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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高晴

一走进岩博村，心中关于“诗与远方”的诸般想象
便有了具象化的表达：白墙青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柏
油村道平整宽阔，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共同描绘出
精致秀美的乡村画卷。

生活于此情此景的岩博村村民脸上，常挂着自然流
露的幸福神情，他们对村中巨变如数家珍，也会热情地
拉着来往游客去家里坐坐，话里话外也始终绕不开对
一个人的赞美，那就是村党委书记余留芬。

温暖的笑容、谦逊的态度、乐观的心态……这是
余留芬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而“不能辜负村民对
我的信任”则是她反反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细细品味20多年来的故事，最大的感受是这个身
兼重任的村书记，既尽心尽力兑现对党和人民的承
诺，也竭尽所能实现自己内心的理想。崇山峻岭不仅
塑造了她坚毅的品格，也使她对突破贫困藩篱、实现
共同富裕有了更迫切的追求。

20多年来，她把对公共事务的热忱和个人价值的
追求结合起来，在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带领岩博村蹚出
了一条可歌可泣的发展之路。

岩博村通过采取“村企联建”的方式重新组建了村
党委，下设3个村组支部和1个企业支部，由党委来统
筹村企之间的关系，从而搭建起汇聚各方发展动能的
桥梁。

产业兴衰，关乎一个村子的未来走向，也包含了对一
个村子文化内涵、资源禀赋、村民生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的深刻认知。余留芬有胆有谋，将岩博酒业作为支柱产
业，以此带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一系列产业链的整
体发展，实现更多人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从创业之初，余留芬就深谙公平、平等、共享等发
展理念中所蕴含的长远动能，坚持创办岩博村民共有

的企业，让所有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从曾经的“一年种粮半年饱，有女不嫁岩博郎”，到如今的“农家楼

蓝瓦白墙，小轿车穿梭繁忙”，在余留芬的带领下，岩博村实现了从“贫
困落后的空壳村”到“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的华丽蝶变。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余留芬和她的岩博老乡还将收获更多精彩，创造更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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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

乌蒙深处担使命，拔掉穷根奔共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高晴

“你的酒叫什么酒？”
“岩博酒。”
“白酒？多少度？价格怎么样？”
“对，白酒。我们的价格就是要让

老百姓喝得起，定位是‘人民小酒’。”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期间参加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与基层
党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淤泥乡
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的对话。从那
时起，总书记对脱贫产业的关心与牵挂
便已穿越时空，深深印在余留芬心中。

翻阅新中国成立 75 年的历史长
卷，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无疑是其中波
澜壮阔的一页。2020 年底，9899 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
华民族史无前例地完成了整体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这段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无
数带领广大群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的
先进个人涌现出来。其中，在贵州西部
崇山峻岭之中，带领岩博村村民“众志
成城拔穷根”的余留芬，正是其中极具
代表性的一位。

2001 年第一条进村路修通，2002
年赎回 1480 亩岩博林场，2012 年扩建
酒厂……回望 20 余年峥嵘岁月，余留
芬和与她一同拼搏的岩博村民们，以不
屈不挠的精神向贫困宣战，让几代人遥
不可及的“致富梦”照进现实。如今，岩
博村集体资产达1.22亿元、村集体经济
积累达 1296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3.5 万元，从贫困潦倒到共同富裕
的蝶变成为真实景象。

8月中旬，当记者见到余留芬时，刚
做完腱鞘炎手术的她拇指仍缠着厚厚
绷带，但一提到岩博村，立马来了精神。

“我们走的是‘党建引领、村企合一、能人
带动、人才强村、股份合作、共同富裕’的
发展路子，才能在 2015 年实现全面脱
贫……”细细聆听，总觉得余留芬的说
话方式朴实却内涵丰富，声音不大但语
气坚定，不徐不疾间，将岩博村斗天斗
地斗贫困的历历往事，完整呈现出来。

从修好“第一条路”开始

1989年，20岁的余留芬嫁到了岩博
村。“下雨时要小心翼翼，生怕前一脚刚
踩进泥潭，后一脚还要踩进牲畜的粪
便。”余留芬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缓
缓地说，“岩博村地处乌蒙山脉腹地，海
拔1900余米。从前，路不通，电不到户，
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里当时有句顺
口溜‘家家住的老土房，出门就是猪粪
塘，一年种粮半年饱，有女莫嫁岩博郎’。”

