再加上向亲戚
朋友借的钱，建起了一座标准化
鸡棚，养殖了 7900 只鸡苗，同时
租赁鸡棚养殖了 6000 只，下半年
又养殖了 2000 只。由于技术过
硬，小鸡健康长大了，销售给村
民继续饲养。肖民禄采取终身
售后制，他售出的鸡生病包治并
且免费提供药品，解决了购买者
的后顾之忧。

“肖民禄的鸡不轻易生病”的
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远近闻名，他

养的鸡销路特别好。2017 年，他
养鸡收入将近8万元。

2019 年，肖禄民卖了两万羽
半成品鸡，销售额40万元，利润20
万元。

6月18日下午，河源村蛇皮山
山坡鸡鸣不已，肖民禄在鸡棚忙于
指导助手给小鸡注射疫苗。肖民
禄指着不远处已经建好的第二间
标准化鸡棚告诉记者，他即将购进
一批鸡苗，将养殖规模扩大到 3至
4万羽。

如今，肖民禄购置了一辆卡车
和一辆面包车，有了两间养鸡场，
今年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 60 万
元。每月偿还 2940 元贷款，很快
将还清所有贷款。

闲暇之时，肖禄民开着卡车将
鸡粪运到妻子在赣州的果园作为
有机肥，生活幸福美满。

忙碌的鸡棚孕育致富希望

大冲乡乡长彭清亮介绍家乡情况

人间最美好的是感动。
6月18日、19日，“走进我们的

小康生活”报道组在吉安县田家、
大冲、河源等行政村采访，记者捕
捉到若干次驻村第一书记眼眶闪
动泪花的时刻。他们的感人故事
很多，但这一组眼眶里全是泪花的
镜头证明，这批年轻的驻村书记们
的付出和奉献，感动了村民，也被
村民感动。

吉安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
人员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抗疫期
间，一位村民走进县委办公室放下

一叠现金说，“这一点钱是我的一
点点心意，感谢政府。”说完转身离
去。田家村驻村第一书记肖凯平
听了这个故事，忍不住低下头悄悄
用手擦去止不住的泪水。他被这
位村民的真诚和真心感动了。

农民发自内心地感恩政府，信
任政府，是对驻村干部们最好的褒
奖。

梅塘镇河源村驻村工作组第
一书记杨莉君，像姐姐一样关心帮
扶肖民禄的养鸡事业。“他才27岁，
已经撑起了年销售额几十万元的

养鸡场，你别小看他，他很有头脑，
懂得按照市场行情安排养鸡计划，
还打算在吉安市买房。为孩子将
来的教育作准备。”杨莉君说这话
时，眼眶里闪烁着喜悦的泪光。

在杨莉君心里，肖民禄就像她
的亲弟弟，弟弟这么懂事，姐姐能
不高兴吗？

村工作苦中有乐。大冲村驻
村第一书记钟洁已经驻村5年，被
媒体称为村委会里的“警察妈妈”，
2019年，电视台在大冲村采访时问
村民，“如果钟书记离开，你们舍得

吗？”，当时，一位老人拉着钟书记
的衣角，声音哽咽起来，“钟书记不
要走，不要走。”看到老人动情的样
子，钟洁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生命中每时每刻都有感动存
在，我们常常被别人感动，也可能
会感动别人。

这次在吉安县采访，记者看到
一批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能力
强，情商高，精力充沛，反应敏捷，
为脱贫攻坚奔小康倾注青春的热
忱。他们一周五天四夜驻村工
作，是帮扶政策的执行者；产业扶

贫项目的推荐人；贫困户农副产
品的销售员,还是村民遇上难处时
的心理疏导师......他们与贫困户
亲如一家。

“扶贫攻坚事业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参加这么一项伟大工
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是人生的一
件幸事。”现已退休、曾经在吉安
县圳上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兰兆
义说的这句话，在驻村干部当中
广为流传。

（记者丁立明）

驻村第一书记的感动时刻

脱贫致富奔小康有千“方”百“计”。吉安县创造的“四个一”扶贫模式闻名全国，如今四个“一”扩展为“N"个
一，扶贫模式升级为奔小康模式。6月18日，记者来到吉安县采访，亲身体验到“一户一亩井冈蜜柚、一户一亩横
江葡萄、一户一个鸡棚、一户一人进园务工”的“四个一”产业有了更多新内容,比如，“一座家庭光伏电站”、“一栏
肉牛”、“一窝香猪”、“一箱蜜蜂”……这些“短平快”家庭产业帮助村民奔小康立竿见影。

