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特色村落發展成旅遊景點是廣西三江縣實施旅遊扶
貧的新路，百家宴是遊客喜愛的項目之一。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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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旅遊景點風雨
橋，也是遊客流連的夜景。 受訪者供圖

「我們在150多戶參加皮鞋縫線的農戶的基
礎上成立合作社，以後我們將以規模實體承接
多種業務，不光做皮鞋縫線，還可以做玩具組
裝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培進村第一書記廖
天生說。
富祿苗族鄉北接貴州省從江縣貫洞鎮，南連

廣西融水縣大年鄉、紅水鄉，321國道從該鄉
穿過，距離廈蓉高速（廈門－成都）從江東出
口35公里，交通條件便利。隨着三江富祿鄉
「侗鄉苗寨」扶貧易地安置點的建成使用，易
安新區將成為黔桂兩省（區）邊界地區人流、
物流的集散地，貨物進出方便。
「易安新區已經建成，我們鼓勵像楊榮華這
樣的致富帶頭人把『微車間』擴大到易安新區
來，給更多的異地搬遷貧困戶提供就業機
會。」廖天生說。
2017年，楊榮華選擇了扶貧易地安置，搬往

三江富祿鄉的「侗鄉苗寨」
扶貧易地安置點。在與駐村工
作組多次商討之後，楊榮華的視
野逐漸開闊了，楊榮華計劃在易安新
區基礎設施完善後將「微車間」開到
易安點。
作為政策支持，易安新區將為楊榮華提

供租金較為低廉的場地，組建皮鞋微車
間、玩具微車間、服裝微車間等生產車間，
讓更多的貧困戶參與到「微車間」的生產中
來，「一針一線」縫出增收脫貧路。
三江縣委書記鄺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2019年全縣減貧8,381戶36,709人，實現36個
貧困村脫貧摘帽，貧困發生率降低至1.99%，
「正緊盯剩餘27個貧困村、1,858戶6,931人，
縣掛點領導、督戰隊已深入這些村寨開展督戰
工作，確保所有貧困群眾如期脫貧。」

共建合作社
規模承接多種業務

■■貧困戶在廣西三江縣異地扶貧安貧困戶在廣西三江縣異地扶貧安
置點工廠就近上班置點工廠就近上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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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批鞋子什麼時候能來

呀！」不久前，廣西三江侗族

自治縣富祿苗族鄉培進村，走

在寨子裏的楊榮華，每天都會

被路遇的苗族婦女們這樣問上

好幾次。「七八月份就有新

貨來了，到時候一定有得你

們忙的。」一臉憨厚笑容

的楊榮華說。

尖利的針頭扎入皮鞋內

底邊緣……穿針引線、打結剪線，

動作迅速而熟練。這一幕場景不久前還在

寨子裏頻頻出現，忙完地裏的活路，村民王

咪坤核等百餘名婦女忙着為皮鞋縫線。但由

於疫情的影響，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業務了，

好在讓大家高興的是，再熬一兩個月，他們

的高山苗寨微車間就要恢復正軌了。

富祿鄉地處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深度貧

困縣、滇黔桂石漠化片區縣，而富祿這個名

字，卻寄託着這個偏遠苗寨的人們對幸福生

活的憧憬，在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的決勝之

年，村民們看到了好日子的曙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曉峰 廣西報道

今年40歲的楊榮華曾是
培進村的貧困戶，同

時也是培進村的致富帶頭
人，以承接製鞋業中的縫線
環節，進行來料加工，帶領
鄉親們增收脫貧。
三江侗族自治縣富祿苗族

鄉培進村位於平均海拔700
米的高山上。全村 420戶
2,057人，其中貧困戶291戶
1,415人，在2019年整體脫
貧摘帽，僅剩下6戶也將在今
年徹底脫貧。三年前，楊榮
華家還是建檔立卡貧困戶。

鞋廠打工6年 成老闆朋友
2018年3月，正當楊榮華在為去哪打工發愁的時候，一
個陌生的電話打到了他家裏。「是原來鞋廠的老闆打來
的，說給皮鞋縫線，問我有沒有人願意做。」楊榮華說。
「十幾年前，我就出去打工了。」原來，2003年，
楊榮華在廣西桂平威漢皮鞋廠務工。皮鞋廠以國際訂單
為主，承接皮鞋縫線業務。在鞋廠打工期間，楊榮華工
作勤奮，認真學習皮鞋穿線、引線等技術。他縫的線扎
實，打的結穩固，質量過硬，產品有保證。在皮鞋廠一
幹就是6年，打工期間，謙虛、老實、勤奮的他跟老闆
成了朋友。
2008年，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鞋廠訂單減少，
有時候無事可做。「沒辦法，2009年我就跟同村人去海
南做建築去了。」楊榮華說。但是，之前在鞋廠打工給
人留下的好印象，在十年後讓老闆想起了他。

辦起「微車間」當起小老闆
楊榮華下定決心承接了這項業務，在家鄉的苗寨辦起
了高山「微車間」，當起了小老闆。
「皮鞋縫線是一項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手工活，培進村

多為留守婦女兒童，適合做這些。」培進村第一書記廖
天生說。
在答應承接業務後一個星期，第一批2,000雙需縫線
的皮鞋初級產品就一車給拉到了培進村，「皮鞋一般晚
上12點到，我們家4個人卸貨卸到凌晨2點多，早上6
點村民們就來領皮鞋和線了，我們又要分貨、登記，一
忙又是一早上，累得腰酸背痛。」楊榮華難忘創業之初
的辛苦。
儘管留守婦女們都會做針線活，但是給皮鞋縫線還是

