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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紫 李传君 李鹏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乌蒙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域之一，脱贫
攻坚任务极为繁重，曾经有3句话形容这
里：进山的路真险，困难群众真苦，移风
易俗真难。脱贫攻坚以来，凉山州干部
群众以脱贫有多难就有多拼的干劲儿，
全力攻坚，修路架桥、易地搬迁、通水通
电、打工赚钱。凭着“山高没有志气高，
崖深没有功夫深，只要苦干实干，再高的
山也挡不住脱贫的路”的精神，凉山州的
社会面貌正在发生巨变。

凉山州地处横断山脉核心区，绝大多
数贫困村处在海拔较高的高寒山区，自然
条件极差，易地搬迁便成为脱贫的重要手
段。采访过程中，记者目睹了易地扶贫搬
迁进行时里的人与事，看到了当地农村、

农民及党员干部的新风貌。

村民变居民 巾帼撑起“半
边天”

彝族有句谚语，“火塘在，妈妈在，家
就在”。8 月底，在凉山州昭觉县沐恩邸
社区的彝绣培训班教室内，绣娘古比金
牛正飞针走线，十指翻飞间，一朵彝族特
有的太阳图腾出现在她手中的白袜上。

28 岁的古比金牛原先住在哈甘乡，
由于家庭贫困，她读到初三就辍学了。
如今搬迁到沐恩邸社区，古比金牛积极
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在昭觉县妇联组织
的对社区彝绣绣娘的培训中，古比金牛
表现突出。她还被选送到西昌参加培
训，回到社区后，古比金牛积极鼓励社区
妇女参与到彝绣中来，自食其力。

“我从小就喜欢刺绣，现在每天在社

区和姐妹们刺绣，可以守好家，照顾好我
的娃，还能增加些经济收入。”古比金牛
的眉宇间流露着喜悦。在她的动员下，
沐恩邸社区的绣娘从最初的 50 多人发
展到 113 人。昭觉县妇联和社区干部注
意到这个勤劳善良的姑娘，让古比金牛
担任沐恩邸社区的妇联副主席和绣娘管
理员。

每到绣娘提交订单的日子，古比金
牛就会早早来到工坊，等待其他来交货
的绣娘，并仔细检查每一件成品。“我们
社区的绣品不能出现一点儿问题，否则
砸我们彝绣的牌子啊。”她对记者说。

据古比金牛介绍，她一天可以绣 8
双袜子，一双 21 元，一天下来就可以赚
160 多元。再加上每个月 600 元的绣娘
管 理 员 工 资 ，一 个 月 下 来 她 可 以 赚
4000-5000元。 （下转第二版）

四川凉山行系列报道之二

大山深处挪穷窝

□□ 本报记者 李传君 王紫 李鹏

巍巍大凉山，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
除了高山之间一些平坝条件稍好外，其
余地方大多一方水土无法养活一方人。
脱贫攻坚以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生活
在高寒地带的彝族老乡搬到山下靠近平
坝、河谷以及城镇的地方。但搬迁之后
如何持续增收是个新问题。

大凉山地区，原本绿色农业资源丰
富多样，是全国农产品优势区、发展绿色
特色农业的最适宜区。搬迁之后的彝族
老乡，要脱贫致富奔小康，还得依靠产业
发展。唯有产业方能将他们“扶上马、送
一程”，唯有产业才能让他们“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可喜的是，2016年来，凉山州已发展
种养大户超 10 万户、合作社 9026 个、家
庭农场 7687 个，各类经营主体对农户的

带 动 面 达 75% 以 上 ，已 脱 贫 人 口 中
51.58%依靠发展产业实现脱贫；一系列
特色农产品驰名全国，凉山广种薄收、缺
吃少穿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能人带动，挖掘资源优势，
撬动产业潜力

出普格县城往西一直盘山而上，约7
公里的路程开车却需 40 余分钟，这里便
是文平乡麻凼村 6 组。村民全都搬迁至
山下，山上的土地和山林被吉布次哈流
转，种植中药材和魔芋。

吉布次哈是花山乡建设村人，原先
从事建筑行业，现在专心搞农业。“人搬
走了，土地不能荒着，继续让土地‘生
金’，大家也能增加一份收入。”他说，政
府补贴的 100 余万元国家补贴资金全部
量化给 60 余户贫困户，预计明年起就可
以分红。

