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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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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地处偏僻的贫困村，如今一水护田

将绿绕，产业兴旺、风景如画。走进常州高

新区(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满目天蓝水

清草绿，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泥土清

香。东南稻香村，已经成为了常州美丽乡村

的又一张名片。

绿色农业路

东南村因村庄位于常州高新区西夏墅

镇东南方而得名，2004年由两村合并而

成。成立之初，东南村没有一条贯通全村

的主道，村内的路都是泥石路。因为被规

划为农业生态区，村里不能发展工业，2013
年村集体全年只有13万元收入，是西夏墅

镇的一个贫困村。

都说种地赚不了钱，但面对农业生态

区的规划蓝图和村里农田日益板结、贫瘠

的现状，东南村党总支书记兰红娟却暗下

决心，要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绿色农业的发

展新路。

2013年，在兰红娟带领下，东南村开

始改革，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和有机

稻米专业合作社，并陆续将村里近2000亩

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建成了一个大农场，并

且采取“村社合一”发展模式，大力推进田、

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同时聘请有技术的

农民，根据生态有机种植的要求，对流转的

土地进行统一耕种。

有机稻米合作社生产顾问汤留忠说：

“我们一年只种一季水稻。水稻收割后，就

种紫云英，来年翻耕入土做基肥。而且，地

里不再使用化肥、农药，改用人工除草和施

羊粪等有机肥。”

“刚开始，村里有老人说我，这个丫头

做书记做傻了，本来种田就不赚钱，现在不

种麦子还种草!”兰红娟想起往事，笑着说，

“但我们现在不仅建成‘江苏省生态村’‘江

苏省绿化示范村’，还创建了‘夏墅’品牌，有

机大米零售价一斤22.8元，老客户团购价也

要18元一斤。一年产20万斤有机米。绿色

大米6元/斤，年产80万斤。我们还自主开

发了紫云英蜂蜜和米酒等系列农产品，合作

社一年可以收入800多万元，再也不是贫困

村了!”

生活有盼头

以前，村民靳传龙一边打工，一边还和爱人

种着自家的责任田。自己种田，种得好，除掉化

肥、农药等花费，不算人工，一亩田的收入也就几

百元。现在，靳传龙家的田流转出去，每年可以

拿土地流转费，开始每亩每年800元，现在已经

一亩900元了。

和靳传龙家一样，东南村有650户村民

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兰红娟说，“刚开始

流转土地的时候，有的村民还不肯，后来都

主动要流转。土地流转了，他们拿着流转

费，没有了牵挂，都定定心心到外面工作去

了。”

靳传龙因为是党员，能吃苦，东南有机

稻米合作社刚成立就被聘用了，一年可以拿

到约6万元年薪。合作社还根据种植需要

聘请村里农民干活，干一天算一天工资。干

得天数多的，一年也能拿到46000多元。

东南村的村民都很乐意来干活，对现在

的生活也很满意。村民徐新福的老房子已

经拆迁，可以住新房子了;谢岳伟的儿子大学

毕业后到镇上的一家企业当了技术员，工作

才两三年已经年薪10万元了，而且工资年

年涨。

乡居迎客来

“通过7年的绿色耕种，我们东南村的

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春耕的时候鸟儿跟

在翻土机后面啄虫吃，夏天的稻田里有了青

蛙、黄鳝，土地也变肥沃了。”兰红娟走在田

间小路欣慰而感慨地说。

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有了

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为什么不把稻田变成

公园，让城里的市民到这里来旅游呢？一直

思考这个问题的兰红娟，带领大家启动新项

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带动有机稻米产

业链发展。

东南村在专业规划设计师的帮助下，保

留原有的树木植被，疏浚村内丰盈的水系，利

用老砖老瓦等乡土材料，并挖掘流传民间的老

故事，建成了“爷爷家的老瓦”“小农夫的院子”