2001 年，余留芬当选岩博村党支
部书记。当时一穷二白的岩博村村民
人均年收入不足 800 元，1/3 人口在温
饱线下挣扎。“村子必须改变，要拔掉

‘穷根’。”这是余留芬上任后下定的决
心，更是对岩博人的庄严承诺。

上任7天后，余留芬决定要干件大
事——修路。面对资金短缺的困境，她
毫不犹豫拿出 4 万元个人积蓄。“在一
次查看路基时，余书记不小心从山崖上
摔了下去，腰椎粉碎性骨折。就凭这股
执着劲，村里再没人质疑她了，我们下
定决心，就要跟着这位女书记干。”村民
肖权洋告诉记者。

就这样，历经 3 个多月苦干，一条
宽 4.5 米、长 3 公里的进村路通了。岩
博村交通闭塞的历史终于宣告结束，岩
博村的父老乡亲第一次“直接”和外部
世界连通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留芬决定从
赎回村里的林场入手，重新思考村里的
产业布局。

“哪来那么多钱”“赎回有什么用”
“林场不赚钱，咱们的钱可就打了水漂
了”……一波波质疑袭来，余留芬知道
想要做通村民工作赎回林场，就要先让
大家了解林场的价值。

2002 年初，她带着班子成员上山
一棵一棵清点林场树木，估算价值。“一
上午时间，只清点了 1/5 的林地，光林
木价值就远远超过了买林场的钱，大家
底气足了，赎回林场的心才齐了。”余留
芬回忆。

最终，岩博村村民集体筹资加借贷

补齐了 23 万元资金，赎回了林场。村
集体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了林场间伐手
续后，将木材出售给煤矿。这一年，岩
博村还清了债务，村集体账户里8万元
的净收入，标志着岩博村的发展终于翻
开了新的一页。

这也进一步坚定了余留芬的信
心。她开始一遍遍翻山越岭实地调研，
一步步找出岩博村“土地少、种植结构
单一”等贫困症结，提出“以基础设施为
先导、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多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的发展思路。随后几
年，余留芬又带着村民修建了247平方
米的村活动室和长达 28.1 公里的通组
公路，慢慢建起了养殖场、酒厂、砖厂。
岩博村的发展脉络随之清晰，并开始大
踏步奔向脱贫的目标。

“人民小酒”为人民

党的十八大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
坚的序幕。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对贵州发展给予全面、系
统的支持和部署。

“我知道，机会来了。看到国家对
贵州发展的政策支持，我坚信岩博村和
贵州未来的发展一样，无限广阔。”余
留芬深知，对农村而言，只有产业起来
了，村民的腰包才能鼓起来，才能吸引
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彻底拔掉村里
的“穷根”。

对于余留芬和岩博村而言，产业发
展上最关键的转折就出现在 2012 年。
随着国家对贵州白酒产业的政策扶持
力度不断加大，余留芬开始带领广大村
民扩建村里的岩博酒厂，并采取“招商
引资+集体入股+村民入股”的方式，成
立了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

“技术要跟上。”酒厂扩建后，土法
酿造肯定不行，余留芬首先从提高酿酒
技术着手。“小山村酿的酒要有专业的
人才，才能保证酒的品质。”幸运的是，余
留芬认识了白酒专家季克良和酿酒专
业博士黄永光，并得到了二人的技术指
导，研发出独特的“清酱香”白酒。

与此同时，余留芬着手拓展岩博酒
业产业链，鼓励群众种植高粱，并以高
于市场近一倍的价格收购。酒厂产出
大量酒糟，余留芬又推动养殖业发展，
创办了规范化的岩博特种养殖场，解决
村里的贫困户就业。

“现在家家户户条件都好了，酒厂
里很多人都买了汽车，这样的生活在十
几年前想都不敢想。”已经脱贫的顾凤
英一边喜滋滋地说着现在的幸福生活，
一边拿上车钥匙，出发去酒厂上班。

作为老员工，顾凤英动作熟练、麻
利，仅需15秒就能包装好一瓶酒。“以前
在煤矿工作，辛苦不说还有风险。现在
在酒厂，一个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顾
凤英说，她还打算让女儿回村工作。

