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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喜悦

村民在称重交售黑木耳。

村民将装好的黑木耳装车起运。

脱贫农户建起的新楼房。

村民在采摘中。

村民正在林地里采摘黑木耳。

久丢村驻村第一书记、剑河县农信联社信贷员杨光红（右）在指导村民采摘。

久丢村脱贫攻坚队队长、剑河县农信联社风险总监杨寿昌（左）在查看木耳长势。

布满林间的菌棒。

剑河县农信联社派驻脱贫攻坚工作队

带领村民发展林下产业增收致富
◎ 谭 标 杨通敏 吴兴芝 李秋燕

“久丢大裤脚，打屁嗅火药。这已
成为过去的记忆了，如今的久丢村，村
民吃得饱、住得好、路好走，大裤脚成为
古董珍藏着。”近日，贵州省剑河县久仰
镇久丢村三组 80 多岁高龄杨政文，面
对笔者回访时激动地说。

剑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久仰镇久丢村
是深度贫困村，村里九山半水半分田，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3亩。2014年前，
久丢村有农户 242户 955人，其中贫困
户 95 户，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0 元。
2016 年，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对

“十三五”脱贫攻坚做出一系列决策部
署，剑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面贯
彻落实，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剑河县农信联社在当地政府的统
一谋划下，将剑河县久丢村列为农信社
党建帮扶和绝对帮扶的联系村，并于
2016 年 4 月派驻脱产专职干部任村委

“第一书记”。3年来，剑河县农信联社
先后委派干部 26人次进驻久仰镇开展
一对一帮扶，3 名干部专职帮扶久丢
村，真扶贫，扶真贫，剑河县农信联社心
贴心地谱写了一曲曲脱贫攻坚赞歌，彰
显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社会责任。

民生路：进门不沾烂泥巴

久仰镇最高的山叫尖峰岭，尖峰岭
下就是久丢坳，久丢村位于久丢坳上，
海拔 925 米，山高坡陡，但久丢村民依
然围着久丢坡建房居住。随着“村村
通”工程的推进，2004 年，久丢村就修
建了进寨公路。据镇干部介绍，原来进
村公路是 45 度的斜坡进寨，全程黄泥
巴路，好多驾驶员从村里开车经过，脸
上都冒着冷汗，因为公路狭窄坎高，稍
不小心，连车带人都可能翻下几千米的
山谷。

要想富，先修路。剑河县农信联社
干部驻村后，首先发动村民扩建进村公
路，转弯处加宽，路面铺上水泥，在全体
村民投工投劳和政府及各部门的支持
下，穿梭于该村 2.5公里的进村公路终
于修建完成，如今，外来旅游的客人开

车走在村寨中，原来那种畏惧感没了，
好多客商来村里拉香猪和朝天椒，面对
宽敞的进村硬化路，都会为农信社驻村
干部和村委树起大姆指。

进村主干道修好了，村“两委”紧接
着谋划修建窜户路，尽管一些村民离村
寨很远，存在不想修硬化路的想法，但
村委“第一书记”和村干采取“好事多
磨”的土办法，做工作争资金，一次两
次，硬是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条条
小小的窜户路由原来的泥巴路改造为
水泥路，直通到每家每户的家门口。

“过去遇到雨天，进门都是踩到一
脚泥，现在有了水泥硬化路，我们劳作
归来，鞋底干干净净，家庭环境卫生得
到了明显的提升！”留守村里的老人说。

“我们要在4.3公里的窜户路上给群
众安装上210台路灯，实现路灯全覆盖，
确保村民晚上出行平安。”面对完工的窜
户路，时任该村“第一书记”杨光红说。

产业兴：足不出村能挣钱

久丢村日照充沛，空气清新，加上
村寨四周是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和植
被，该村小香猪和朝天椒有着独到的特
色，社会流传“到了久丢不品朝天椒，枉
到世间活一回”的说法，因而该村的朝
天椒也成为赠送朋友必备的礼品。

“我们希望久丢村朝天椒走出大山，
老百姓的辛勤汗水能真正结出幸福的果
实。”剑河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雷晟说。为了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该
联社找准问题的症结，采取农户种植、农
信社帮助销售的模式，每年定时到村里
收购该村村民朝天椒，利用农信社员工、
县各部门单位食堂等渠道开展营销。3
年来，共为村民销售朝天椒 4000多斤，
200多村民受益。同时，为了让该村产业
实现多元化，剑河县农信联社派驻久丢
村“第一书记”组织村委班子成员，分析
村里资源优势，总结历年来农村产业成
功事例，一拍即合地在村里推出林下种
植黑木耳项目，采取“农户+合作社+公
司”的模式，优先发动贫困户参与，为全
村95户贫困户找到增收创收的产业。

