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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
“ 醉 汉 ”患 上 咽

喉癌失去“话语权”

只有小学文化，没有致
富能力的黄德强从小依靠
父母和哥哥生活。几年前，
父母先后因病离世，哥哥也
因结婚和他分家。从此，黄
德强一个人住在早年建的
小平房里。

日子虽贫困和孤独，但
依靠父亲留下来的两亩槟
榔，黄德强也能过着“一人
吃饱全家不饿”的“自在”生
活，偶尔挣来几个钱，也被
他用来买酒喝。在与酒“为
伴”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变
得浑浑噩噩。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
着急的亲戚、朋友想给黄德
强介绍女孩子，想着成家了
他应该就积极干事业了。
但每次他都是醉醺醺的出
现，嘴里总是说着语无伦次
的醉话，把对方都给吓跑
了。

2015 年，过着“自在”
生活的黄德强收到医院的
一张化验报告单——他被
查出患有咽喉癌。入院接
受手术治疗，几乎花光了黄
德强的积蓄，但由于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间，他失去了

“话语权”。
此次 患 病 ，无 疑 给 了

黄德强一次重击，让他
生活雪上加霜。此时的
他 几 乎 失 去 了 所 有 的
斗志，看不到生活的
盼头，他越来越心灰
意 冷 。 2016 年 ，黄
德强被纳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转折：
戒 酒 立 志

“孵出”新梦想

被纳为贫困户后，台楼
村扶贫干部多次入户了解
黄德强的生活情况，为其进
行心理疏导。

扶贫干部发现黄德强
致贫的主要原因是酗酒和
缺少上进心，于是从扶志
扶智方面入手，帮助黄德
强从思想和志气上实现转
变，抓紧戒酒，恢复斗志。

扶贫干部跟黄德强讲
解扶贫政策，描绘致富后
的生活，为他安排技能培
训……慢慢地，黄德强提
升了脱贫致富的信心，他
要放开手脚跑向致富路。

在政府和企业的大力
帮扶下，黄德强一边与病
痛抗争，一边戒酒并开始
发展养鸡产业。经过一段
时间的努力，他养殖的第
一批阉鸡出笼，共卖出 3
万多元。

旗 开 得 胜 ，让 黄 德 强
坚定了养鸡脱贫的决心。
2017 年，黄德强再次购买
了 200 只阉鸡苗用于发展
养殖业，经过半年多时间
的养殖，出售阉鸡获得纯
收入 18475 元。此时的黄
德强已有丰富的阉鸡养殖
经验，2018 年至 2020 年，
他先后购进几批阉鸡苗和
母鸡苗，使自己的养鸡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

近 日 ，记 者 在 黄 德 强
家的庭院内看到，成群的
阉 鸡 在 金 椰 树 下 游 走 觅
食，外形美观，体型紧凑，
尾羽高跷，奔跑速度快。

“ 他 现 在 可 是 村 里 的
养鸡大户了。他养的鸡很
少生病，长得还很快。”一
位村民说，黄德强算得上

是村里的半个养殖专家。
除了养鸡，黄德强还养

了 2 头猪，种有 10 亩槟榔、
1亩香蕉。农闲时，他积极
参加培训活动，也在其中获
得不少养殖知识和“致富”
知识……村民们发现：黄德
强现在是一天都闲不住了，
当年那个颓废抱怨的“醉
汉”早已不见了。

●展望：
找到另一半，一

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2018 年，黄德强摘掉“贫
困帽”，成为三亚“脱贫致
富创业之星”。

“ 黄 德 强 的 阉 鸡 品 质
好、有保证，通过‘台楼庄
园’电商平台等线上线下
联动的固定销售渠道，他
已积累一些‘回头客’，所
以 不 愁 销 路 。”台 楼 村 驻
村工作队队员陈海波说，
今年以来，黄德强的产业
受 到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影
响 不 大 ，在 各 方 的 帮 助
下，黄德强上半年实现纯
收入逾 3 万元，保证了其
脱贫质量。