据介绍，岩博酒厂扩建后，到 2013
年，岩博村集体经济超百万元，人均收
入超万元。2015年岩博村实现脱贫。

党的十九大后，岩博酒业出产的
“人民小酒”发展势头更加迅猛。“人民
小酒”销售收入从 2017 年的 9600 多万
元跃升到2018年的3.2亿元，2021年实
现了5.1亿元的突破。

如今，这瓶“人民小酒”不负“人民”
二字，确实让岩博村及附近村民过上了
好日子。目前，岩博酒厂已带动1000余
人就业，岩博村人均年收入达3.5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1296万元。

探索共富之路

在全国12.8万个脱贫村里，岩博村
为何让人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选对
了路子，建立起强大的产业，还因为始
终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搞企业，不是为了让少部分
人赚钱，而是要让所有的村民都富起
来，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这一
直是余留芬奋斗的目标。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余留芬提出通
过资金入股、土地经营权入股、技术入
股这几种形式让群众参与股份经营。
对缺资金、土地、技术的农户，村党委则
采取“集体抵押贷款、村民自愿认缴、企
业偿还本金、群众偿还利息”的方式，帮
助他们参与到发展中来。

为了扩大脱贫产业辐射范围，2016
年，余留芬又申请组建岩博村、苏座村、
鱼纳村和岩博生态公司联村党委。之
后协调特惠贷 1500 万元，以普惠股形
式让岩博、苏座、鱼纳三个村1012户村
民全部入股岩博酒业。

岩博村还在村办企业专门设置了
脱贫户就业岗，月平均工资达2300元；
针对5户缺乏劳动力的群众，村党委用
村集体资金为他们配送了“红色股份”。

在余留芬的带领下，村里涌现出一
批勇于探索、积极致富的先锋人物，袁
会英就是这众多佼佼者中的一位。

“余书记听完我创办养殖场的想法
之后很支持，与村‘两委’商量后，把养
殖场附近的空房无偿借给我使用三
年。”袁会英回忆说。现在，袁会英成了
村里的养鸡大户，年均收入约 30 万
元。她办起了兴农合作社，将自己的鸡
苗无偿送给有意愿的村民养殖，产蛋后
保底回收鸡蛋，帮助村民解决销路问
题。此外，她将自家养殖场中 20 多个
工作岗位优先提供给村里脱贫户，帮助
他们实现就业增收。

如今，这种“你帮我，我帮他”的互
助精神在村内薪火相传，形成了一股强
大的共富力量。

慢下来，才能行稳致远

如今，岩博村正飞速发展，村民的
生活日益改善，但余留芬却多想了一
步，在此时提出转变以往的“快节奏”，
要“慢下来”“稳下来”发展。

余留芬第一次想到“慢下来”是岩
博酒商标被抢注的时候。

“岩博‘人民小酒’火了以后，成了

很多人眼中的‘香饽饽’。那时候我们
的商标还没有注册下来，一些公司将岩

‘博’，改成了岩‘搏’以此来申请注册商
标，企图分一杯羹。”岩博酒业行政总监
谢金平在向记者介绍的时候话语中带
着几分无奈，“还有买家在仿冒商那里
买酒，交了保证金却迟迟收不到货，跑
来找我们要说法。”

面对村民质疑时，余留芬没有沮
丧；扩建酒厂资金链断裂时，余留芬没
有气馁。但谈起艰难的维权之路时，余
留芬红了眼眶。“‘人民小酒’就是我们
岩博村的‘孩子’，我必须要给村里人一
个交代。”余留芬说。虽然维权之路艰
难，但是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与坚持，岩
博“人民小酒”终于成功维护了自己的
品牌权益与形象。

“尽管这次维权胜利了，但我也明白
了不能只想着把‘盘子’做大，更要把地基
夯实。”余留芬反思，不只是酒厂，村里的
其他产业现在在项目开始前，都要做充
分的市场调研、评估和法律方面的准备。

“慢下来”“稳下来”不只体现在夯实
现有产业地基上，也体现在新产业布
局上。

“岩博村四面山大草深，以前是贫
困的根源，现在却是发展旅游业的好资
源。”余留芬告诉记者，今年春天有不少
游客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吸引。“放在
以前，我肯定马上把旅游公司开起来！”
余留芬笑着说，“但是现在就会考虑更
全面。比如先估算客流量建好公厕，
游客入住的民宿要舒服，餐饮要有地
方……”余留芬细细盘算着基础建设的
内容和工期。“只有游客体验好了，才能
真正把岩博村的旅游做起来。”她满怀
期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