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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宇

“这是‘王百万’，我们村里的
蓝莓种植大户。”

支边村书记胡桂波的介绍，让
记者眼前这位腼腆的汉子更加不
好意思了。

“我叫王百先。在我们靖宇
县，种蓝莓比我厉害的有很多。”王
百先说。

胡 桂 波 的 介 绍 不 虚 。 仅 在
2019年，王百先的蓝莓收入就达到
60多万元。此前，他在这条致富路
上已经走了3年。

王百先的说法不假。靖宇县
如今是闻名全国的“蓝莓县”，2020
年 蓝 莓 产 量 达 5000 吨 ，产 值 达
8000万元。“李百万”“张百万”“刘
百万”还真是不少。

蓝莓产业是靖宇县的扶贫主
导产业，但若放在全县脱贫奔小康
的大画卷上，它只是一个局部特
写。

靖宇县地处长白山腹地，山高
林密，交通不便，1994年被列为国
家级贫困县，2002年被国务院确定
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到 2015 年底，全县仍有 55 个
贫困村，贫困人口 7329 户、13660
人，贫困发生率 19.8%。脱贫攻坚
战以来，在做好特色产业扶贫的同
时，靖宇县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收
效显著。

2020年4月11日，靖宇县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0.15%，正式退出贫
困县序列。

蓝莓个虽小 却是“致富果”

说起“蓝莓县”，要先说一说
“蓝莓村”。

说起“蓝莓村”，得先提一提
“王百万”。

“什么‘王百万’，我以前就是
个穷光蛋。”王百先谈起以前，感慨
良多。

“在县里打过零工，也外出打
过工，拉过货，还做过翻土工……”
他说自己在 2015年之前，“靠着几
分蛮力，养家糊口，够用了”。但不
成想，后来妻子和父亲先后身染重
疾，再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光靠
蛮力，王百先扛不住了。

王百先边说边搓着一双粗糙
的手，“一年下来，赚那点钱根本不
够家用。”

其实支边村早在 2009年就开
始有了蓝莓种植，但不成规模，种
植户收入一般。王百先也觉得自

己是个粗人，干不了那细活儿。
支边村位于靖宇县三道湖镇，

这里气候冷凉湿润，昼夜温差大，
属于高寒湿地气候，非常适合蓝莓
生长。

打零工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再
加上后来村里蓝莓种植有了些规
模和名气，于是，走投无路的王百
先也想试试。

没想到这一试，就从王百先到
了“王百万”，这角色的转变仅仅用
了4年时间。

2016年，王百先的果园进入初
果期，蓝莓产量 1万多斤，收入 10
万元。

2019年，王百先的果园进入盛
果期，产量达到 5.8万斤。60多万
元的收入，创出了“王百万”的名
号。

小小蓝莓果，改变了王百先的
人生，成了支边村的“致富果”。支
边村117家农户如今已经彻底放弃
了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全部搞起
了蓝莓种植。

这当然也与村里“立足自身优
势”的扶贫思路有关。“守着啥样的
地，能收啥样的果，咱得自己心里
有数，不能保守，也不能盲目乱
弄。”胡桂波说。

支边村栽培蓝莓规模现已达
到 1600 余亩。2019 年，蓝莓产量
达到 720吨，实现销售收入 1100多
万元，人均蓝莓产业收入达到 3万
元以上。通过栽培蓝莓实现了由
贫困村到富裕村的巨大跨越，成了
远近闻名的“蓝莓村”。

“每年从7月中旬开始，蓝莓陆
续成熟，村路上停满了来自长春、
沈阳的冷藏车，我们这儿就是蓝莓
的集散地，我们一点不愁销路，明
年的蓝莓都被预订了。”胡桂波自
豪地说。

农田变“花海”种出“致富方”

距离支边村大约半小时的车
程，有个继红村。

村民穆源杰走进村里的食杂
店，买了些日常用品。

“大姐，这次不记账啦？”继红
村食杂店的老板娘袁喜红开玩笑
地问道。

“这丫头，又开大姐的玩笑。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咱有
钱。”穆源杰哈哈笑着把钱递过去。

等穆源杰出了门，袁喜红告诉
记者：“穆大姐以前的日子穷得很，

经常是过完年就到我们这里来赊
账，但这几年她种起了婆婆丁，日
子好过多了。”