“内生动力不强，不勤
快，再好的政策也没用。”
陈海波说，扶贫工作要让
贫困户认识到“幸福是奋
斗 出 来 的 ”，只 有 靠 自 己
勤 劳 的 双 手 才 能 实 现 脱
贫致富。

实现脱贫的黄德强深
知勤劳的重要性，脱贫后
的他没有懈怠，继续靠自
己 的 双 手 过 上 更 好 的 生
活。同时，他还积极帮助
他人，乡里乡亲有事他总
会主动帮忙，也经常向前
来串门的村民传授养鸡和
脱贫经验，用自己的脱贫
经验鼓励大家通过勤劳致
富奔小康。

“这人啊，只要有干劲
日子就会越过越好。”问到
今后的打算，黄德强说，要
继续努力扩大规模，并早
日解决“成家大事”，“争取
找到另一半，共同把日子
越过越红火。”

每 日 清 晨 ，
在天涯区台楼村
台二小组，人们
总能看到一道身
影在自家庭院里
忙着喂鸡、打扫
鸡舍、给金椰子
树浇水……这个
身影就是天涯区
台 楼 村 44 岁 脱
贫户黄德强，脱
贫后的他脸上总
是挂着自信的笑
容。

从整日醉醺
醺 错 过 几 段 姻
缘，到因病家庭
日渐贫困，再到
脱贫……回忆这
几年的脱贫路，
黄 德 强 感 慨 万
千，他说，如果没
有扶贫好政策的
帮扶，没有扶贫
干 部 的 苦 口 婆
心，绝对没有今
日“全新”的他。

实现脱贫的
黄德强通过扩大
养鸡规模使“钱
袋子”日渐鼓起
来，仅今年上半
年就已实现 3 万
元的纯收入，生
活越过越红火的
他接下来要考虑

“成家大事”了。

黄德强种植的金椰
子已经结果。

黄德强在自家庭院里养鸡。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 者 符 吉 茂）8 月 28
日，三亚市“消费扶贫月”暨爱心扶贫
大集市活动崖州区专场开市。崖州
区相关“带贫”合作社、建档立卡户共
携带 30 余种农产品参加活动，实现
销售总额 76603 元。崖州区委相关
领导到扶贫集市调研并带头“买买

买”，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助
力贫困群众增收。

“土鸡蛋了解一下，只要 10 元一
盒”“山区放养的阉鸡，肉质鲜美，走
过路过，不要错过”……8时 30分，扶
贫大集市在崖州古城文明门对面开
市，凤岭绿壳鸡蛋、梅山小黄牛、北岭

黑山羊、赤草罗非鱼、抱古莲花，以及
建档立卡户放养的阉鸡和番鸭等 30
余种特色扶贫农产品摆满了 21个展
销摊位，吸引了众多干部职工和崖州
居民前来选购。

“第一批鸡蛋快卖完了，第二批
正在运来的路上。”凤岭村陈大姐的
档口前，消费者排队等着购买她在山
上养殖的土鸡产的鲜鸡蛋，展台上陈
大姐的手机响个不停，一声又一声的
进账提示让她笑得合不拢嘴。当天
她带来的 10 箱共 3600 个鸡蛋，开市
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两箱绿壳鸡
蛋更是一开市就被抢购一空。

来自崖州区财政局的冯女士是
扶贫集市的常客，每次她必买羊肉、
牛肉、鸡蛋等扶贫产品。冯女士手里
提着 3 斤牛排、2 斤牛肉、60 个鸡蛋
和一箱芒果汁，站在北岭村建档立卡
户农副产品专区前，遗憾地说：“今天
来晚了，羊肉已经卖完了。”北岭村建
档立卡户黄文辉回道：“今天带来两
只黑山羊，短短10分钟就卖完了。”