近日，笔者走进贵州剑河县久仰
镇久丢村养报坡林下产业基地，但见
基地里，村民们正三五成群采菌，不亦
乐乎，驻村干部在查看菌棒及木耳的
长势，指导当地妇女采摘，加工企业开
着车来到基地，等待过秤起运，一派繁
忙的景象。

“村民们能同意养报坡这片山林来
开发林下黑木耳，真的不容易。”剑河县
农信联社派驻久仰镇久丢村“第一书
记”杨光红介绍。据该村支书杨通荣回
忆，启祖老人逃荒时来到养报坡，发现
该山脉在崇山峻岭中厚重有力，古木参
天，空气清新，于是选择在此定居，入住
后开荒垦田，风调雨顺，家族兴旺，久丢
村村民祖祖辈辈便以养报坡为寨子信
奉的“山神”，以此感恩养报坡给村民带
来的福祉，并定下规矩，任何人不能破
坏养报坡的植被，更不能进山砍柴和放
牛放羊，养报坡是村民心中禁地。

“用此山建创业园，刚开始，很多村
民不同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村民更是
不同意，后经网格员一家一户地上门做
思想工作，才有今天的结果。”剑河县农
信联社派驻久丢村扶贫攻坚队队长杨
寿昌道出背后的故事。据悉，久丢村现
已修通养报坡林下种菌大大小小便道
34 条 2.5 公里，全是水泥硬化，接通
3000米的浇水作业管道，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包技术、包回
收，剑荣菌业公司配送菌包70万棒，带
动该村80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据悉，该基地面积共有 80多亩，今
年8月开始建设，从10月1日陆续出菇
开始采摘以来，每天有七八十人在基地
里采摘，每人每天可采摘 200 多斤，每
人每天可获得100多元的收入。

思源水：时刻记住党恩情

2015 年，一场大火从寨脚烧到寨
头。“当时就是没有水啊，整个村寨被烧
得好惨！”谈起久丢村的水，好多老人和
妇女都对那场大火造成的阴影铭刻于
心。全村饮水就靠寨中心的一口古井，
随着村寨的扩大，一口古井已无法供应

村民平常的使用量，为了水，很多村民
到几公里外的溪沟中肩挑背驮，解决村
民用水和村寨消防用水成为村民心中
的期盼。

面对水源从哪里来、资金如何解决？
久丢村支“两委”一班人开始谋划着。一
方面发动党员干部，对熟悉村寨周边有水
源的地方开始探寻，另一方面，驻村“第一
书记”拟定方案，向久仰镇政府报告，并主
动深入剑河县水务局、剑河县联社、县直
各部门争取建设资金。只要有恒心，铁棒
磨成针。在群众自筹、政府支持和外来单
位援助的情况下，筹集资金达60多万元，
终于从村寨5000米外的地方引来水源，
修建4个饮水池和一个消防池，解决了村
民用水和消防用水问题。

如今，村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甘冽的
自来水。“还是共产党好，派干部、出政策，
我们日常用水再也不发愁了！”杨老汉拧开
水龙头，一边洗菜一边高兴地对笔者说。

信用甜：借鸡生蛋奔小康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剑河县农信
联社面对直接联系村，金融夜校以常态
化模式开到村里，在传授金融知识的同
时，更多的是帮助村民理清创业思路，
在思想意识上提高“借鸡生蛋”原理。
一方面，积极打造信用村。对全村农户
开展建档评级工作，让每一个村民拥有
5万元以上的信用贷款额度，在创业上

“心中有粮做事不慌”，并围绕信用村创
建目标，让村民享受15%的利息返回优
惠，确保村民生产经营低成本。另一方
面，鼓励村合作社与剑河县供销合作社
合作，在自愿原则下让每户贫困户以 5
万元入股剑河县供销合作社，每年保底
分红4000元，增加贫困户创收渠道。

三年来，剑河县农信社累计向该村
101户农户发放贷款 764.66万元，其中

“特惠贷”73笔金额352.7万元，新增贷款
无一笔不良贷款，村民在剑河农信的精
准帮扶下，许多村民跳出小农业走向大
农业，富起来的村民购买了小车，一些村
民进城购买了商品房，诚信给村民带来
新时代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