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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北秭归的脐橙、甘肃礼
县的苹果……数据显示，“双 11”当
天阿里巴巴全平台农产品交易额超
过 45 亿元。产自东北的五常大米仅
用 10 秒钟便卖了 100 万斤，四川的
平武蜂蜜，更是在售罄后预售到了
明年 9月。火爆的销售，让这些农产
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地。撑
起这些数据离不开买家的热情，更
离不开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
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
逐渐普及。

如今，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等设
备的广泛应用，在广大农村，上网已
经不再是新鲜事儿。农村网民数量
在增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四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
半年，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为 36.5%，农村网民规模为 2.11 亿，
占整体网民的 26.3%，较 2017 年末
增加 204 万人。网络应用场景在扩
大。对于新农民而言，网络是可以学
习种植技术、租赁大型农机、遥控无
人机植保作业等的好工具，手机成
为新农具；对农村里的留守人群而
言，微信、视频等是和在城里务工的
家人互致问候的好渠道。网络改变
乡村生活的威力在显现。“互联网+”
带来的农村电商、众筹农业、直播农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正为农业农村
发展增添新动能。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收入已达到
1.25 万亿元。

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我国发展
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突出。从
硬件看，目前宽带网络仍未覆盖的
地区、网络普及水平较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地处偏
远、自然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网络建设难
度大、投入成本高。从软件看，在与日常生活质量密
切相关的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
财等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使用率也远远低于城镇
网民。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动能
的释放、农村居民生活便捷度、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亟待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解决。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大国小农的基本
特征将长期伴随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如何建立起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的有效对接机制，
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重要而
迫切。网络能够跨越时空距离的“魔力”，恰恰能够
让广大农民直接与世界对话，直接与大市场联通。因
此，面向未来，一方面要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
发展数字农业，让数据链带动和提升农业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
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顺应亿万农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通过建设数字乡村，让“互联
网+”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公共服务延伸到村，提
升农民数字化应用能力，丰富乡村的数字化生活，全
面支撑乡村振兴，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道共享数
字经济发展成果，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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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脱贫致富

本报讯 11 月 23 日早上 6 时

许，凤翔县田家庄镇河北村脱贫户

何拉锁和往常一样走进牛棚，撒草

添料，清理粪尿。从贫困户变成“脱

贫致富标兵”，何拉锁用自身经历

为其他贫困户做出了表率。

“以前，拉锁可是十里八乡有

名的匠人，拉起队伍搞建筑，到处

包工揽活，房子最远都盖到麟游

呢，他们家在当时也算是富足家

庭，属于村上先富起来的人。”河北

村村干部翟锁利介绍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 2012

年开始，不幸慢慢地降临到这个五

口之家，何拉锁被诊断为脑梗，住

院治疗，紧接着母亲病逝。当时，大

女儿在外地求学，小女儿上小学，

家里只能靠妻子苦苦操持着。

祸不单行，2013 年，何拉锁在

县医院复查时，被医生告知又患上

了肾癌。“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

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不由自主地瘫

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神来。”何拉

锁的妻子回忆起当时陪丈夫看病

时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她长长

舒了一口气说，“幸亏发现得早，拉

锁当时还安慰我说，不怕，有病咱

就治！”等出院的时候，由于多次

化疗，何拉锁身体消瘦，头发大片

脱落，人一下子老了许多。2015年，

他的左膝盖半月板严重损伤，手术

后，走路已没有之前那么灵便了。

生活的“痛”接二连三，让这

个原本殷实的家庭一下子跌入了

深谷。看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

还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那几

年可以说每天都是在煎熬中度过

的，不是看病住院，就是向人借

钱，但是，我坚决不能倒下，再苦

再难也要朝前看。”这位勤劳朴实

的西府汉子没有被病魔打倒，他

顽强地挺了过来。

2015 年，何拉锁家被村上纳

入贫困户行列。在镇村帮扶干部的

支持下，何拉锁在村上带头发展肉

牛养殖。“2016 年光买牛，村上就给

我补贴了 9000 元，咱不能对不起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何拉锁说。当

年，他家的 3 头牛就卖了 2 万多元，

享受到发展产业带来的红利，年过

半百的何拉锁心劲更足了，一刻也

没停歇，除过留种口粮的 1亩地外，

还栽植了 5 亩花椒和 2.5 亩苹果。

今年 9 月，他被镇上评为“脱贫致

富标兵”。

据了解，在何拉锁的带动下，

目前河北村贫困户共发展花椒 187

亩、苹果 162 亩，养牛 57 头，产业

发展走在了全镇前列。
( 王永刚 段涛)

