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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扫出致富路
梁鹂

一番话又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养了两

年鸡，每年能出栏2000多只，一只能

赚20块钱，去年赚了4、5万。我还做

点农活，把老人照顾好，现在日子好过

多了。”她说，“在养鸡方面专合社帮助

我们解决了不少技术和销售问题。养

鸡技术提高了，500只鸡苗最多死一

两只。而且我们只管养殖，不愁销售。

我今年又圈了一片山林，准备多养一

些。”说着，罗礼珍走到网前捉了一只

鸡，给我们看鸡腿上挂的牌子。我注意

到上面印有二维码，立即用手机一扫，

养殖户罗礼珍在香樟林下喂鸡的图片

信息随即显示在屏幕上，小鸡孵出的

时间、注射过的疫苗、吃的食物等内容

也一览无余。这小小的二维码就像土

鸡的“身份证”，记录了整个原生态的

养殖过程，为林下土鸡飞出山林、飞向

市场、飞上餐桌插上了翅膀，也为贫困

养殖户扫出一条致富路。

从罗礼珍家出来，又同贫困户、专

合社人员和村镇干部进行了座谈，大家

针对下一步推进扶贫工作建言献策，信

心满满。夕阳西下，沿着蜿蜒的山路往

回走，小小的二维码却一直在我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让我思绪万千。想得最多

的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财政支农工

作，让财政的阳光温暖广大百姓。我觉

得我们要进一步转变思维，帮助贫困户

早日脱贫奔小康。

作为财政人，财政工作要有政策的

高度，还要有落地的深度；要有专业的

管理，还要有实在的服务。我们要把“被

动工作向主动作为转变，事务型向创新

型转变，理念层面向操作层面转变”的

理念贯穿于具体的工作中，让基层群众

体会到财政的温暖，让财政的阳光惠及

到广大群众。

作为农财人，必须认识到，农业产

业的发展需要群众参与、新型主体带

动，更要注重“六化建设”：基地规模化、

生产发展组织化、种养规程标准化、市

场链接信息化、产品质量安全化、产业

特色品牌化。因此，财政支农资金必须

坚守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这一根本属性，投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

节、助农增收的关键之处。

作为社会人，虽然我在城里的生活

条件比农村要好，但城市的发展进程中

凝聚着广大农民作出的贡献。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要带着一份感恩之心，多关

注农村、农业、农民，哪怕买一只林下

土鸡，也能给农民增加20块钱的纯收

入，他们离小康的目标就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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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服务对象的原因，我到基

层接触农民的时间比较多，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去年4月在贫困户罗礼珍家中看

到她养的土鸡身上挂着二维码。

那是初夏的下午，阳光暖暖地照在

茂盛的香樟林上，嫩绿的叶子散发出阵

阵清香，走在幽静的乡间小路上，是如

此养眼、养肺、养心。优美的自然环境

本该让人倍感轻松愉快，但我一想起此

行的任务是去翠屏区白塔村狮子社贫

困户家走访，步履变得有些沉重，帮助

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是农财人

的重要工作，也是我长久放不下的一份

牵挂。

步行约20分钟，我看到一处香樟

林下围着网子，三五成群的土鸡在里面

悠闲自在地踱步，个个精神抖擞，神态

自若。鸡舍就建在不远处，对面是一座

瓦房，二者之间有个七八十平米的土坝

子，虽然看起来破旧，但十分干净整洁。

这里就是贫困户罗礼珍家。罗礼珍今年

50岁，身上凝聚了传统农村妇女勤劳、

善良、节约、精干的美德。但她一家七

口人中，有两个长病不起的老人，一个

儿子因工致残，小孙子只有八个月大。

家里负债累累,至今仍过着贫困的日子。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深深地为罗

礼珍的处境担忧，但交谈起来，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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