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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位于江城县康平镇
中平村的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沃柑基地进入了采摘
季，采摘、分拣、包装、搬运，基地一
片忙碌。

“现在是我们用工最多的时
候，一天需要 500多人。”鸿耀公司
负责人介绍，务工人员多数是周边
的瑶族、哈尼族群众，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200多人。此外，该公司
每年固定用工 205户 450人，年劳
务支出达1500万元，人均劳务收入

达 1.57万元。依靠在沃柑基地务
工，贫困户收入增长很快，靠近基
地的新兴寨村，人均收入从 4年前
的1000多元增加到了8000元。

鸿耀公司 2015 年进入康平
镇开始种植沃柑，短短几年间，
已经成为带动周边贫困群众发展
的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增加
群众收入，有 147 户农户得到了
地租收入，共 1176 万元，户均收
益 8 万元。为了更好地帮扶贫困
户，2015年 9月，公司组织成立了

江城柑橘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
作模式，通过统一供苗、统一管
理、统一销售、带动周边三个村 21
个村民小组种植沃柑 2100余亩。
同时辐射带动其他周边农户种
植 3200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0户 540人。

沃柑、坚果、橡胶、茶叶、畜牧，
一批特色产业在江城县崛起，实现
了产业进村到户。同时，积极推行

“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产业

模式，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
动作用，实现贫困户与企业或专业
合作社利益联结。

如今，江城县已经实现产业利
益“双覆盖”。全县绿色产业面积达
到 110万亩，农村人口人均拥有产
业面积10亩，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
拥有产业面积 13亩，产业覆盖 42
个贫困村、贫困人口3.8万人，实现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

江城县的产业扶贫新型经营
主体 159家（龙头企业 13家、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146家）带
动和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84
户，实现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联
结全覆盖，贫困群众通过生产合
作、股份合作、订单帮扶、劳务合作
等多种方式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
稳固关系，参与开发建设，分享发
展成果，产业扶贫“造血”功能得到
不断增强。

产业进村、覆盖到户，利益联
结、共同发展，江城县脱贫攻坚的
产业基础越发坚实。

近年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充分发挥沿边优势，在探索壮大
贸易的同时，积极争取政策，用好
用活国家兴边富民政策，加快发展
勐康口岸边民互市，助推当地脱贫
攻坚工作。

中国勐康口岸位于江城县康
平镇中老边界 7号界碑处，毗邻老
挝丰沙里省约乌县，对应的是老挝
兰堆口岸。勐康口岸是国家一类口
岸，是云南省通往老挝及东南亚国
家的陆路通道之一，是普洱市对外
开放的重要前沿。2013年 12月 28
日正式实现对外开放，口岸性质为
双边公路客货运输口岸。

口岸开放以来，中老两国边民
常有买卖往来，从最初的物物交换
到如今的贸易往来，两国边民的交
往日益频繁。康平镇中平村的白红
强便是最早活跃在边民互市贸易
中敢吃螃蟹的第一批人。从十五六
岁开始，白红强便与老挝边民打交
道、做买卖，曾常驻老挝做生意。

在勐康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市
场，白红强和附近寨子的边民一
样，一大早便在贸易市场等候。放
眼望去，只见熙熙攘攘的边民有说
有笑，有的在办理手续准备送百货
到老挝，有的则是在等待通关查验
的货物。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中，白
红强和其他边民的小货车进入服
务区接受海关查验。为白红强拉货
的司机师傅也是边民互市政策的
受益者，在勐康口岸，像他一样专
门为边民互市提供运输服务的边

民有100多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口

岸做边贸。”为进一步提升勐康口
岸的对外开放水平，主动服务和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 3
月起，江城县投入 800多万元在勐
康口岸建设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现
已通过验收并正式运行。运行当
日，实现进出口货值94000元共13
票，其中出口 7票 46000元，进口 6
票 48000元。进出口货物主要有香
蕉套袋、太阳能器材、电视机等。

2018 年 7 月，江城县出台了
《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结算管
理办法》等相关配套边民互市管理
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展中老双方
边民互市贸易平台。县工信部门也

在对边民认定的前提下录入了指
纹、人脸 800多人，发放了边民互
市证700多本，组建了20个边民互
市互助组，引导边民在勐康口岸利
用国家给予的每位边民每天交易
额不超过 8000元可全免关税和环
节税的优惠政策，创新“边境贸易+
扶贫模式”，建立以边民互助合作
组织开展边民互市贸易的新模式，
有效促进互市贸易引领脱贫，让当
地边民充分享受到边民互市贸易
带来的红利。

目前，勐康口岸边民互市发展
良好，边民互市贸易总值占边境贸
易总值的30%左右。

本报通讯员杨翠红朱榆倩/文
本报记者李奕澄/图

“小坚果正在长成大产业，去
年采摘新鲜壳果 100多吨，产量
每年都在翻番增长。”新春时节，
记者来到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国庆乡嘎勒村，漫山的坚果园一
眼望不到边际，这片 1.6万亩的
坚果基地被认定为全球最大的
澳洲坚果单体连片种植基地，基
地副场长蔡会良看着挂果的果
树越来越多，管护起来也更用心
更精细了。

