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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出錢買材料 貧縣出手製零件

廣西母子車間
老鄉家門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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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北部山區的河池市東

蘭縣龍華高科技產業園裏，身

穿統一制服的漢科電子員工們

正有條不紊地進行手機零部件

加工，一派忙碌的景象與相隔

近千公里的珠三角電子車

間別無二致。龍華高科技

產業園是東蘭縣與深圳

市龍華區協作的扶貧項

目，村民們親切地稱為

扶貧大車間的「母公司」，而其他

鄉鎮設立的扶貧車間則被稱為「子公

司」。「母子扶貧車間」模式是龍華區為促

進東蘭縣大石山區貧困勞動力穩定就業，結

合易地搬遷探索的產業扶貧模式。

東蘭縣委常委、副縣長、深圳龍華區幫扶

幹部郭志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革命老區

東蘭和改革特區深圳，雖遠隔約一千公里，

卻留下了小平同志在不同時代的足跡，如

今，兩地攜手合作，在脫貧攻堅戰中留下特

殊的印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蘇征兵 廣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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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蘭2001年獲評為「中
國烏雞之鄉」，2014年東
蘭烏雞成為農業部地理標誌
產品，目前年產約 500 萬
羽，其中銷往北京達100萬
羽，但銷往珠三角地區的僅
有10萬羽，市場潛力非常
大。為擴大烏雞養殖東蘭實
施補貼政策，凡養大一隻烏
雞出售就補貼15元，疫情
期間再增加補貼7.5元。

疫情挫銷量
直播救鄉親

疫情期間，東蘭各種農產
品均出現滯銷，如一隻三斤
重烏雞僅賣16元，與正常價
格60元至80元相去甚遠，
為解決農民銷售難，郭志豐
開啟直播帶貨，廣泛發動廣
東的親朋好友和同事給予支
持，一個人就幫農民賣了
300多萬元。
目前，郭志豐正在積極推

動東蘭烏雞和茶油、墨米等
土特產成為符合供深產品
標準的「圳品」，若能獲
得「圳品」認證將提高東
蘭產品的知名度，並有很
大機會拓展港澳市場。
由於烏雞活雞物流損耗高

達10%，幫扶幹部們在不久
前從龍華區引入一家冷鏈物
流企業，投資5,000萬元在
東蘭興建首個大型冷鏈物流
中心，這是一個集禽畜屠
宰、速凍、冷藏、加工、包
裝、銷售、運輸為一體的現
代化冷鏈物流建設項目。
同時，他們又引入另一家

深圳企業在當地成立東蘭恒
康商貿有限公司，該公司的
東蘭長壽生態食品加工園建
設消費扶貧展示中心，充
分展示東蘭每一個鄉鎮的
農產品，公司負責人李家
仁說，將充分運用政府採
購政策，將東蘭的扶貧產
品銷售到深圳後再分銷至
其他大灣區城市。

黃彩新
過去在家務農，種些玉米，現
在每月穩定收入2,000多元，
丈夫就在縣城和周邊打工，做
些裝修和建築，今年就可以脫
貧摘帽了。

據介紹，東蘭龍華高科技產業園目前已引進漢科電子、青春時
尚製衣入駐，共吸納500多名貧困群眾就業。按照規劃，13個鄉
鎮扶貧「子車間」項目完成後，可安排就業崗位5,200個。規劃建設村級
小車間143個。全部建成投產後，累計將惠及建檔立卡貧困群眾約3,300
戶16,000人以上，創造年產值約10億元。預計將有10,000戶40,000人以
上通過利益聯結機制增收，穩固脫貧成果。」
深圳青春時尚製衣在科技園區內投資設立的企業廣西東蘭校園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負責人吳景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東蘭工廠項目可年產校服
100萬套，60%以上的工人來自貧困戶，「我們實行計件工資制，單件工
資標準其實和深圳總部是一樣」。
34歲的覃海寶（壯族）進廠兩個月就學會熟練操作工業縫紉機，為照顧
患腦梗的父親和兩個孩子沒能外出打工，在這裏月薪能有3,000元，考慮
到生活成本其實和在珠三角打工也差不多。28歲的尹秀則一直在家務農，
以及帶孩子。實施貧困戶異地搬遷後搬進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居，新居自
行繳交的部分按照人口計，每人2,500元，其餘部分則由政府補貼。不想
離家太遠的她對在這裏上班感覺很滿意。

傳授縫紉技術 育致富帶頭人
吳景超說，計劃利用5年時間，在距離東蘭縣城2公里的貧困戶異地搬

遷集中點向陽新城建立一個扶貧總車間、10個鄉鎮車間、100個行政村
車間，培養1,000個創業致富帶頭人，創造就業崗位10,000個。利用
粵桂扶貧協作資金實施「雨露計劃」，培養當地貧困群眾成為熟練
掌握縫紉技術的生產骨幹，引導她們從扶貧總車間領取裁好的
布料帶回鄉鎮村扶貧車間或家庭作坊二次加工，保質保
量完工再送回向陽新城扶貧總車間，作為致富帶頭
人帶動更多人致富。

出生在粵東
農村的郭志豐
從深圳大學畢
業後一直在深
圳工作，他告
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過去是
貧困地區的家
鄉，曾得到過
廣州市的大力

