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综合GUILIN EVENING NEWS
24 小时报料热线 2834000

编辑徐超/版式设计秦哲/校对覃骥
2020 年 7 月 5 日 星期日 03

“下个月，我们的新设备就全
部安装好了，到时候这里会有五六
十人一起做事，明年我们争取让企
业有一个质的飞越。”7月2日下
午，在荔浦市大塘镇雷氏陶瓷制品
有限公司内，负责人雷秀军踌躇满
志。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中，
大塘镇引导9个非贫困村有效激活
上级拨付的发展集体经济启动资
金，联合雷氏陶瓷成立广西荔浦雷
氏陶瓷制品有限公司，引进现代工
艺生产，年产值从150多万元提升
至近400万元，实现村集体和企业
双赢，成功打造村集体经济发展新
模式。

大塘镇庆华村雷家屯有制陶的
传统，该村雷氏陶坊制作的土陶传
承发扬了“双料混炼、骨肉相融、
自然素烧、烧炼出彩、陶刻纹印、
陶艺造型”的古陶传统，被列为桂
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前用传统龙窑烧制，订单
大一点、产品讲究一点，就不敢
接。”雷秀军说，自己早就动了生
产工艺技改的念头。技改后，不仅
产量将增加几十倍，原有的传统龙
窑也可以用来打造他谋划已久的高
端产品。“可技改关键是要有资
金，钱从哪里来？”正当雷秀军苦
恼时，大塘镇9个村集体发展资金
给他带来及时雨。

2018年，大塘镇整合9个非贫
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启动资金90万
元，联合雷氏陶瓷成立广西荔浦雷
氏陶瓷制品有限公司，探索“公司
+村民合作社+雷氏陶坊”的发展模
式，让村级“沉睡”资金变为强企
富村惠民“活资本”。有雄厚的资
金作后盾，公司引进了压模机、修
坯机、球釉机等机械化设备，添置

了陶器模具，并改用天然气烧窑，
完成了由手工制作向机械化的转
变。目前，陶瓷产品在周边的县及
南宁、柳州、贺州等地热销，供不
应求。两年间，生产规模年产值由
120-150万元提升至400-500万
元，年利润由60-70万元提升至
200-260万元，实现整体效益的大
幅增长。

“随着我们公司生产规模的不
断壮大，工艺水平的提升、产品质
量的提升，预计我们的 9 个行政村
将会获得 4-5 万元的集体经济收
入，很多贫困户可以就近实现就
业，每个月工资收入有3000元以
上。”广西荔浦雷氏陶瓷制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雷秀军表示，面对前景
广阔的陶艺市场，他们下一步将不
断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整合拓展
销售渠道，致力于创建荔浦民间陶
瓷产业品牌，使公司整体效益得到
大幅增长，实现公司和村集体经济
更好发展，获得更大收益。

同样在大塘镇，临近荔浦千亩
柑桔核心示范区的西隆、花岗、高
岸3个贫困村，各自整合40万元资
金入股兴万家柑桔专业合作社也有
好收益，每年分红四五万元， 3 个
村子的不少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实现脱贫。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不断增
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大
塘镇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积极探
索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把“懂经
营、会管理”的致富带头人、合作
社负责人作为中坚力量，带动企业
发展，农民增收，实现村集体经济
发展新跨越，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
定坚实基础。

记者曾龙晖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烟竹村地处偏
远的高海拔山区，是自治区极度贫困
村之一，贫困户有216户787人，贫困
发生率为48 . 8%。2015年9月，秦义
勇成为烟竹村的第一书记，他因地制
宜，带领村民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
环农业。如今，烟竹村贫困发生率降
至0 . 59%，剩余未脱贫户4户9人在今
年计划脱贫。

烟竹村是一个以苗族人口为主的
苗寨，村驻地海拔约840米，是资源
山歌的发源地。秦义勇刚刚驻村就碰
上了难题，烟竹村地处偏远山区，在
2015年，23个村民小组中有6个村民
小组没有通水泥路。在他的积极争
取、多方筹资下，实施各类基础设施
建设，新建、硬化通屯路。目前，烟
竹村全部村民小组已修通公路，并完
成全村通自来水工程，建成垃圾处理
中心，亮化、硬化等，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烟竹村有些特殊，全村林地
少，耕地也少，村民除了外出务工，
没有较为稳定的产业收入，看到别人
种什么他们就种什么，如果市场行情
差，收入就很低。”秦义勇介绍说，
他 2015 年到村以后，依托后盾单位
优势，邀请农业专家到村里实地调
研，确定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高
端农业、优先产业发展”的思路，提
出了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及种养结合的
脱贫致富路子。

驻村这几年，秦义勇积极争取资
金300多万元，以“农民合作社（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把致富带
头人融合“帮群体”带动贫困户参与
种养殖业。如今，村里引导成立了种
植、养殖合作社 2 个，有机蔬菜公司
1 个，新建村级养殖育种场 1 个。其
中，资源县天尚蔬菜种植合作社已申
请“三品一标”，资源诚信有机蔬菜
种植有限公司生产的蔬菜已获有机认
证，资源县两头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生产的生猪、玉米、水稻、土豆已
获有机认证，肉类成功注册商标“嘿
到底”，果蔬与谷类成功注册商标
“水清苗香”。

同时，村民赚钱的方式也多了，
可以租地给合作社赚取租金，也可以
用资金入股合作社分红，或者到合作
社打工。该村2019年脱贫的村民唐庭
辉以前家里靠种水稻为生，因为种植
的面积少，每年的收入不多。如今，
他到合作社打工，每个月如果是满勤
的话，能有3000元的工资，此外，他
利用空闲时间还能种点蔬菜和养猪增
加收入。

“现在，烟竹村蔬菜种植面积由
2015年的180亩发展到了目前的1100
亩，水果种植面积为200亩，土猪养
殖存栏900多头，初步形成了种养结
合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基本实现了
贫困户产业发展全覆盖。”秦义勇
说。

如今，烟竹村的蔬菜种植主打绿
色+有机，目前打造有机农产品生产
基地500亩，满足了人们现在对食品
安全的高要求。现在合作社已经与区
内数十家大型超市和区外多家超市和
大型蔬菜批发商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往
来，与桂林“力源”集团、南宁“康
食岛”、湖南长沙“步步高”、广东
等大型超市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往来，
通过订单农超对接，有效降低农户种
植风险，从而实现产业增收的目标。

经统计，2019年村里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产值达到了1300万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从2015年的1 . 3万元增长
到2019年的6万元。“预计今年村里
蔬菜种植面积基本与2019年持平，新
增水果种植面积30亩，养殖规模比
2019年扩大约30%，产业发展呈现向
好趋势，为脱贫奔小康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秦义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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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工人正在生产陶瓷。通讯员周俊远 摄

秦义勇（右）和贫困户在田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