“不用跑到山区，在扶贫集市就
能在家门口买到原生态的优质农产
品，不仅价格实惠，还能间接帮助建
档立卡户增收，值！”前来购物的林阿

姨手里提着羊排和一只番鸭，正挑选
空心菜。当天的赶集，她收获满满。

据了解，当天崖州区各单位还以
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为契机开展“党
建+扶贫助农”党日活动，动员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消费扶贫，通过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助力贫困群
众增收。

崖州区委领导在走访扶贫摊位
了解扶贫产品产销等情况后，掏出
200元购买了一大捧抱古睡莲，为崖
州区优质扶贫农产品“带货”。他
说，要通过建立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结合地摊经济，搭建建档立卡户产
销平台，构建产销闭环；同时，要积
极发挥国资公司管理的优势，打造
优质农产品 ，孵化崖州扶贫农产品
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含金量。

崖州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爱心
扶贫集市为崖州特色农产品提供了
展示和销售平台，后续将根据建档
立卡户销售需求和群众的消费需求，
推进集市活动常态化，汇聚全社会的
爱心，促进扶贫产业的提档升级。

三亚市“消费扶贫月”暨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崖州区专场开市

干部带头“买买买”农户增收“乐乐乐”

爱心扶贫大集市现场。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Sy 崖州扶贫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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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三亚的吃
货有福了！8月 31日，记者从市商务
局获悉，自9月1日起，三亚市商务局
将联合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独家发放
近千万元餐饮专用消费券，这也是
2020年以来，三亚第二轮发放餐饮消
费券。

据悉，从9月 1日 10时起，持续4
个月，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饿了么
APP进入“数字消费季三亚餐饮消费
券”页面领取餐饮消费券，也可以在三
亚线下餐饮门店扫描活动二维码领取
消费券。消费券满减金额不一，最高
可减50元。值得注意的是，三亚市民
可以每天线上领取一次，当天核销有
效，可在饿了么APP近5000家门店核
销使用。

“终于等来了新一轮的消费券。如
果每天领一份，四个月下来可以节省
很大一笔钱。”三亚白领晓玲高兴地算
了一笔账，还把即将要发放消费券的

消息告诉了亲戚朋友。
消费券的发放，不仅是吃货的福

利，也将给三亚线下餐饮商家带来增
收。“近期以来，我们的生意也在逐步
恢复，这一轮消费券，可以帮我们带来
更多线上客流。”三亚某餐饮店老板
说。

据了解，市商务局还将连同阿里巴
巴本地生活，在本地打造更多数智商
场、饿了么口碑街等数字生活样板，给
消费者提供优惠、支付、智能化服务、
无感停车等一系列数字生活新体验，
也给线下餐饮、商超、商场等带来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服务升级。接下
来，还将推进更多生活节，创造消费热
点，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消费券派发等活动，刺激消费，推动
本地商家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数字
化赋能，提升自身运营能力，打通线上
线下，创新营收模式。

三亚今起
派发千万元餐饮专用消费券

电动清扫车助力“创文巩卫”

8 月 30 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工作人员驾驶电动清扫车在打扫卫生。
近日，环保型电动道路清扫车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上岗，提高环卫作

业效率，助力三亚“创文巩卫”。这款纯电动道路清扫车具备清扫、收集和喷
水功能，不仅环保节能，而且操作方便，可以有效减轻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
还加大对景区的清扫和整洁力度，为游客营造洁净舒适的游览环境。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陈文武 摄

本报讯（记 者 汪 慧 珊）今年以
来，三亚市政府加大芒果保险补贴力
度，截至 6月 30 日，由三亚市政府提
供财政补贴支持的芒果种植保险保
费突破亿元。仅在 5月，三亚市财政
局就拨付 2000 余万的保费补贴，鼓
励农户购买芒果种植保险，助力三亚
芒果种植户稳产增收。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芒果出现滞销，严重影响果农的收
入。三亚市财政局紧密结合疫情期
间芒果的生产、销售状况开展调研，
在财政预算紧张的情况下采用继续
加大保费补贴、农户愿保尽保的补贴
政策，将更多芒果种植户纳入到芒果
种植保险的保障范围中。

