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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载县高村镇大坳村位于万载县西
北部，是典型的边缘山区，也是“十二
五”深度贫困村。 全村有村民小组 8个，
共 181户，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32户
115人，低保户 23户 34人，五保户 9户
10人，残疾人数 24户 24人，全村劳动力
有 421人，在外务工的有 325人。主要经
济来源依靠种植水稻、养殖和外出务工。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2019年 2月， 宜春市委组织部选调
宜春市教体局袁健担任高村镇大坳村挂
点帮扶第一书记。 组织上的信任与安排，
对于这位一直从事体育工作的市体校副
校长而言，既有压力又有挑战。 接到任务
后，袁健第一时间前往扶贫点了解大坳村
基本情况。

袁健与大坳村村两委经过调查研
究，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论断，达成了共识：大坳村
有着优质的生态资源，森林覆盖率高达

82.03%， 是国家级森林乡
村，应该坚定不移地走最
适合自己的路，“依靠绿
水青山，发展生态产业”。

夯实基础以基建为先
“要想富，先修路。 ”

大坳全村已完成道路硬
化 15公里，实现 161户村
民小组外通机动车道；改
造集中饮水工程 6个，饮
水安全实现 100% ；2019
年完成危房改造 5户，其
中新建 1户， 维修 4 户，

现全村所有农户住房安全； 所有农户均
通生活用电、电视信号和宽带网络；设立
垃圾集中收集点 10个， 改厕 161个，全
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 100%。这些基础
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使村民的幸福指数
有了保障基础。

发展产业如水银泻地
“难的是选择什么项目来发展生态

种植产业。”村民们感慨道。高山环境栽
什么好？ 怎样避免盲目跟风？ 村里人能
不能种得来？ 这些问题，让村民们心里
有所顾虑。

袁健带领大坳村因地制宜发展适
合本村的产业。 产品不仅要种得好、长
得好，还要卖得好。他带领社员种植 120
亩有机莲子，2019 年莲子喜获丰收，产
莲子干 2000余斤， 总产值 16万余元，
带动 7位贫困户增加收入, 每月人均收
入 1500余元。 同时推出的扶贫产业项
目还有： 种植马家柚、 虫草参 200亩，

100 亩中草药黄栀子，250 亩的油茶产
业。 这一系列的经济作物大大提高了社
员的收入。

在袁健及村“两委”的带领下，大坳
村成立了坳特利光伏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成 100kw地面光伏发电站一个。 全村
32户贫困户是合作社社员，2019年发电
量超过 8万度。

通过实施清淤活水护岸、水生态修
复、畜禽养殖关闭、农业污染防治和水
系连通等措施，既能够采收莲子，又能
够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从而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采莲、赏
莲、食莲，打造大坳美丽乡村，带动“后
备箱”经济。

在袁健的规划中，要依托绿水青山，
用“绿色、有机”的农副产品带动乡村旅
游。大坳的“绿水青山”，既是第一产业，
即农产品种植业的基础；也是第二产业，
即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撑；更是第三产业，
即乡村旅游业的落脚点。

“说到底还是靠山吃山。 不同的
是，要更加立足长远，靠山还要护山。”
袁健这样总结大坳发展生态产业的特
点，“从产业的选择到发展， 都把生态
保护放在首位，不求短期利益，选择适
合当地发展的致富路子才能走得稳、
走得长久。 ”

致富带头人、养蜂能手段庭开一年
前还心存顾虑，他说：我会养蜂，可是我
担心渠道不通，信息不畅卖不出去怎么
办？ 为打消这种顾虑，袁健与大坳村农
民合作社“坳迪合作社”及各个产业致
富带头人进行了沟通商谈，决定以产品

作为合作社的分红，分摊了致富带头人
的风险。 比如养蜂人不必交钱，而是交
纳蜂蜜 3000斤给村合作社， 可为大坳
村带来 9万元的收入。 其它各个产业项
目也都是按照这种“把产品变为商品，
把收成变为收入”的合作模式，既大大
减轻了致富带头人的风险，又调动了整
个村生产销售的积极性。