江城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森林资源、气候条件等为澳洲
坚果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1994
年引种澳洲坚果并取得试种成功
后，由于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澳洲坚果推广种植非常缓慢，仅
保存面积 500亩左右，未能形成
规模化种植基地和产业基础。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
展。近年来，江城县与江城中澳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扶持公司发展澳洲坚果
产业，公司在全县流转土地 10
万余亩，陆续开展澳洲坚果种
植，仅土地租金就累计支付 6000
余万元。在开发自建产业基地的
同时，公司通过示范种植、技术
指导，带动当地群众发展坚果达
24 万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812户11613人。

“家门口的产业好处多，能就

业挣工钱，还能学技术自己发
展。”嘎勒村上寨二组村民白双进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家夫妻俩
已经在基地打工两年多，不仅学
会了种植管理坚果园的技术，在
自家的荒坡地上种植澳洲坚果，
每年还领到 6万元的工资收入。
基地每年固定岗位用工加上每年
聘请季节工，年劳务支出达 1420
万元。

选准增收产业，加大扶持力
度。江城县采取“种植户出小头、
政府出大头”的方式进行扶持，农
户每棵苗木出 5元，其余由政府
补贴扶持，通过向农户赠送坚果
苗木、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让群
众看到坚果产业的增收前景。公
司履行澳洲坚果产品收购“市场
价+保护价”承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不低于 15元/公斤的价格收
购鲜果，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让种
植户吃下定心丸。

作为群众脱贫的长期产业，
江城县规划到 2020年江城澳洲
坚果种植面积力争达到30万亩。
公司带动集中连片种植10万亩；
茶地、咖啡地等套种 10万亩；农
地、农村周边零星种植 10万亩。
稳产后全县澳洲坚果壳果产量将
达到7.5万吨，丰产后年产值将达
到15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沈浩

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曲水镇等 4个乡镇的 23个行政
村，被当地群众称为“橡胶村”，
橡胶产业强，群众收入就好。

去年，江城县曲水镇拉珠村
高寨组的沙立能有了一个新身
份，作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她成了村里新成立的珠源橡
胶专业合作社的首批社员。“不
仅有保底收购价，每年还有分红
收益，产业上的收入更稳定了，
脱贫的信心也更足了。”她算了
一笔账，感到踏实多了。

拉珠村地处河谷地带，自然
环境十分适宜发展橡胶，在云南
农垦集团江城橡胶公司的带动
下，橡胶产业成了村民名副其实
的增收产业。沙立能不仅参与公
司橡胶基地的管理，还自己种植
了50亩橡胶，割胶收益一直是她
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橡胶是我们这一带的优势
产业，做好产业扶贫这篇大文
章，就要把橡胶产业增收的潜力
挖掘出来。”村主任余劲松是珠
源橡胶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如
何发挥好产业扶贫资金的作用，
他和驻村扶贫干部认真考察后
决定成立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把
贫困户全部纳入橡胶产业链条
之中，服务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实现贫困群众的增收。

去年 12 月中旬，江城县与
云胶江城公司签订脱贫攻坚产
业扶贫项目合作协议，云胶公司
对江城县在脱贫攻坚工作上的
支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标
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此次签订的脱贫攻坚产业
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双方主要
围绕劳动就业、人才交流、橡胶
种植管理、割胶技术、橡胶病虫
害防治、技能培训等方面开展
合作，通过土地流转、农特产品
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入股分红
等多种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和支持江城县境内 23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带动并增加
4650 户 17560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收入，实现脱贫目标。江城县
政府对公司带动的 4650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给予每户 2万元贷
款额度的 3年期产业扶贫贷款
贴息，贴息额度为 9300万元。政
府对公司每带动一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给予 1000元的产
业扶持资金，资金列入县级财政
预算，分3年兑付。

在政府扶贫资金支持下，像
沙立能这样的贫困户全部加入
了合作社成为股东。合作社又
与江城橡胶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让贫困群众与产业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公司
为社员提供原料收购、技术培
训等服务，即便没有劳力的贫
困群众也能通过产业分红获
益。企业有了发展资金、贫困群
众收入有了保障、村级集体经
济也得到壮大，产业扶贫的成
效实现了多赢局面。

本报记者沈浩

脱贫攻坚，贫困户增收是关键。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聚焦产业扶贫，不断拓展贫困户

增收渠道。如今，江城的绝大多数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有三个增

收渠道——出售农产品获得一份收入，到企业打工能拿到一
份工资，在家里每年还有一份入股分红的收入。三份收入，让
江城县的贫困群众有了“三个钱包”，脱贫攻坚的劲头更足了。 橡胶产业稳