芒果是海南特色水果之一，在省
内种植面积达 90万亩。但由于海南
地处台风走廊，芒果种植易受台风冲
击，农户迫切希望能够有芒果保险为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自然灾害
提供风险保障，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
的损失。

2014 年 3月，由省农业厅牵头组
织中国太保产险海南分公司进行芒
果保险的市场调研，在三亚市财政
局、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银保监
分局的推动下，完成了首份商业性芒
果大灾保险试点工作。2015 年芒果
大灾保险被纳入省级政策性农业保
险补贴险种，陆续在全省推广，并给

予省级补贴 30%、市县级补贴 40%，
农户只需自缴30%。

同年，芒果产量保险由省农业厅
作为农业保险创新试点项目在三亚
进行试点推广，并于 2016 年纳入三
亚地方政策性保险险种，三亚市财
政局对该险种进行 70%的保费补
贴，对于贫困户则给予 100%的保费
补贴。

“投保芒果保险增加了芒果种植
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了因自然
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2019 年 12
月，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三亚芒果
种植户吴女士种植的 2800 株芒果树
花期受损严重，约 1900 株发生绝收
损失，经现场查勘定损，中国太保产
险海南分公司最终赔付吴女士芒果
保险赔款38.4 万元，为吴女士尽快恢
复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今年 6 月，吴女士续保了芒果大
灾保险及芒果产量保险，投保数量
2800 株，共获得 117 万元的风险保
障，总保费 19.2 万元，其中政府补贴
保费13.4万元，自缴保费5.8万元。

据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太保产
险海南分公司共赔付芒果理赔案件
968件，受益户次522户，赔偿金额共
4223万元。其中，芒果大灾保险 599
件，受益户次 334 户，赔偿金额 1205
万元；芒果产量保险 369 件，受益户
次188户，赔偿金额3018万元。

三亚加大芒果保险补贴力度

今年上半年
522户果农获赔4223万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响 记者 洪
光越）为进一步深入落实三亚市公安
局党委提出的“四个满意”公安工作
目标，向整合资源要警力，8 月 29 日
上午，交警吉阳大队河东中队联合吉
阳片区饿了么、美团和 365 派送百余
名“外卖小哥”，在迎宾路原电动车上
牌点开展“警保联控及一车一牌管
理”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交警给“外卖小哥”普
及交通安全知识，颁发“警保联控”袖
标，上“吉阳”外卖牌照，落实“一人一
车一牌”的管理制度。“只要外卖骑手
出现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现
场及监控，其属哪个片区和姓名等信
息一目了然，有利于我们后续管理，
更能督促骑手遵章守法。”交警吉阳

大队河东中队工作人员表示，结合外
卖骑手遍布大街小巷的职业特征，在
倡导其遵章守法的同时，有助于开展
道路交通违法举报、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线索收集等工作。

“肩上的袖标和车身的牌照，是
一种身份，更是一份责任，我一定会
以身作则，在保证外卖工作正常进行
的同时，和大家一起为文明交通‘保
驾护航’。”饿了么骑手罗亲述说。

外卖骑手作为道路安全交通的
重要参与者，也是城市文明建设发展
的重要一员。下一步，三亚交警大队
将对全市外卖行业人员进行整合，共
同协管交通安全，切实为市民游客的
安全出行提供有力保障，助力三亚创
建文明城市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百余名“外卖小哥”戴袖标
变身“交通安全员”

Sy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Sy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从前整日醉醺醺
错过几段姻缘，又因
患病生活更困难，天
涯区台楼村黄德强在
扶贫政策的帮扶下，
通过养鸡实现脱贫，
成为三亚“脱贫致富
创业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