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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农户董伟锋种植的8亩多诺丽果今天将开
始采摘上市，迎来大丰收。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这批诺丽果能
卖个好价钱。小小诺丽果带来大收益，让曾经嗜酒如命的董伟锋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如今，其家庭年纯收入达6万多元，比此
前种植瓜菜翻了几番。

不再酗酒，专心搞种植

9月 22日下午3时许，烈日当空，董伟锋在自家诺丽果园细心
查看即将上市的诺丽果。记者看到，大片的果树郁郁葱葱，成熟
的诺丽果摇摇欲坠。“这段时间雨水多，诺丽果个大，肯定能卖到
好价钱。”董伟锋捧着成熟的诺丽果笑着说。

在种植诺丽果之前，董伟锋靠种植瓜菜为生，但那时的他餐餐
不离酒，整天浑浑噩噩，也无心打理瓜菜，村民见了他更是避而远
之。

2017年，马脚村定点帮扶企业海南融盛置业有限公司启动精
准帮困扶贫计划项目，通过合作社运作种植诺丽果树的方式，对
马脚村进行精准扶贫。扶贫计划项目启动后，帮扶企业购买诺丽
果树苗，免费发放给马脚村 37户村民，鼓励村民利用自家房前屋
后的闲置土地种植诺丽果树。待诺丽果成熟后，帮扶企业则向村
民收购诺丽果，用以制成诺丽果酵素等系列产品。

董伟锋就是第一批诺丽果种植的受益者。2018年初，他通过
销售诺丽果，每月至少有 3000元的收入。如今，董伟锋种植的诺
丽果树已增至近 500棵，按照每月每棵产果 20斤计算，每月收入
六七千元，除掉成本，一年下来能有6万多元的收入。董伟锋说，
他想进一步扩大诺丽果产业，把种植诺丽果的技术传授给其他村
民，带动更多人一起致富奔小康。

以前人人避之，现在人人夸他

“锋哥现在是种植诺丽果的专家。”“他现在是大老板，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如今，村民谈起董伟锋，不再摇头，而是竖起大拇
指。

“董伟锋从一个天天酗酒的酒徒变成今天的诺丽果种植大户，
改变可以说是判若两人。”马脚村党支部书记董景武说，种植诺丽
果激发了董伟锋的内生动力，改变了他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也变
得勤快、踏实、肯干。

“近年来，马脚村通过村民种植+企业收购的模式，带动了村
民种植诺丽果树的热情，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激发了脱贫致
富斗志，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马脚村驻村第一书记羊建权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小的诺丽果，将给村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
益。

时值秋分，三亚山区空气清爽，田野里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三
亚边远山区——天涯区抱前村建档立卡户黄永祥的日子也如同这累累果
实，过得既踏实又有滋有味。

9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黄永祥的家里，一股小康家庭的气息扑面而
来。只见庭院里摆着一张茶桌，沏茶工具一应俱全。宽敞明亮的客厅，
还有一台55英寸的液晶大电视……

生活贫困，女儿差点辍学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在党的扶贫政策引领下，在驻村干部的帮助指
导下，我们奋斗出来的！”如今的黄永祥，衣食无忧，回忆起脱贫历程还是
忍不住感慨。

黄永祥与妻子李珍两人文化程度都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过去长期
靠黄永祥一人打零工养家，生活过得很拮据。

“在纳入建档立卡户之前，黄永祥一家生活依旧困难，因为没钱，正在
读大学的女儿差点辍学。”天涯区抱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戴洲告诉记者，几年前，因为支撑女儿读大学的费用，加上两个儿
子无业，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成为“贫困户”。2014年，因家庭经
济困难，黄永祥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成为建档立卡户后，黄永祥一家享受着国家的各项帮扶措施，生活逐
年好转。

在时任村“第一书记”邱晓宁和现任天涯区委办公室主任、帮扶责任
人彭国华等人的多次入户宣传中，黄永祥也意识到要想真正脱贫致富，
还得靠自身的勤劳和奋斗。

铆着劲干，生活越过越好

为了摘穷帽子，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黄永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一边养猪喂鸡，一边种豆角。靠着这股不怕苦、不怕累的劲，2016年上半
年，黄永祥一家成功脱贫，脱去了“贫困帽”。

2017 年初，天涯区出台新的产业扶持政策后，彭国华等人多次来到
黄永祥家中，与他深入探讨产业发展方向。根据抱前村的地理优势，黄
永祥决定发展黑山羊养殖业，并于当年底购入5只优质黑山羊种羊，帮扶
责任人还为其请来畜牧指导技术专业人员。

