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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在2019中國扶
貧國際論壇上，由中國工商銀
行提交的南江黃羊養殖產業扶
貧案例《由「發羊」到「借
羊」，激發貧困戶內生動力》
獲得全球減貧最佳案例獎，南
江縣委副書記婁可偉應邀作為
獲獎嘉賓出席論壇。

變「等靠」為「自強」
從2014年起，南江縣逐步

探索出「125借羊還羊」扶貧
新模式：即龍頭企業借給農戶
1隻公羊、20隻能繁殖母羊，
兩年實現純收入 5萬元。同
時，實施財政、農業、金融、
專合、企業五方共保：財政出
資補助標準化圈舍建設，以及
貧困戶貸款貼息、擔保公司保
費補貼；金融機構降低門檻發
放貸款；專合社保障借、養，
配合龍頭企業提供技術和養殖
標準化指導；龍頭企業負責種
羊投入和成羊收購。
後來，這種模式還衍生出

「寄養代養」「入股分紅」等
模式，被譽為「精準扶貧羊模
式」。
「『借羊還羊』模式從

『送』到『借』，斷掉了貧困
戶『等、靠、要』的思想。」
南江縣縣長李善君說，有
「借」就必須有「還」，在這
個過程中，貧困戶變「等靠」
為「自強」，大大激發了他們
脫貧奔康的內生動力，有效減
少了返貧現象的發生。

「港扶會」南江扶貧
項目一覽

「咩，咩咩……」一陣羊群叫聲傳來，只見黃
黑相間的山羊奪門而出，奔向茂密的山間

灌木叢。25日上午，羊倌韓正先手執鞭子腰挎水
壺，不時一陣吆喝，開始了新一天的放牧。只見
他身着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灰色卡服，頭髮有些
零亂。香港文匯報記者與他握手時能感覺到他手
掌上扎人的老繭，「大巴山雨量變充沛、植被茂
密，是天然的牧場。」韓正先介紹道，「我們世
世代代生活在這北極鄉上，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

因地制宜 育黃羊致富
南江縣北極鄉位於南北氣候的過度地帶，被喻

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北極鄉幅員面
積60.6平方公里、總人口4,720人，村民們大多居
住在海拔1,000餘米的山區。這裡交通不便、信息
閉塞，農民增收困難，是當地脫貧攻堅的主陣地
之一。
1963年，北極鄉便建立縣級種畜場，先後被列

入國家「863」計劃、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等國家重
大項目。經過四十餘年選育，「南江黃羊」被納
入地理標誌產品保護，享有「亞洲第一羊」的美
譽。
為助力該地脫貧攻堅，2018年，香港各界扶貧

促進會（簡稱「港扶會」）捐資3,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與南江縣配套1,000萬元共設南江黃羊
產業扶貧基金，在基礎建設、產品研發和創新合
作社「借羊還羊」扶貧模式等項目中貢獻了香港
力量。本月22日至26日，「港扶會」率領香
港傳媒和攝影家走進四川南江，去了解這些
羊倌脫貧致富的故事。
說到村裡的情況，韓正先透露，大多數年

輕人選擇外出打工，他因照顧年邁的母親留
在了家鄉。2015年，北極牧場開始擴大規
模，看中他多年的養羊經驗，正式吸收他為

專職牧羊人。「每月工資3,000多元，自家養羊每年
能創收2萬元左右，加上妻子和兩個孩子在外打工的
收入，還是相當可觀。」韓正先說，今年上半年，
他和弟弟一家共同投入65萬元建起了新房。

政策扶持 擴羊場增收
走進北極鄉范家山村村民何江的養羊場，三排

廠房在山坡上依山而建，儲藏室裡堆滿過冬的青
料。「一個標準化羊場分為圈舍和活動場，面積
約200平方米，我的羊場有1,000餘平方米，建有
6個標準化羊場，目前存欄黃羊300餘隻。」何江
說，目前各項政策非常好，他計劃再建一個大型
羊場，爭取年出欄量達1,000隻以上。
「目前，北極鄉有養羊戶55戶，規模羊場3
處，存欄黃羊1,800餘隻。」南江縣北極鄉鄉長邵
兵說，加上北極牧場8個大型原種場的輻射帶動和

鄉村旅遊的興起，黃羊項目
已成當地農民脫貧奔小
康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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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江縣北極鄉被很多人視為為南江的

「小西藏」，山高路陡，人煙稀少，貧窮落

後。與此同時，地處大巴山深處的南江縣卻有

着優渥的自然環境，是天然的牧場。村民韓正

先說他祖輩以養羊為生，自己六七歲時便成了

一名小羊倌。雖然與那些養羊大戶無法比，但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得出韓正先飽經風霜的臉上

所洋溢出的幸福。尤其是站在韓正先剛剛落成

的新屋前，兩樓一底的房屋猶如一座鄉間別

墅，訴說和見證着像韓正先這樣的羊倌的脫貧

傳奇。■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報道

截至目前，「港扶會」累計捐資
8,566.54萬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四川南江 6,010.89 萬元、廣西
1,300萬元、四川理塘134萬元、江西
廣昌600萬元、貴州道真500萬元。

