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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耀烨 

  夜色渐渐降临，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耀泓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加工基地却是一片热

火朝天的景象：金黄色的南瓜如小山一样堆放在车间里，过去靠天吃饭的贫困农户摇身变成

产业工人，熟练地操作着烘干和磨粉打粒的生产线……直到去年 12月，在织金县 130 万人

口中，仍有 13.33万是贫困人口。织金县是广州对口帮扶的贫困县。 

  “南瓜深加工品生产线年后就上线了，我们织金的南瓜除了供粤港澳大湾区，还出口日

本韩国。”12月 11日，被当地人称作“祝团长”的织金县副县长祝武峰告诉记者。 

  初到织金县，祝武峰带领帮扶团队从广东引进企业合作，为织金县打造了“脱贫菜”“脱

贫水”“脱贫绣”“脱贫油”等产业，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用武之地。 

  人物档案 

  祝武峰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17年 3月，奔赴贵州省织金县成为挂职副县长。 

  2018年 4月，带领花都区帮扶团队引进广州耀泓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日，被授予“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泪洒贫户家：发动战友亲人资助七女孩 

  祝武峰身姿挺拔、步履铿锵、说话中气十足，难以看出他已年近 50岁。28年的军旅生

涯，让他练就了勤劳踏实的工作作风。在言谈中，祝武峰对各项产业、脱贫数据熟稔于心。 

  这位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在谈起走访贫困户时，突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一次，他探访的

贫困户有三个年幼孤儿，失明的爷爷 76岁，奶奶 75岁。“奶奶看我来，立马叫三个孙子排

队给我敬礼。而 9 月秋凉天，这三个孩子还是赤脚！”祝武峰忍不住落泪，当场拿了 3000

元给孩子们。 

  祝武峰还发动了身边亲朋好友、战友帮扶织金县的贫困儿童。在花都区教育局组织的一

次帮扶活动中，祝武峰碰到 7 个低保家庭的女孩。“我上前问情况，孩子还没介绍情况就

哭。”其中一个女孩告诉他，3岁时，女孩的母亲去世，父亲精神不正常，由叔叔抚养，“可

5年前叔叔打工受伤，婶娘没抛弃我。”祝武峰当场承诺，“叔叔帮你承担生活费”，他立

马打电话给战友、亲戚，建立了资助群，承诺资助 7个女孩每人每个月 500元，一直到她们

读完大学。 

  “我出生于农村，到织金前，我没想过人们生活得如此艰难。”祝武峰说，织金县贫困

户的状况触动了他，他决心要为扶贫事业作出贡献。 



  日夜在一线：让企业安心扎根经营 

  祝武峰踏遍织金县各个贫困村，他回忆，“我看到村里大多是中老年妇女留下干农活，

小孩也在干农活。收摘南瓜时，一个小孩背筐，一个小孩摘瓜，非常辛苦，当地人民通过努

力劳动改变生活境况。” 

  祝武峰观察到，当地老百姓以农业生产为主，种一亩玉米，收益只有四五百元。“要解

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当地的农业种植习惯，而且作物必须‘短平快’，生长周期要短，产

量要稳定，绩效要快。合作的公司要提供长期稳定的帮扶。”祝武峰说。 

  为此，祝武峰必须寻找拥有高技术、具备创新意识的农业企业进驻织金县，广州耀泓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当初祝武峰找到耀泓董事长曾爱生时，曾爱生颇为犹豫，

他担心当地的营商环境与老百姓的观念、能力。 

  但曾爱生看上了织金县种植生产高品质蔬菜的自然条件，更看好祝武峰这位县领导。

“在 2016 年一次招商引资会上，我感受到他的实干风格。”最终在祝武峰协调争取各项配

套和政策的情况下，曾爱生投入超过 6000 万元，从种植基地到初加工厂到销售渠道建立全

产业链。 

  “他雷厉风行、不讲情面的风格依旧是军人作风，他能当着我们面批评当地干部；他来

到织金就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凌晨 1 点一样接电话解决基地建设的问题。”曾爱生说道。

“我们都喊他‘祝团长’，他把扶贫产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做，而不是联络引进以后就不管

了。没有他不计回报地奋战在扶贫一线，我们企业无法像现在这样扎根。”曾爱生感叹。 

  谈到“祝团长”明年 1月就满三年扶贫期，要回花都，曾爱生红了眼眶，“非常不舍得。

一个好干部，会让一个地方改头换面啊。” 

  扶贫感言 

  “产业扶贫，既是立足当下，在最短时间带动老百姓增收脱贫，也是计划长远，为脱贫

后的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即使撤离一线，我也不会撤出“战场”，在外围继续为脱贫攻坚作贡献！” 

  “四脱”产业成果 

  一是“脱贫菜”产业。通过种植、加工、销售高品质蔬菜，让老百姓流转土地、就近务

工，提高收入。 

  二是“脱贫水”产业。利用当地优质水资源，引进东莞一家企业，在织金县生产矿泉水。

其中，实现了每年 40 万元固定分红，同时还有每年 350万元收益给当地。 

  三是“脱贫绣”。引进广州电商企业唯品会参与帮扶织金，签订 1000万元的年度蜡染刺

绣生产订单，3000 多名织金绣娘在家中就业，有 2000 至 3000 元的月收入。花都区人社部

门出资 35万元作为绣娘培训经费，培训贫困绣娘 170多名。 

  四是“脱贫油”产业。引进广州的餐厨垃圾处理企业，通过处理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

目前在织金县安装了 300多台设备，第二个基地建设好后，能解决约 400人的就业。 

  建“四脱”产业： 

  为乡村振兴提供“造血式”支撑 

  耀泓农业在织金县 1276亩的蔬菜大棚示范种植基地，10万亩订单南瓜种植覆盖织金县

30个乡镇，农户每亩地纯收入 1300元以上，带动 4万多名贫困农民增收致富。 

  耀泓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加工基地是曾爱生在织金县的最新项目，也是祝武峰的心血结

晶。“我在织金县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眼泪在三个孤儿家，第二次流泪就是为了推动这个

基地项目。”祝武峰告诉记者，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引进的企业都会

遇到各种困难。 

  祝武峰认为，地方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产业的支撑。“产业扶贫，既是立足当下，在最

短时间带动老百姓增收脱贫，也是计划长远，为脱贫后的乡村振兴提供支撑。”为了给织金



县“造血”，祝武峰带领花都区帮扶团队为织金县打造了“四脱”产业。 

  对当地的产业发展，祝武峰如数家珍。面对三年扶贫到期，即将离开织金县，祝武峰百

感交集，“即使撤离一线，我也不会撤出‘战场’，在外围继续为脱贫攻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