本报讯 11 月 21 日，陈仓区周

原镇中堡村二组贫困户张明科家里

传来一阵欢笑声，原来是给全村贫

困户搞生猪代养的王省礼，正在为

张明科兑付生猪代养的175元分红，

到了年底，张明科家还将收到 2500

元的本金。

今年 48 岁的王省礼是中堡村

五组村民。2014 年，因为妻子患大

病，再加上一双儿女正在上大学，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被村上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在党和政

府的帮助下，王省礼学习养殖技术，

办起了养猪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实现了增收致富，随着两个孩子相

继大学毕业实现就业，妻子的病情

得到控制，他们家于 2016 年顺利脱

贫。脱贫后的王省礼不忘本，不忘全

村还未脱贫的其他穷乡亲，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017 年，

他为全村 18 户未脱贫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施了生猪代养项目，年底

为他们每户一次性返本分红 2675

元。在 2018 年初的村党组织换届选

举中，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委员。之

后，他又为全村 32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施了生猪代养，为每户代养生

猪 5 头。近日，代养的这批生猪陆续

出栏，王省礼在村党支部书记符军

利的陪同下，又一次为贫困户进行

分红。

“党和政府帮我脱了贫，我不

能忘了其他还没有实现脱贫的穷乡

亲，只要还有这一项扶贫产业政策，

我将继续为贫困户代养生猪!”王省

礼说道。               （蔺亮亮）

扶风县杏林镇西坡村脱贫户张丙鱼：

身残志坚拔穷根

本报讯 “今年丹参长势

不错，多亏了党的扶贫好政

策，要不咱哪有这样好的致

富路子……”11 月 21 日，

金台区硖石镇荔家山村的

十几位村民在地里收获丹

参，首次种植就获得了丰

收，村民们争相称赞精准扶

贫带来的实惠。

据了解，荔家山村目前共种

植了 55 亩丹参，产量可达到 8 万

公斤，预计每亩毛收入 2000 多元，参

与的 30 户贫困户可从中获益。这次丹

参种植始于去年底，当时帮扶该村的共

青团金台区委工作人员在外地考察时

了解到，丹参种植销路好、见效快，而硖 石的地理环境完全适合种植，于是便引

进苗子，通过村上的合作社进行种植，

贫困户和其他村民都可入园打工，多赚

取一份收入。一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丹参喜获丰收，目前帮扶干部还

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销路，确保贫困

户获得更大的实惠。

              本报记者 黎楠

陈仓区周原镇中堡村脱贫户王省礼：

致富不忘穷乡亲
金台区硖石镇荔家山村：

小小丹参助增收

凤翔县田家庄镇河北村脱贫户何拉锁：

不畏难苦蹚富路

脱贫致富典型榜

本 报 讯 “ 把 病 枝、虫 枝

及时清理掉，就能减少养分消

耗！”11 月 22 日，扶风县杏林

镇西坡村脱贫户张丙鱼，正在

给村里的贫困户讲授猕猴桃树

的冬季管护知识。张丙鱼虽然

身体残疾，但他靠自己的努力

不仅脱了贫，还带动其他贫困

户栽植猕猴桃。

张丙鱼今年 65 岁，1984

年冬季，一场大雨使张丙鱼家

的窑洞深夜坍塌，土炕里未熄

灭的灰烬点着了被褥，他的父

亲在大火中不幸身亡。张丙鱼

的右腿严重烧伤，只得高位截

肢，装上假肢。2014 年，张丙

鱼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5 年，他的妻子突发脑溢

血，看病花费 10 多万元。妻子

虽然得救了，但却没有了劳动

能力。面对现状，

张丙鱼一边照顾

妻子，一边四处

打零工。

2016 年，通

过 镇 村 干 部 帮

扶，张丙鱼栽植

了 4 亩 猕 猴 桃。

不懂种植技术，

他 就 边 自 学 边

向有经验的人请

教。每次村里组

织农技专家进田

间地头讲技术，

张丙鱼都会抓住

机会，现场询问专家。2017 年

4 月，张丙鱼又在 4 亩猕猴桃地

里套种了西瓜。由于地里的灌

溉设施还未完善，天大旱导致

西瓜浇不上水，张丙鱼便一瘸

一拐地挑水灌溉。通过努力，去

年，张丙鱼靠种植猕猴桃和西

瓜顺利脱贫。今年，张丙鱼还带

动村里 6 户贫困户栽植猕猴桃，

经常给他们传授自己掌握的种

植经验。“我家能脱贫，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帮助，我想尽我所

能去帮助其他贫困户，带动大

家一起脱贫致富。”张丙鱼说。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张丙鱼（中）给贫困户讲授猕猴桃树的冬季管护知识。

何拉锁展示“脱贫致富标兵”荣誉证书。

王省礼（右）给贫困户发放生猪代养分红。

村民在挖丹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