等乡村小景，还在稻田边、鱼塘旁修建栈道，在

白色的民房山墙上画了可爱的稻草人，在屋前

院后的瓮头瓦罐里种上花草，大手笔建成稻田

公园。更重要的是，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让村民有偿退出闲置房屋，由集体收购开

发，建设了精品民宿“东南小院”。

去年5月“东南小院”试运营后，不少城

里的游客慕名而来，在东南村玩得流连忘

返。白天，登高欣赏3D稻田等乡村美景，实

地走进有机种植示范区闻稻香;傍晚，走进东

南小菜园，亲自感受摘菜、做农家饭的乐趣;
晚上，夜宿粉墙黛瓦的乡间民宿，数星星、看

月亮。

东南村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围绕江南稻

米之乡定位精心打造的田园风情和农耕文

化，不仅实实在在地提升和改善了村民的生

活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游客。不

管是村民还是市民，都在这个乡村的巨变

中，真切感受到了幸福的涵义。

为巩固扶贫成效，提升扶贫质

量，2020 年，西安高新区持续动员区

内企业与贫困户结对帮扶，通过发展

产业，就业、消费等多种扶贫方式，增

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帮助各村贫困户建立产业发展新模

式，构建村企帮扶新机制，全力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在秦渡街道的对接帮

扶工作中，西安高新区工信局、软件

园积极响应“百企帮百村”攻坚行动

号召，引导区内企业参与扶贫工作，

动员帮扶企业积极实施帮扶计划，

打通扶贫帮困“最后一公里”，带动

困难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截至

目前，工信局和软件园共协助 27 家

企业与对口帮扶村签订帮扶协议。

实施一村一策一户一法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

求，西安高新区软件园根据贫困村

实际情况，找准致贫原因和帮扶对

策，坚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

帮扶对策，做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

大力提升“百企帮百村”攻坚行动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自“百企帮百村”

工作开展以来，软件园负责秦渡街

办秦北村、秦中村、禹王庙村、张良

寨村等 12 个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对接

工作。以“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为原则，软件园

顺利协助科大讯飞、西安精雕软件、

中关村 e 谷等 12 家企业与贫困村签

订帮扶协议，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奠定坚实基础。

在西安高新区“百企帮百村”攻

坚行动中，区内诸多企业以极大的

热情，纷纷参与其中，帮助贫困群众

尽早脱贫。

结合帮扶村实际，发挥企业优

势，科大讯飞西安分公司通过定向捐

款的方式与红十字会签定捐助协议，

筹集资金 20 万元，对秦北村原来建筑

面积 500 平方米的办公楼进行改造扩

建。建成后可使办公楼原有面积增

加近 100 平方米，各项功能齐备，村两

委办公场地扩大极大地满足服务群

众需要，使党建活动能更好地开展。

“作为一家有责任担当的企业，

科大讯飞一直秉承让科技有情怀，

让公益暖人心的宗旨，在公益教育、

公益医疗、方言保护、无障碍沟通方

面，将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赋

能到公益慈善领域，帮助更多人提

升幸福感。”科大讯飞西安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发挥技术人才平台优势

日前，西安高新区工信局在秦渡

街办召开西安高新区百企帮百村助

力脱贫攻坚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动

员大会，组织 45家企业与秦渡街道 15
个行政村面对面交流，鼓励企业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光彩事业”，做好资源

互补，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平台等优

势，指导各村理清发展集体经济的思

路，借助企业现有平台，整合各方资

源参与帮扶，带动困难群众脱贫致

富，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前不久，在与牛东村举行的结对

帮扶捐赠物资仪式上，陕西恒丰酒

业有限公司向牛东村捐赠了价值 5
万元的帮扶物资支持乡村建设。

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为秦渡街道丰盛堡村因病致贫户

自发捐款约 1 万元，并出资 20 万元修

建了活动广场、绿化配套等民心工

程，现已投用。陕西朗浩传动技术

有限公司坚持做好教育扶贫，为困

难家庭捐款捐物，送温暖献爱心，获

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西安中盛凯

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在与丰盛堡村

的对接帮扶过程中，还将为村里老

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相信在这些

爱心企业的帮扶下，贫困群众将走

上快速脱贫致富之路。

西安高新区：
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再上新台阶东南村：稻花香里的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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