幫扶。「我此前在深圳市龍華區從事基層治理工
作，是主動報名申請來東蘭從事脫貧幫扶工
作。」郭志豐說，希望能為紅水河兩岸的鄉親
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在特區學習、工
作，是特區培養的幹部，特區發展離不開全國的
支持，作為特區幹部也有要自己的擔當，為革命
老區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常駐在離家近千公里桂北山區，一兩個月才能

回一趟家，「兩個八歲的兒女聽說爸爸要去很遠的
地方幫助山區的貧困家庭，他們都很支持。但是臨

到出門的時候，又緊緊抱着爸爸的大腿不肯放手。」
郭志豐說，疫情期間，由於學校停課，乾脆在春節後

將他們帶到東蘭縣生活了一個多月，第一次來到偏遠的
山區，小小年紀的孩子，似乎真正感覺到了爸爸的工作

是非常有意義的。
「最後這4,736人的脫貧任務我們將迎難而上，深入村屯調

研，實施一戶一策，有信心在9月30日之前完成任務。」郭志豐
說，今年完成脫貧任務後，下一步將轉向「鄉村振興戰略」的有關
工作，讓老區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粵桂協作永遠在路上。

「『母子扶貧車間』新模式的本質，就是從粵港
澳大灣區採購電子信息產品原材料，通過

大物流運至扶貧大車間進行機械加工成半成品，再通
過小物流運至鄉鎮扶貧車間完成手工部分工序，而後
運回產業園總裝成電子產品，經測試、檢驗、包裝程
序，由大物流運至大灣區港口，借助『一帶一路』出
口到世界各地。」郭志豐表示。

一人工作 一家脫貧
漢科電子生產負責人黃冬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公司現有280多名工人，90%以上是當地人，約三分
之一來自貧困戶，正常加班情況下月收入2,700元（人
民幣，下同）至2,800元，在當地屬中上水平，按照當
地人均年收入4,000元的脫貧標準線，一人工作基本可
保一家脫貧。
「我們是去年8月進廠，現在兩人每月能收入4,000

多元。」41歲的李國軍和周鳳英兩夫妻說，每天下班
就回家，方便照顧5個上學的孩子和1個殘疾老人，周
末如果不加班就騎車回20多公里外的老屋打理田地，
打工種地照顧老小「三不誤」。
家住三石鎮四合村的韋全寶則表示，以前在外打工
時，有時候春節也不能回鄉，當時很想家。現在即使
工資較低，但離家近，能夠照顧到家裏。

援建學院 持續扶貧
自東蘭縣發展「母子車間」脫貧模式以來，深圳
市、龍華區均給予大力支持。據統計，僅東蘭龍華高
科技產業園「扶貧大車間」項目，市區兩級就投入幫
扶資金6,500萬元。為提高工人的勞動技能，龍華區還
在三石鎮「扶貧大車間」旁，援建了廣西職業技術學
院（東巴鳳分院），預計總投入3,700萬元，計劃在校
學生600人，學生以工養學、以學助工，3年畢業後可
成為有大專文憑、有資格證書的技工，乃至工程師。
2018年，東蘭縣歷史性實現了外匯收入零的突破，外

匯收入58萬美元，2019年實現150萬美元外匯收入。
「幫貧困戶養豬種地不是優勢，一次性給貧困群眾
發錢更加不是扶貧長久之計。」來自深圳的扶貧幹部
陳毅強的一番話道出了「特區幫扶老區」背後的深
意：脫貧攻堅貴在找到可持續路徑，「母子扶貧車
間」的路子走出來了，只要有訂單，可以管70年，這
就是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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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冬雪
以前在深圳打工，一年多以前
回鄉進入這家公司，雖然收入
少了，但消費水平低得更多，
而且還能就近照顧家庭，每天
早晨來上班，下班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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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車間」

即位於三石鎮
的東蘭龍華高
科技產業園，
負責原材料採
購、半成品加
工等機器工序

返鄉工作 兼顧生活

■ 郭志豐（左）與深圳長壽生態
食品加工園東蘭消費扶貧展示中
心負責人李家仁正推介當地特產
烏雞蛋。 受訪者供圖

廣西東蘭縣
位置示意圖

「13子車間」

即其他13個鄉
鎮和 149 個村
（社區）的扶
貧車間，負責
半成品的手工
部分工序

■■ 東蘭校園文化用品東蘭校園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青春時尚製衣有限公司青春時尚製衣
東蘭工廠可年產校服東蘭工廠可年產校服
100100萬套萬套，，6060%%以上的以上的
工人來自當地貧困戶工人來自當地貧困戶。。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征兵記者蘇征兵 攝攝

■扶貧母車間─龍華高科技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征兵 攝

「1技能培訓中心」

負責推動農民轉型
「新產業工人」

東蘭縣
「1+13+1母子扶貧車間」

東蘭縣2019年經濟數據
總人口：31.7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34.6億元 ▲7.1%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鎮居民：25,763元 ▲8%

農村居民：8,851元 ▲11%

貧困村：年初有90條（深度貧困村50條，
其中8條屬極度貧困村），年底
剩19條未脫貧村

貧困戶：4,736人

2020 年預期全縣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

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

10%，9月底前要確保貧困戶全部脫貧。

註：增長幅度為與2018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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