除了土地租金和股权分红外，当地
村民还可在合作社务工。今年，吉布次
哈预计将支出务工工资70余万元。充分
利用易地搬迁腾出来的土地发展产业，
在很多乡镇都做得很好。特补乡甲甲沟
村 286 户村民搬迁至坝子上的新村聚居
点，原来的2900余亩地全部种上了花椒。

“以前只有姑娘嫁出去，没有姑娘嫁
进来；而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就有 18 个
姑娘嫁了进来！”提起喜德县光明镇阿吼
村的变化，第一书记王小兵颇有感触，

“产业发展了，大家的日子好过了，2015
年我们人均收入才 1500 元，去年达到了
8979元，今年将突破1万元。”

穿过崭新的彝家村寨，宽阔的水泥路
直通产业基地。王小兵带领村集体建起
279亩产业园，种植羌活、百合等药材及雪
桃、青刺果等经济作物，并建起200余平方
米的羊圈，养殖优质绵羊。（下转第四版）

四川凉山行系列报道之三

产业绘就新希望

本报讯 9月12日，二十国集团（G20）农
业和水利部长会议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部
长韩长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今年以来采取超常规
举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影
响，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秋粮长势总体良
好，全年丰收在望。

韩长赋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世界粮食贸易链供应链受到冲击，
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农业生产大国和重要
引领力量，应携手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和农业
稳定。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共同提升全球
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种子、农药、化肥和农机等支援力度，推广应
用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发展节水农业，帮助提高粮食产能。二是共
同加强全球农业投资贸易合作。取消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出口限制，畅通国际物流。增
加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支持粮农组
织、粮食计划署等发挥积极作用，稳定全球
粮食供应链。三是共同推动减少粮食损失
浪费。加强节粮减损政策协调，研发推广相
关技术、标准及设施设备，减少粮食收获、储
存、运输、加工等环节损耗。倡导“节粮”“惜
粮”风气，减少餐桌上的食物浪费。

本次会议是继今年4月21日二十国集团

农业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会议后，农业领
域召开的第二次部长级视频会议，凸显了风
险挑战面前稳住农业的重要性。会议由今年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环境、水利与农业大
臣法第利主持。二十国集团成员和特邀国农
业、水利部长，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
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围绕新
冠肺炎疫情应对、农业投资贸易合作、粮食减
损和减少浪费，以及水资源管理等展开讨论。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农业农村
部总农艺师广德福、总经济师魏百刚出席会
议，外交部、水利部派出代表与会。

龙新

二十国集团农业和水利部长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杰）记者日前从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河北省正积极探
索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新路径，通过启动
高标准农田区域耕地质量监测及经济技
术分析等 5 项措施不断推进耕地质量保
护提升，引导耕地质量提升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有机结合，全方位支撑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

为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发
展，河北省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开展
了高标准农田区域耕地质量监测及经济
指标技术分析。通过专业调查研究，明
确高标准农田在农田生产能力、粮食产
能、耕地地力变更、水资源利用及生态循
环等方面的实施效果。

组织开展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技术模

式集成研究。河北省与河北农业大学
合作，通过调研、试验示范、土壤监测等
多种形式，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栽培形
式的高标准农田区以及轮作休耕区耕
地质量现状，分析主要障碍因素，因地
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耕地质量保护提
升技术模式研究，为耕地质量提升工作
提供依据。

河北扎实推进耕地质量提升

本报讯（记者 邓俐）近日，由重庆市农业
农村委员会牵头，宝能物流集团与重庆市供销
合作总社、14个区县政府及一批企业在线上线
下同步集中签约，在渝共建一批生鲜农产品
产地仓项目，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痛点”。

在本次签约中，涪陵、江津、永川、南
川、潼南、荣昌 6 个区县代表在主会场，万
州、黔江、开州、武隆、奉节、巫山、石柱、酉
阳 8 个区县代表在分会场，采取“线上+线
下”方式同步进行。按照签约内容，宝能物
流集团将通过与大型农产品生产基地、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物流企业、政府主管