脱贫信心足

边民互市带活一方经济

普洱市依托得天独厚的适宜
动植物生长的资源优势，大力推
进大健康产业发展，加快发展以

“医”为支撑的医药医疗产业。重
点发展中医药种植、药品制剂研
发、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等，做优
石斛、茯苓、滇黄精等特色中药材
品种。

淞茂医药是本土知名的民
营企业，拥有“滇草 6味”等核心
产品，发展基础好、市场前景广、
竞争力强，通过充分发挥在药材
种植、收购、产品开发、物流配
送、市场营销等方面优势，努力
构建“药、医、游、食、养、管”六位
一体的大健康产业体系。“‘爱中
医、知中药’是淞茂人一直以来
在内心深处坚守的使命，公司以

‘正德厚生、和谐共融’为企业理
念，为顾客提供‘道地、纯正、高
效、方便、安全’的直接服用的现
代中药饮片。”集团董事长黄劲
松说。

本报记者李奕澄

“江城坚果”初长成

绿色发展守护健康

政策资金精准到户

去年以来，江城县采取一系列
产业扶持政策措施，引导和带动贫
困农户增收脱贫。

江城县加强了产业规划，加
大产业扶贫资金投入。紧紧围
绕“每户贫困户都有一个项目
（政策）扶持，都有一名致富明白
人，都有一个市场主体帮扶，都

有一个脱贫增收渠道，贫困户户
均拥有 10 亩以上产业基地”的

“五个有”目标，制定了产业精准
扶贫规划，以及茶叶、橡胶、甘
蔗、坚果、水果、草牧业、渔业、
生猪 8 个专项产业精准扶贫规
划，编制完善村级施工图、乡级
路线图和县级项目库，并结合各

乡（镇）和各村产业发展现状，统
筹全县产业扶贫所需资金和项
目。工作中，实行项目资金向产
业倾斜，2018 年，全县投入产业
扶贫资金达到 1 亿多元，重点投
向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产业道
路改造等产业基础设施和特色
产业发展。

全县探索推行“5121”产业精
准扶贫模式。即：每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给予 5万元限额的三年期小
额贴息货款发展产业；按现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每户配套 1万元产
业扶持发展资金；市场经营主体
每带动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
2万元的 3年期产业小额贷款贴

息，贴息标准按国家当年基准利
率给予贴息；对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市场经营主体，每带动一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给予 1千
元的产业扶持资金。

政策、项目、资金，一件一件
落实到位，为全县如期实现脱贫
摘帽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资产收益从无到有

江城的东城农产品交易市场，
外围是一圈商铺，中间是摊位。由
于建成开业的时间不长，上午9点，
市场也不热闹，一个商铺经营者却
表情轻松：“我在这里的生意还过
得去，市场一天一天地热起来了。
你看，周围的房子多了，人流也增
加了，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这个市场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还有许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在去
年底，市场已经由4个乡镇的24个
专业合作社联合出资 4740万元购
置下来，成为了4740个贫困户的共
有资产。购置后，市场租赁给了一家

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租赁合同期限3
年，租金为 1137万元。建档立卡贫
困户每户在合作社入股是 1万元，
仅是这笔租金，每户每年就可增收
800元。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本金
正是来源于江城县“5121”产业扶贫
政策的其中一个“1”，即，每户配套
1000元产业扶持发展资金。

除了东城农产品市场，帮助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资本变收入”
的项目还有好几个。

江城县副县长王芝勇介绍，在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江城有限
公司的支持下，宝藏镇、曲水镇、嘉

禾乡 3个乡（镇）23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将产业发展资金 4650万元投
入到该公司，与公司合作建设江城
县橡胶产业转型升级项目，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管理模
式和“保底＋分红”的收益分配模
式。投资合作期限3年，资金由公司
自主经营，专业合作社不参与经营
管理，也不承担经营风险，无论经
营盈亏，公司按每年投资总额的
12％向合作社支付收益。这个项
目，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4650户，
每户每年可得收益1200元。

“这是我们村集体的商铺。从今

年起的3年内，租金收益5％为村集
体收益，95％收益分配给建档立卡
贫困户。”站在一排傣族风格的商铺
面前，整董镇整董村支书周志兴笑
嘻嘻地说道。在得到了上海帮扶的
30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后，他们也
看中了集镇的商业前景，购置商铺、
单身公寓7间（复式楼）共1050平方
米。这些商业地产的产权归村集体
所有，为了带动贫困户增收，前3年
租金主要用于支持建档立卡贫困
户，直接受益的农户有167户654人。

周志兴说，村里专门为 167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组建了一个合作

社，每户入股1万元，共167万元资
本金。其中参加购置东城市场出资
44万元，剩余的资金准备入股到柚
子基地和茶叶加工厂，两个项目的
收益与入股市场差不多。入股项目
的考察、表决等程序都已经完成，
很快就可以签订协议。

到目前，江城县成立49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
全县所有行政村和社区，10084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加入专业合作社。
其中有7145户27512人，投入7154
万元购置各类资产，或与企业建立项
目合作关系，享受到资产收益。

产业利益联结“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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