南江黃羊產業扶貧基金：

出資3,000萬元與南江縣政府配套
1,000萬元人民幣共同成立「南江黃
羊產業發展基金」，重點支持黃羊科
研、「借羊還羊」扶貧模式等。

關愛留守兒童「童伴計劃」：

捐資600萬元為留守兒童建設150
個「童伴之家」，目前已全面建成50
個並完成對15個鄉鎮項目辦負責人和
「童伴媽媽」的業務培訓，為9,043
名留守兒童帶來溫暖。

資助困難家庭學生扶貧項目：

捐資300萬元，資助500名貧困中
小學生，每年發放2,000元購置學習
用具。

鄉村醫生培訓項目：

捐資150萬元，培訓鄉村醫生460
名。

白內障、青光眼復明項目：

捐資300萬元，資助南江縣白內
障、青光眼患者實施手術自費部分。

趕場敬老院建設項目：

捐資1,360.89萬元，南江縣配套
1,705萬元興建一棟區域性養老服務
大樓。

專業人才扶貧項目：

捐資300萬元，聘請17名行業專家
及1個團隊定期到南江開展智力扶
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68歲的村民杜維民是韓正先的鄰
居，杜維民的妻子早年去世，而自己的
面部和手在一次火災中又留下殘
疾……「沒勞力、沒技能、沒有收入
來源，養羊又沒本錢。」南江縣北極鄉
鄉長邵兵嘆道，杜維民的脫貧成了鄉裡
的老大難問題。
2018年，「港扶會」將四川省南江

縣作為內地首個精準扶貧點，捐資
3,000萬元與南江縣配套1,000萬元共
設南江黃羊產業扶貧基金，共同做好
定點幫扶南江縣工作。今年2月，杜
維民就獲得3萬元南江黃羊產業扶貧

基金支持，建起了一個標準化羊場並
從北極牧場借回7隻母羊和一隻種公
羊。8個月過去，杜維民的8隻羊變成
了21隻，純收入約7,000元。
「今年黃羊的出欄價約 50 元/公

斤，比去年漲了10元/公斤，這更有
利於我們養殖戶。」杜維民說，估計
兩年後，他便可以還清3萬元借款。
下兩鎮是與北極鄉相鄰的一個鄉

鎮，「借羊還羊」扶貧模式在這裡也
得到推廣。彭新昌夫婦是該鎮瓦坪村
人，也希望通過養羊發家致富。此
前，夫婦倆花5,000元從簡陽買回4隻

小羊羔，不僅投入大而且出現小羊羔
「水土不服」的情況。得知情況後，
當地鎮幹部積極協調為他倆爭取到了5
萬元黃羊產業扶貧基金，建起了一個
標準化羊場，存欄規模已達100隻。
「目前，南江黃羊產業扶貧基金已
借出周轉金 389萬元，建成規模羊
場、家庭羊場50個，助力1,027戶貧
困戶脫貧。」南江縣縣長李善君說，
南江黃羊產業扶貧基金為該縣決戰脫
貧攻堅解了燃眉之急。

逾千貧困戶摘窮帽

「感謝香港同胞，感謝你們讓我們
脫貧奔小康。」25日，在香港傳媒採
訪團即將離開北極鄉范家山村時，村
民們自發地拉起橫幅：「衷心感謝香
港同胞對南江黃羊產業的大力扶持！
我們將以最優質的羊肉回饋香港市
民！」並滿含熱淚真情告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人群
裡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也有衣着樸實
的農村留守婦女，還有天真活潑的兒
童……他們的臉上寫滿樂觀自信，掛
着幸福的微笑。
為解決南江3萬餘名農村「留守兒童」

的問題，「港扶會」計劃投入600萬元建
設150個「童伴之家」。目前，南江縣已
建成類似的「童伴之家」50個。

「扶貧效果看笑臉」
「今年，南江已通過省和國家評

估，順利『摘帽』。」在「港扶會」
來南江考察調研工作座談會上，南江
縣縣長李善君動情地說，南江縣脫貧
摘帽離不開香港各界的關心厚愛。
「通過幾天翻山越嶺的考察，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張張笑臉。」香港
文匯報副總編輯王國辰說，第一天冒
雨參觀的養殖戶，老兩口飽經滄桑的
臉上淳樸的笑；在貧困生資助小學，
孩子們臉上天真爛漫的笑；在北極鄉
何江養殖場，眾鄉親臉上發自內心的
感恩的笑，「扶貧效果好不好，看看
笑臉就知道。」
亞洲周刊副總編輯江迅表示，光霧

山的紅葉、南江黃羊都是南江縣的優
勢資源，要想方設法「走出去」。
「過去一年多來，『港扶會』按照
『補短板，激發內生力』的原則，與

南江方面實現了無縫對接，效率高、
成效明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
界扶貧促進會主席蘇長榮說，「港扶
會」將一如既往履行職責，確保後續
項目順利推進。
「一年多來，先後有12批次香港各界

人士深入南江15個鄉鎮、30個村考察調
研，投入資金6,000餘萬元，在川港兩
地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協調部部長朱文說，「港扶會」助
力南江脫貧攻堅，充分體現了香港在整
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責任和擔當，也表
達了香港同胞對老區人民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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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實地採訪考察敬老院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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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民通過杜維民通過「「港扶會港扶會」」南江南江
黃羊產業扶貧基金黃羊產業扶貧基金33萬元的支萬元的支
持持，，建起了一個標準化羊場建起了一個標準化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