頭一遭，縫線不達標，質量就沒有保證，也會影響訂
單。顧不得疲累，楊榮華還要指導村民們如何穿針引
線，如何打結剪線。
「鞋子縫好線收回來，現場驗收，看縫線是否出錯，

沒有問題就可以裝貨發回原廠了。」楊榮華說。

白天做農活 晚上縫皮鞋
得益於在鞋廠工作6年的經驗，楊榮華指導到位，村民
做工認真，第一批貨物驗收時合格率就達到了98%以上，
過硬的質量，也獲得了廠家的認可。「微車間」也在村裏
漸漸站穩了腳跟，吸引了更多的村民們前來領鞋幹活。
「去年做皮鞋縫線，我得了9,000多塊錢。」貧困戶
王咪坤核高興地說。和王咪坤核一樣，村民們白天做農
活，晚上縫製皮鞋，既錯開了勞動時間，又有了增收的
新渠道。
楊榮華說，「旺季時一個月有三個星期有活幹，手腳
快的婦女5分鐘就能縫好一雙，加工一雙皮鞋可得3-4
元，一般一個婦女利用空閒時間一天可加工20-30雙，
一個月多的可增加純收入2,000元以上，少的也有1,000
多元。」
「白天做農活累，晚上縫得少，現在一個月發貨6次，
是淡季；10月過後，農活少了，一個月發貨11次左右。
每次大概2,000雙。」聊起業務，楊榮華興致十足。

74戶村民 增收35萬餘元
去年年底結賬時，楊榮華為74戶村民發放了35萬餘
元的工資，其中貧困戶49戶，最多的一戶拿到了1萬多
元，一個上年紀的阿婆拿到了9,000多元。
收入增長，有效地激發了村民們承接業務的積極性，
截至今年春節前，參與皮鞋縫製的村民增至150多戶，
其中貧困戶96戶。業務同時也擴大到了周邊的岑牙
村、甲圩村和融水縣瑤龍村、大龍圩村。

■ 楊榮華曾是培進村的
貧困戶，同時也是培進村
的致富帶頭人，以承接製
鞋業中的縫線環節，進行
來料加工，帶領鄉親們增
收脫貧。 受訪者供圖

三江縣經濟數據
2019年：全縣實現地區
生產總值 73.92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 5.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10元，同比增長8.0%；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3,572元，同比增長10.1%。

2019年：全縣實現36個貧困村脫貧摘帽，
8,381戶36,709名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發生
率降到1.99%。

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地區生
產總值增長8.0%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長8.0%以上，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長11.0%以上。2020年實現27個貧困村脫貧
摘帽，1,858戶6,931名貧困人口脫貧，全縣全
部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實現整縣脫貧摘帽。

資料來源：
據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

■曾在鞋廠打工6年的楊榮華，在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富祿苗族鄉培進村辦起「微車間」，來
料代工製鞋縫製環節，成為村民的致富帶頭人。 受訪者供圖

萬畝「黃金芽」承載5000貧困戶夢想
��$

春末夏初，三江侗
族自治縣古宜鎮泗聯
易地搬遷萬畝茶園扶

貧產業園，一台鈎機正在
一 面 山 坡 上 進 行 「 坡 改

梯」作業，40歲的楊仕紅等三人則拿
着鋤頭隨之再做進一步的平整和施
肥，很快這裏就將和周邊山頭一樣栽
下「黃金芽」茶樹苗。

數月後，這萬畝茶園中將有2畝茶
園（或 1 畝茶園+1 畝油茶林）「分
配」給貧困戶楊仕紅家，以解決他家
實施異地扶貧搬遷安置（簡稱「易

安」）的後續收入問題。
「公司從附近村民手中租下這萬畝

山地，並全部栽種「黃金芽」茶樹
苗，成活後將按戶均 2 畝的分配標
準，免費承包給易安貧困戶管護及採
摘，可解決5,000戶貧困戶2萬名貧困
人口的就業問題，讓貧困群眾在家門
口實現就業，確保他們「搬得出、穩
得住、有事做，能致富」，三江縣三
江春商貿公司副總經理吳世榮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

據 了 解 ， 這 個 項 目 是 三 江 縣 茶
葉、油茶產業五年提升計劃的重要

部分，更是解決三江縣易地扶貧搬
遷貧困戶後續產業就業發展問題的
重要手段，目前已經投入 7,500 餘
萬元人民幣，計劃將園區打造成集
茶葉、油茶、種植、生產、加工、
文化旅遊、度假休閒、山體運動於
一 體 的 「 新 時 期 茶 旅 文 化 綜 合
體」。

作為三江茶葉產業發源地，八江鎮
布央村利用茶園優勢，結合豐富的民
族文化，走出一條茶旅融合脫貧之
路。「合作社成立的時候，我就入股
了，每年有景區收益分紅。老婆參加

蘆笙踩堂、百家宴等活動，也有收
入，加上種茶葉，一年下來全家有將
近3萬元的收入。」布央村2018年脫
貧戶謝家口說。

布央村利用3,600餘畝茶園，開發茶
園觀日出、採製茶體驗、百家宴等旅
遊項目，同時成立了布央茶葉生態旅
遊合作社，動員當地貧困戶以茶葉入
股的方式，帶動貧困戶發展生態茶園
觀光旅遊。2018年成功打造布央茶山
4A級景區。目前，當地有旅館11家，
旅遊飯店10家，解決貧困戶192人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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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
地理示意圖

■ 參與皮鞋縫製的苗族婦女
利用空閒時間一天可加工
20-30雙，一個月可增加純收
入2,000元以上。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