袁喜红找出几本旧账簿，上面
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欠款。记者
看到了穆源杰的名字。“现在大家
的日子都好了，从去年开始就没有
欠条了。”袁喜红说。

“村里地少，大家种玉米挣不
到几个钱。继红村在长白山脚下、
高速口旁，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要是搞一些庭院旅游和特色采
摘，肯定能不错。”第一书记王金波
来到这里后，绞尽脑汁地想帮助农
民致富。

“后来我们觉得在山坡种上中
草药比较靠谱，菊花、桔梗、紫苏、
蒲公英等中药材开花时，还能形成
花海供游客观赏。”王金波和村干
部们想好了就开干。如今，继红村
的“花海”已经小有名气，自产的菊
花茶也凭借“品质好、黄酮含量高、
能泡十次”，闻名全省。

穆源杰一家通过种植婆婆丁，
在 2018 年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9 年她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8000 多元，比 2016 年的 2000 多元
提高了 4倍。今年，她又流转了 10
多亩土地，每亩增收300元。

2019年，白山市推动“一谷一
城”建设，靖宇县进一步调整和优
化种植结构，并给予村民政策补
贴。政策的春风吹到继红村，村民
们脱贫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

合作社和村民共同种植中药
材 1009亩，55户村民参与种植，可
得补助资金 46.3万元。合作社共
流转土地近500亩,，其中11户贫困
户像穆源杰一样，通过流转土地得
到了收入，又参与田间劳动和管
理，在家门口打工实现了增收。

脱贫攻坚这 5年，靖宇县累计
投资 1.3 亿元，实施中药材、食用
菌、浆果、养殖等38类产业项目，发
展平贝母、天麻等中药材 1.3万亩，
蓝莓、蓝靛果等浆果类1万余亩，食
用菌 910万袋等特色产业，累计收
益 9687.2 万 元 ，受 益 贫 困 人 口
28735户次、54792人次，实现了长
中短项目结合、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产业叠加覆盖。

直播带货忙 踏上“致富路”

“大家好，真品、真事、真实惠，
欢迎来到白山市第一书记代言官
方直播间！”继红村第一书记王金

波点亮打光灯，打开手机电商 app，
面对镜头，开始了直播“带货”。

面对直播镜头，王金波驾轻就
熟。他身旁的李忠军满脸的笑容。

李忠军是三道湖镇副镇长，
“直播带货”解决了他的一块心
病。“我们的扶贫产品从种植环节
到土地流转，再到管理加工，百姓
们全程参与。我们首要的是不能
让群众赔钱，那这种压力就落在了
企业的身上。但市场不讲情面，一
旦产品滞销，企业扛不住，我们的
农民明年就又要回到种玉米大豆
的初始状态。”

“直播带货”解决了李忠军的
后顾之忧，一方面是因为生动活泼
的展现方式，可以让广大消费者更
直观地了解产品特色，另一方面是
因为这种颇具生活气息的推介方
式更接地气，成为了产品的新销
路，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2020 年 1 月，“吉林省第一书
记协会”成立。4月，靖宇县也成立
了第一书记协会。

“有了协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直播带货。我们把品牌进行了整

合，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然后统一
产品，最后统一物流体系。”王金波
谈起“直播带货”格外兴奋，“从县
里到各乡镇的干部，都曾组团来卖
货。在‘大美靖宇，暖春助农’活动
中，一天左右的时间，直播累计观
看量达到 80多万，成交 4180单，卖
了42万元。”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今
年7月，白山市委书记王冰、市长马
坚走进拼多多“大美白山·助力脱
贫”白山市专场直播间，化身“网红
主播”为白山代言，助力消费扶
贫。3 天里 60 个小时的网络直播
带货，吸引全网278万网友观看，白
山市亮出电商直播助农的“最强阵
容”。

走出直播间，王金波带着大家
来到了建筑工地，一栋大楼正在施
工中。

“这是未来的‘第一书记直播
基地’，占地面积5618平方米，计划
投资3067万元，建成后会有扶贫车
间、直播间、包装设计加工车间、产
品展示厅、产品检验中心等，将会
进一步带动农户增收。”

山里结出“致富果”
□吉林日报记者 栾哲 赵广欣 杨悦 邹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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