目前，吉安县86个“十三五”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户年人均收入由2014年的2713元增长到2019年的
11047元。2017年11月1日，经国家第三方评估，省政府正式宣告吉安县退出贫困县行列。“四个一”扶贫模式
的长期效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担负起新使命。

田家村村民陈国忠经营家庭
产业的事例更为典型。他身残志
坚，一个家庭经营了光伏、肉牛、养
蜂、养猪、果园、鱼塘等 6、7个家庭
产业，成了致富带头人。

6月18日下午，记者走进陈国
忠家三层楼房，他端来蜂蜜茶请大
家品尝。陈国忠精力充沛，十分健
谈，乍一眼，看不出他因摔伤落下
残疾，腿部和腰部安装了钢筋，几
年前遭遇过妻子患宫颈癌的不幸。

驻村第一书记肖凯平介绍说，
2014 年陈国忠被评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帮扶干部帮他们夫妻俩办
理了大病门诊报销卡，还为他申请
了公益性岗位，2015年脱贫。得知
陈国忠想利用山地林地发展家庭
产业，又帮他申请了 7.5 万元政府
贴息贷款和产业补贴，陈国忠承包
了村里 5 亩鱼塘养鱼，养起了肉

牛、藏香猪，种植了 15亩杨梅和蜜
柚树，喂养了20箱蜜蜂。

几年下来，陈国忠两夫妻精心
打理的“生态园”收获满满。肉牛
养殖规模扩大到 27 头，杨梅迎来
挂果期，原生态的蜂蜜更是供不应
求。儿子外出打工后结婚生子，三
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日子越过越
红火，2019年全家收入近10万元。

“肉牛和香猪在山上放养，晚
上自己会回窝棚吃食。”陈国忠领
着记者走了几里山路，参观建在山
坳里的牛棚和藏香猪的猪棚。“放
养的牛和猪销路很好”，陈国忠告
诉记者。

在性格乐观的陈国忠看来，
种植果树会自然收获，小牛会自已
长大。驻村帮扶干部为他推荐的
产业无需太多的体力劳动，销路也
不用愁。

一个家庭经营“N”个产业

百香果园
助力村民增收奔小康

6 月 19 日，记者采访大冲乡百香
果产业，看到大面积的高标农田上果
棚成垅连片，一眼望去看不到边际。

大冲乡乡长彭清亮告诉记者，全
乡现有百香果种植面积 2800亩，产量
每亩约 2000-3000 斤，从事百香果产
业的农户达 1200户，占全乡总农户的
30％，从业人员 3600 人，占全乡总人
口的 25%。预计 2020 年，全乡百香果
总产量达 960 万斤，实现销售收入
3840 万元，全乡百香果种植农户户均
增收3000元。

大冲乡的百香果产业以吉安众益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龙头，2018 年开
始试种 180 亩百香果，仅用两年多时
间百香果的经济体量发展到近 4000
万元，这在吉安全市亦不多见。

据彭清亮介绍，全乡贫困户以每
户产业发展资金 5000元入股，成为合
作社的股东，每股每年分红不少于
10%。贫困户全程参与到产业基地种
植、管理、务工等环节。吸纳农村劳动
力 180 人在基地务工，年人均务工收
入达1.5万元。

正在果棚劳动的森塘村村民张招
亮接受采访时说，以前种水稻几乎没
有收入，现在管理果园，每天工资 100
元，年收入可达1至2万元。森塘村种
植了 140 亩百香果，30 多名村民在果
园务工。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线。

◎记者手记

山乡田野遍地有商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肖民禄养鸡

场就坐落在2019年12月通车的梅高
公路旁，近来经常有外地人开车来这
里考察，打听土地流转的行情，还有人
直接找到肖民禄谈合作办鸡场。

随着交通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的持续推进，加上国家“三农”政策
的全面落地，广大农村处处有商机。
吉安众益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大冲乡
开展百香果种植、加工（果酱果汁）、销
售和乡村旅游，两年的发展速度，超过
了预期，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吉安
县“四个一”长效产业发展模式本身就
是帮助农户致富“掘金”。

记者感受到，吉安县坚持长短结合，
积极引导贫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肉牛、
山羊、蜂蜜、蛋鸡、生姜、蔬菜、火龙果、百
香果、黑木耳等短平快产业扶贫项目，为
农户致富奔小康增添了强劲的动力。

□记者丁立明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