推销产品有七十二变

由于大坳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这
里产出的生态大米、 有机莲子品质非
常好，袁健与村“两委”组织村民将稻
谷、莲子集中到村委会，统一加工、统
一包装、 积极参加传统的面对面的交
流会、博览会，依托新型的社交媒体如
微信、网络等，时而变身牵线搭桥的媒
婆红娘， 广邀各路朋友到大坳实地考
察；时而变身无处不在的小商小贩，在
各个微信群、朋友圈吆喝叫卖；时而化
身网络红人， 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销
售到江西各地。 村民增加了收入，“秀
美大坳”也进入了人民的视野。

美丽乡村如诗如画

如今的大坳，是一首诗：“群山巍巍
绿水清，十方车轮自在吟；莲子蜂蜜黄金
梨，万千参果返城行。 ”

如今的大坳，是一副画：“春看山花
遍野香，夏观荷花满河塘，秋收油茶采莲
归，冬赏初雪仙菇岽。 ”

如今的大坳，已实现 32户贫困户全
部脱贫， 全村上下洋溢着脱贫致富的喜
悦之情，充满了自信自强的奋发之气。

脱贫攻坚路上的“全能冠军”
文 /曹海斌

本报讯 杨友安 闻琪报道 为让
留守儿童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感受到节
日的温馨， 感受来自学校的关怀，6月 17
日，袁州区税务局与宜春市实验小学联合
举办了“心系留守儿童，情满端午佳节”
主题活动， 让留守儿童提前度过一个温
馨、快乐的端午佳节。
“再过几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了，欢迎你们前来参加我校与税务部门
一起举办的‘心系留守儿童，情满端午佳
节’的主题活动，欢迎党员志愿者、家长志
愿者、税务志愿者和部分教师与我校留守
儿童提前过端午，一起互动增情感，让留
守儿童真心、实心、开心，让灿烂的笑容永
远绽放在留守儿童的脸上。 ”宜春市实验
小学副校长李晨艳说。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家长志愿者、税务
志愿者、 党员志愿者 20人， 他们和全校
42 名留守儿童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
活动伊始，副校长李晨艳介绍了端午的由
来、习俗以及与端午有关的故事。接着，志
愿者们手把手教留守儿童如何包粽子、蒸
粽子。 孩子们都非常认真地拿着粽叶卷
起、放米、压实、包扎，个个脸上洋溢着开

心的笑容。
粽子出锅了， 同学们捧着热气腾腾

的粽子，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今天
的粽子格外美味。 二年级留守儿童李振
宇和远在浙江的妈妈视频连线说 :“今
年在学校一起过端午节好开心，遇见了
很多爷爷奶奶和税务姐姐，在学校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今年的粽子特别好吃。”
看到孩子这么快乐，妈妈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跟孩子承诺端午节当天一定回来
一起过节。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留守儿童
继承了传统习俗文化，也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了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呵护，还增
强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留守儿童需要社
会各界的关爱，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加入
到志愿者队伍中来，让留守儿童同在关
爱的蓝天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随后，税务志愿者与小朋友一起翻
看税务知识手册，让孩子们从小就感受
到祖国的建设、学校的变化等等都来自
于税收的支撑，使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萌
发出长大以后我也要为祖国建设出力、
贡献智慧的情怀。

心系留守儿童 情满端午佳节
———袁州税务联合宜春实验小学举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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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乔付玲报道
为切实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
合法权益， 面向社会宣传
“自愿、无偿、临时”的救助
原则和工作定位， 提高救助
政策公众知晓度 ，6 月 19
日， 宜春市救助管理站在宜
春城区鼓楼广场开展了以
“推进阳光救助， 提升服务
质量”为主题的全国救助机
构开放日活动。省、市多家媒
体参与了报道。

当天清晨 7点， 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早早就来到了鼓
楼广场，将所需的主题背景、
帐蓬提前搭建好。 天公真作

美，太阳也非常配合工作，一
早就躲进了云层， 为救助日
活动的顺利开展带来了一片
凉爽和惬意。

活动中， 救助站工作人
员向过往群众发放了宣传手
册、防暑药品、矿泉水、食品
等礼品，耐心地讲解了《城
市生活无着落的流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办法》， 并对救助
对象应具备的条件、 正确的
救助方式、 救助电话及地址
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从而
让广大群众进一步知晓、参
与救助活动， 形成全社会参
与救助的爱心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