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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随着中央和省市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全椒县的脱贫攻坚工作逐步向纵深拓展，
向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目标奋力迈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针对那些因病因残导致
贫困、返贫风险较大的群众，全椒县考虑的不是一时
的“输血”，更是要为他们“造血”。 帮助贫困户发展产
业，才能巩固脱贫成效，保证他们通过自力更生实现
持久脱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科技扶贫等精准扶贫
政策陆续出台。

在复兴村，也有一部分这样的群众。任庄组管国
顺夫妇俩年过6旬且均患癌症，基本无劳动能力，女儿
在大学读书；下郢组徐传义夫妇患多种慢性病，年近7
旬，几乎无劳动能力；西陈组管建松，智障，父母年老
体弱，无照顾能力；三户家庭经济状况非常艰难。

县扶贫办针对复兴村的实际情况，和杨增环一
起经过深入研究，因地制宜为这 3 户制定脱贫帮扶巩
固措施：县里拨付扶贫专项资金，作为贫困户股金注

入杨增环的合作社，合作社向这 3 户分别免费提供
200 平方米的香菇大棚，农户负责栽植菌棒，合作社
负责回收香菇，无偿提供全程技术服务，贫困户除农
产品销售收入外，还按照股份参与合作社利润分红，
确保每户香菇年收入至少一万元。同时，落实金融
扶贫政策，给村里另外10 户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合
作社专设“扶贫大棚”，这 10 户贫困户低价租赁“扶
贫大棚”种植香菇，合作社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并回
收产品。

对于扶贫专项资金，村里成立由村干部、老党员
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的扶贫资金监管理事会，全过程
监管资金使用，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能真正投入到
扶贫项目上，扶真贫，真扶贫。

在杨增环的农场，一排排整齐的喷灌口分立茶园
垅上，滴灌管道穿梭于山核桃林间。山核桃林一天天
茁壮成长，见证着贫困户们在林间劳动，自食其力，用
自己的勤劳双手，一天天告别贫困，走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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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村地处全椒县西部山区，人均耕地面积
少，经济落后，很多青壮年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留
在家中的，除了留守老人和小孩外，还有一些“老
病号”和残疾人，他们劳动能力弱，耕种土地产出
低，山区怕旱，雨水少的年份就更没有收成，有些
人宁愿让土地荒着也不愿再耕种。

渐渐地，复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然而，有一个人对复兴村的看法却迥然不同，

他就是杨增环。
杨增环是全椒县乡亲们引以为傲的创富能

人，他白手起家，在深圳辛苦打拼十几年，从事建
筑装饰设计工作，事业有成，年薪超过百万。

2013年，杨增环受邀回乡，参与规划设计石沛
镇黄栗树美好乡村、马厂镇黄庵村和玉屏村美好
乡村建设。出于设计工作需要，他考察了全椒的
很多地方，路过复兴村，看到一些乡亲们的生活仍
然十分贫困时，他的内心泛起了波澜。

“总书记说过，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记得要听党的话，
为人民服务。现在自己富了，但乡亲们还在贫困
线上徘徊，我心里不是滋味，当时，就有一种回乡
创业，带领贫困乡亲一起脱贫致富的冲动。”杨增
环告诉我们。

然而，放弃深圳优越的生活和丰厚的薪酬，从
自己熟悉的建筑业转向相对陌生的农业领域，对
自己是一种挑战，既有风险，也需要勇气。正当杨
增环犹豫不决时，复兴村总支书记刘贵德上门找
到了他。

对于复兴村的贫困状况，最着急的莫过于村
“两委”一班人，他们苦寻脱贫良策，决定寻找一个
创富能人回乡创业，带领贫困村民共同致富。“两
委”一班人认为，杨增环古道热肠，待人真诚，头脑
还灵光，他一定能为乡亲们找到脱贫致富的出
路。这样，他们找到了杨增环，这与杨增环的想法
不谋而合。

“你只要愿意回来干，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
决。”刘贵德向杨增环拍着胸脯作出保证。

在刘贵德的陪同下，杨增环开始考察复兴
村。经过认真调查分析，杨增环认为复兴村虽
然偏远，但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山清水
秀，远离工矿企业和人口稠密地区，土壤水源没
有受到污染，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类农作物前
景广阔。

“我就不信，这样的好山好水，长不出金豆豆
来。”杨增环下定决心，毅然辞去深圳百万年薪的
工作，来到复兴村开始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刚刚进驻复兴村，杨增环就马不停蹄地忙了起来。
他和刘贵德一起，找到了县科技局，向他们说明

了通过科技兴农，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和决
心，得到了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给他引见了南京农
业大学教授巨云为。科技部门负责人陪同巨云为和
几位专家数次来到复兴村现场，考察土壤墒情和水文
气候环境，为杨增环出谋划策，最终确定薄壳山核桃
项目具有可行性。

蓝图绘就，杨增环说干就干。他与复兴村 1070
亩土地承包协议很快签订好。在付给乡亲们土地租
金的同时，还聘用村里的贫困户到工地上班，带着乡
亲们修建泵站、购买设备、平整土地、育苗栽种，干得
热火朝天。

杨增环告诉我们，施工过程中，市县和镇上的领

导多次来过，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现场协调；县农业
部门的专家多次来过，对土地平整和育苗栽种现场指
导；县科技局的干部多次来过，现场打电话为他向南
京的专家请教……

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增环在山核桃林下套种了滁
菊、安吉白茶等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还陆续建了 10
个香菇大棚，当年便实现收入 100 多万元。2015 年，
杨增环又承包了 1120 多亩土地，并建设了 21 个大
棚。目前，部分山核桃已经开始挂果，据林业专家测
算，等到所有山核桃正式挂果，每亩收入将达到
18000元。

杨增环告诉记者：“合作社优先聘用贫困户，男工
每天80元，女工每天70元，每年发放劳务工资130多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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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环（中）在茶园里指导贫困户采摘春茶

5月初，春光明媚，记者来到全椒县马厂镇复兴村香妃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社长杨增环正在和十几个农民一起，在香菇大棚里面采摘蘑菇。同行的马
厂镇复兴村党总支书记刘贵德告诉我们，这些在大棚里工作的农民，就是杨增
环帮扶的复兴村贫困户，近几年，他们在当地政府和杨增环的带领下，用自己
劳动的双手，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初见杨增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稳和干练，皮肤黝黑，身板魁梧，聊起扶
贫来十分健谈。他和村党总支书记刘贵德就蹲在田头，拉开扶贫的话匣子，一
张富有“复兴特色”的脱贫攻坚线路图在我们面前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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