部门合作，在渝布局 20-30 个生鲜农产品
产地仓。

“重庆山地农业呈现小规模、多品种、高
质量等特点，需要利用平台实现与市场的有
效对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借助生鲜农产品产地仓，可以有效
解决农产品初加工及运输等方面遇到的难
题，在保证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打通“最前
一公里”，帮助农产品更高效地融入大市场。

宝能物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其打造的生鲜农产品产地仓项目，以网络
化、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等方式，将供应

链前置到农产品产地，从源头确保产品品
质，缩短产地收储时间，对产品进行一站式
服务，包括溯源、预冷、分级拣选、初级加
工、包装、存储，最后通过冷链运输进入城
市中心仓完成线上或线下销售。同时，以
品牌化提升附加值，赋能农产品产销对接，
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就业。

据悉，宝能物流此前已在渝布局城市中
心仓，一期项目于今年4月10日正式运营，
位于寸滩保税港区，租赁面积约 8000平方
米；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位于渝北区木耳镇，
占地超过300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

重庆批量建设生鲜农产品产地仓

新华社哈尔滨9月13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近日在
黑龙江实地督导秋粮生产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毫不放
松抓好秋收等秋季农业生产工作，努力实
现全年农业丰收目标任务，为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

胡春华先后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北大荒
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等地，实地察看秋
粮生产、黑土地保护等进展，深入了解灾害
天气影响和农业科技服务等情况。

胡春华指出，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
的 7 成以上，必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紧
抓好，确保秋粮全部丰收到手。要全面落
实抗灾夺丰收措施，因地制宜抓好农业灾
后生产恢复，最大限度降低台风、旱涝对秋
粮生产的影响。要做好秋收各项准备，组

织收获机具、仓储烘干设备及时开展作业，
确保颗粒归仓。要加强气象为农服务，提
早落实早霜、寒露风等防范措施，确保适期
收获。要扎实推进保护性耕作，探索完善
耕作制度和技术模式，切实把东北黑土地
保护好利用好。要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
复，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
任务。

胡春华还赴佳木斯市同江市、抚远市
考察了边境经济合作情况。

胡春华在黑龙江实地督导秋粮生产工作
毫不放松抓好秋收等秋季农业生产工作，努力实现全年农业丰收目标任务，为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 陈毛应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从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到贵州省
普安县屯上村，相距近 2000 公里，中间
不知隔着多少山山水水，坐车、乘机，颠
来倒去，光路上就得七八个小时。最近
两年，57岁的黄杜村党支部书记盛阿伟
与他的伙伴们一出门就是这样的“万里
长路”。

2018 年 4 月 9 日，黄杜村 20 名党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种白
茶致富的情况，并提出捐赠1500万株白
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不久后，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增强
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
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浙江虽早已全省脱贫、走上了共同
富裕的小康之路，但20多年来主动担当，
承担着大量跨省对口帮扶的重任。这次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后，小小白茶苗很快
牵动了全省的神经。从育苗、送苗到基
地选址，再到种植、管理、加工、营销，相
关单位、相关人员齐心协力、全程帮扶，
演奏了一首“白茶扶贫”的动人协奏曲。

包送——吃水不忘挖井人

很多人问起为何要捐茶苗，盛阿伟
总是情不自禁陷入回忆：“因为我们太
清楚贫穷的滋味了……”

30年前的黄杜村，穷得叮当响。宋
昌美刚刚嫁到村里时，夫家买不起鱼，
只好用木头刻了一条放进餐盆，算个大
菜，图个彩头。

改变山村命运的，正是白茶。1995
年，溪龙乡决定建设千亩白茶基地。然
而应者寥寥，任凭乡干部跑断腿、说破
嘴，老百姓仍无动于衷。

“农民没钱买茶苗，乡政府就给补
贴；农民不懂技术，便从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请来专家手把
手教。只要来参加培训，农民每人每天
还有十块钱的补贴。”时任溪龙乡乡长
叶海珍回忆。