一个多月后，母羊顺利产下 5只羊仔，黄永祥喜出望外，更加坚定要
走养羊致富的路子。从此，黄永祥开始探索发展养羊产业，花费近万元
在自家房屋侧面十多米之外的空地搭建30平方米的羊圈。2018年上半
年，他成功卖出第一批羊，16只赚了1万多元。当年，黄永祥一家全年可
支配收入逾3万元。如今，黄永祥的羊圈从最开始的5只羊，增加到40多
只，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养羊大户。

3年多来，黄永祥一边认真学习养殖技术，一边细心照顾羊群。每天
下午，黄永祥都要把羊群赶到山林草地去吃草，等羊吃饱了再赶回来。
除了养羊，他还种植槟榔，每年光是槟榔的收入就有上万元。黄永祥说，
如今，女儿已经毕业并在三亚市区找了一份稳定工作，二儿子在工地帮
企业开挖掘机，大儿子则帮他们管理水田，妻子在家附近的农业基地打
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安稳。

“与黄永祥一样，抱前村其他建档立卡户也通过勤劳的双手，为家庭
增收不少，生活也是越过越舒心。我们赶上了新时代，这种可喜的变化
一定会越来越多！”戴洲告诉记者，抱前村建档立卡户中有劳动能力 334
人，截至目前累计实现务工就业239人，自我发展产业61人，因病因残因
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34人，无零务工家庭。

天涯区抱前村建档立卡户黄永祥：

生活越过越舒心
本报记者 黄世烽

一个困难户变身养羊大户

黄永祥在羊圈查看黑山羊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农户董伟锋：

小诺丽果带来大收益
本报记者 符吉茂

董伟锋在自家诺丽果园查看即将上市的诺丽果。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又是一年收获季，九月的鹿城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遍
地是丰收的景象，处处是喜悦的笑脸。在三亚红花共享农庄火龙
果基地里，绿油油的枝条，沉甸甸的硕果，低头吟唱丰收的赞歌。

家门口打工，生活有保障

“现在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固定工资，一年增加了几万元的
收入，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9月 22日下午，记者来到吉阳区红
花共享农庄火龙果基地，36岁的吉阳区红花村委会保庄村小组村
民王槐炮一边将工人采摘的火龙果装车，一边对记者说，自从去
年来基地务工后，他不仅有了固定收入，人也变得开朗多了。

别看王槐炮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早些年的他，不愿意外出
打工，家里的地除了种点冬季瓜菜外，一年大多数的日子他都是
闲着的。王槐炮说，以前觉得打工很丢脸，就算口袋里一分钱都
没有，也绝不外出打工。每天窝在村里，很少跟其他人打交道。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推进，红花村迎来了新机遇。2018 年，三
亚红花共享农庄项目入驻红花村，该项目集热带火龙果园、百香
果园、稻虾共生、亲子研学、自然教育、康养旅居等为一体，给红花
村注入乡村旅游发展新动力。单是在火龙果基地建设方面，通过
承包红花村的土地，为村民提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机会。自
此，王槐炮的生活也有了新的起色。

“我把4亩土地租给企业，他们还给我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一
年算下来也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从村民变成了职工的王槐炮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工资+土地租金+分红”的构成，他一年收
入比以前增加不少，白天在基地里务工，晚上还能回家陪伴家人。

美丽乡村建设，让村民看得见未来

“我经常和来基地采摘火龙果的游客交流，再加上基地的专
业培训，我现在也变得爱说话了。”自从到基地务工以来，王槐炮
从里到外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变成见人
就问声好；从以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不断学习新的种植技
术；从普通的采摘工变成了种植技术员，还成为基地的一名管理
员。

三亚红花共享农庄负责人刘家光告诉记者，企业落地以来，
通过开展多种旅游业态，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为红花村“引流”，
村民在家门口卖自家特色产品、发展民宿等，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 现在，公司已接纳了红花村40余名村民在基地务工，还通过
共享农庄项目的带动，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旅游饭”。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火龙果种植技术，以后如果有机
会我想入股企业或者自己种植火龙果，不断增加自己的收入，实
现致富奔小康。”王槐炮说。

吉阳区红花村村民王槐炮：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张慧膑

王槐炮在三亚红花共享农庄火龙果园采摘。
见习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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