渐渐地，农民从不愿种到抢着种。
到 2002 年底，黄杜村的白茶面积达到
5200亩，人均收入从1997年的不足1000
元一下子增加到了7000多元。

如今，走进黄杜村，家家盖起大别
墅、户户开上小轿车，很多人还在城里
添洋房。全村有 325 户种白茶，只需忙
碌一个月，就能换来一年九成的收入。
宋昌美现已是溪龙乡女子茶叶合作社
的理事长，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们
能富起来，就是党和政府帮扶的结果。”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
恩。于是，便有了 2018 年春茶季后，村
里 20 名党员自发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的故事。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很快有
了回音。盛阿伟立即召集党员干部开
会，商量如何落实指示。

“大家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感到压
力。有人担心，捐茶苗好是好，但谁来
管、谁来卖？这些问题不解决，万一种
不活，或者将来茶叶卖不出去，岂不好
心办成坏事？”这给盛阿伟敲响了警钟。

每年夏天，是黄杜村人最潇洒的时
候。因为种茶赚了钱，很多人会借着农
闲机会外出旅游。但这个夏天，许多人
都取消了旅游计划，家家户户争抢育苗
任务，忙得不亦乐乎。73岁的盛阿林不
顾酷暑，也自告奋勇来插苗；叶兢君夫
妻俩天天泡在地里，一双儿女还因此中
了暑；村民黄梅蕾恨不得从早到晚盯在
田头，比照顾家人还细心。

所有人都挑最壮实的茶苗扦插入
土，小心伺候着，丝毫不敢马虎。到6月
底，1500 万株白茶苗全部扦插完毕，作
为备用，村里又专门多种了300万株。

白茶虽好，却也娇贵，对气候、土

壤、朝向等均有较高要求。因此，黄杜
村一边发动村民育苗，另一边会同有关
部门深入贫困地区选点。一组五六个
人，通常单个县就得跑好几天。

贫困村大多位于深山老林，从一个
点到另一个点，常得经过数百公里的长
途跋涉。为了节省时间，大家多在深夜
转场，日头刚出，便又马不停蹄上山勘
察。几次，盛阿伟都是全程参与，如同

“嫁女儿”一般，总是带着挑剔眼光，生
怕有半点差池。

杨学其和盛志勇是村里的种茶能
手，这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基地建设“督
工”，要求不达标准不验收、验收不过不
发苗。两个多月里，两位师傅忙得不可
开交，往往是这村还没验收完，又得赶
到那边现场。

旅途奔波倒也作罢，最不习惯的是
吃饭。浙江人偏爱甜食，但“婆家”个个
喜欢吃辣。没办法，两位老师傅常常只
能靠泡面果腹。待所有基地验收完毕，
两人又黑又瘦。一称体重，一个瘦了11
斤，另一个瘦了17斤。

2018 年 7 月 4 日，捐赠茶苗签约仪
式在京举行。1500 万株白茶苗终于找
齐了“婆家”，决定落户湖南省古丈县，
四川省青川县，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
的34个贫困村。5217亩全部种上后，预
计将带动 1862 户 5839 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

包活——万般辛苦甘如饴

尽管白茶在安吉基础扎实，但对贫
困地区而言，这是个新产业、新品种。如
何开垄？怎么修路？苗距多少？管理、
加工又怎么弄？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
绝不是送完茶苗，就能万事大吉。这时，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以下简称

“中茶所”）主动站了出来，挑起诸多培训
和指导的重担。 （下转第八版）

浙江“白茶扶贫”背后故事

近日，山东沂水因为提倡彩礼费1万元
以内的新闻登上热搜。据当地政府回应，倡

议内容符合当地实际，且未要求强制执行。
彩礼并非新话题，但每每出现都会引发

讨论。作为婚姻文化的传统礼俗，彩礼的多
少本是双方根据各自家庭经济情况来协商确
定，政府不应强制介入。但是当前在一些地
方，农村传统婚姻习俗却变了味，彩礼动辄十
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攀比之风盛行，让农民背
上了沉重的负担，日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
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沂水等一些地方政府
推行婚俗改革，其倡导改变落后风气和陋
习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移风易俗
并非易事，除了政府的倡导，还应发挥社会
舆论的引导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提高农村青年人的文化素质，倡导
婚恋新风尚，改变落后的婚姻习俗，让天价
彩礼失去生存的土壤。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该不该倡导“万元彩礼”？
卢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