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蔡波涛

陇东高原，天寒地冻。
清晨，甘肃省镇原县李园子村在鸡鸣犬吠中

醒来，山坳里红砖灰顶白墙的扶贫安居房上升起
袅袅炊烟。

“受冷空气影响，全县将迎来大风雨雪天气，
预计降温 6 到 8 摄氏度。”由于腰椎遇寒疼痛，李
园子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马仲生早早就
醒了。

变天的消息让他立刻紧张起来，李园子村地
处山区，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平均海拔 1633米，
年平均气温只有9℃，遇到雨雪天气，这里民房畜
圈经常受灾，农田道路损毁，给村民生产生活造
成影响损失。

“这场风雪来得猛，必须抢在大雪封山前入
户排查，确保村民平安温暖过冬。”眼瞅着雪花漫
天洒落，马仲生心急如焚，立即召集村“两委”成
员部署工作，开始与风雪赛跑。

屋暖畜旺心才安

从村部到村民赵有兰家近 9 公里的路，沟
壑纵横、弯急坡陡，马仲生已经不记得走了多
少趟。

58 岁的赵有兰一家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丈夫路世夺身患疾病无法从事重活，儿子瘫痪
在床常年需要人照顾，两个孙子孙女在县城上
高中。3 孔破窑洞、1 口储水窖、25 亩薄田几乎
成了全部家当，沉重的负担和贫穷的枷锁曾让
她陷入绝望。

“马书记，雪这么大，你咋还来！”赵有兰拉紧
马仲生的手往家走。

窑外冰天雪地，窑内温暖如春。赵有兰
的新家，低矮的土墙被厚实的砖墙替代，黄土
窑面变成了红砖面，4 间大瓦房坐落在院子东
西两侧，2 座 3 米高的粮食垛堆满了玉米，畜
圈里不时传来牛羊的叫声，一派丰收幸福的
景象。

2018 年 10 月，马仲生从审计署兰州特派办
到村子上任，就带上米面油看望赵有兰一家，
了解现实困难，讲解扶贫政策。得知她有勤劳
致富的意愿后，就积极为其争取扶贫贷款，引
导开展家庭养殖种植，并帮助申请将她丈夫和
儿子纳入特困供养，孙子孙女享受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的政策，多管齐下帮她减轻负担，增加
收入。

赵有兰跟马仲生念叨：“今年养牛、养羊、种
玉米，加上补贴，一年能有10万块！”

看到屋暖畜安，马仲生来不及暖和下身子，
掉转头扎进了风雪里。

差点没完成的“扶贫梦”

李园子村人都记得，2018年 10月，马仲生从
审计署兰州特派办刚刚到村里上任时，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226户 851人，贫困面达 62.9％，是
县里唯一深度贫困乡——殷家城乡贫困面最广、
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村子。

“这道理，那道理，让百姓腰包鼓起来才是硬道
理！”上任不久，马仲生就协调落实产业帮扶资金35
万元，建设村合作社羊场，带动84个贫困户在合作社
参与就业和分红，像城里人一样在家门口拿工资。

在他的多方协调下，审计署兰州特派办先后
投入资金打出改造动力电、维修水毁道路、发展
特色农作物、改善人居环境、安装净水设备等精
准脱贫“组合拳”，让全村贫困面降到4.96%。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一次意外险些让他
的“扶贫梦”破灭。

2020 年 4 月，在一次入户走访时，他乘坐的
摩托车翻入水沟，腰部被撞，胳膊和腿多处受伤。

由于处在脱贫攻坚紧要关头，他拖着伤腿，
连续 13 天入户走访，盯着村民房子、水电、养殖
的事一件件去落实，直到 6 月底端午节放假，回
到兰州检查时才发现：马仲生的腰椎间盘已经碎
成5块，恢复不好，有瘫痪的风险。

经过 4 个小时手术，碎骨取出，马仲生的腰
椎却多了2块钢板和4颗钢钉。

打着绷带的马仲生赶回村，赵有兰看他脸色蜡
黄，炖了一只乌鸡送过去，兜里却被硬塞下150元钱。

深夜赶路30多公里

告别赵有兰一家，马仲生为了节省时间，1个
面包、3根火腿肠和1瓶矿泉水全当午饭，直奔张
金钰、尹向成和其他3户村民家。

张金钰因供养2个儿子上大学致贫，养羊和从
事村公益性岗位让生活有了很大起色。马仲生走
进羊圈，看防寒保暖、问饲料存量、查疾病防控，得
知已做好牲畜过冬准备，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尹向成靠养羊和种万寿菊刚脱贫，马仲生惦
记他能否在寒冬前搬进新家。入户一看，红砖窑
面、崭新门窗让窑洞干净亮堂、暖意融融。“日子
现在好得很！”两人坐在炕沿聊起明年打算，期许
新生活如炉火一样红彤彤的。

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气温降到零下 9℃。
6 户村民、7 个小时、30 多公里山路、9 个实际困
难……马仲生结束了一天工作。走出最后一户
村民家，一股寒气袭来，马仲生的腰疼得更厉害
了，赶忙拿出护腰扎上，裹紧大衣，匆匆消失在返
回村委会的雪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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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马剑敏 阳望春 本报记者 张振中

1月20日，大寒。但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
治县长安营镇大寨村，当地水稻种植大户吴权
军和贫困户们却倍感温暖。春节将至，他们用
当地老种子种出来的香禾贡米电商销售火爆，
远在南京的唐先生一次性订购了 3000斤送给
亲朋好友作为“年货”，15 元/斤的好价格让贫
困户获得了高收益。

久困于贫，冀以小康。作为全国五个单列
苗族自治县和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因
经济发展落后，城步上世纪 80 年代被国务院
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县，2014 年，精准扶贫的
大幕开启后，城步当时贫困发生率还高达
25.7%。面对任务艰巨的脱贫攻坚战，城步按
照“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五年全面建成小
康城步”的工作思路，向贫困宣战，精准发力，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截至 2020 年 12 月，87 个
贫困村全部实现出列，47274 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一村一品”实现“一品一优”

“哩啰啰哩啰，好比和煦春风过山坡……”
2020年9月，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白岩山村
的3000多亩果园里，苗家姑娘三五成群忙着采
摘苗香梨，兴致来时唱起苗歌，悠扬的歌声时
而高亢如云，时而婉转如莺。歌声里，唱出的
是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礼赞。

苗香梨走红，是城步脱贫攻坚以来坚持立
足县域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结出
的硕果。城步把产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大力
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扶贫，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3.5亿元，将苗香梨、猕猴桃、青钱柳、油茶等作
为特色农业扶贫项目重点发展。

“苗香梨让我脱了贫，修了房，还买了小汽
车！”儒林镇塔溪村的饶家良，靠着发展产业，脱
了贫，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这些
年来，在村里宏发苗香梨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
他种了30多亩苗香梨，一年收入可达8万元到
10万元。平常，他在合作社做事，一年工资也有
3万多元。两项加起来，收入相当可观。

同样在去年 9月，长安营镇大寨村的香禾
贡米喜迎丰收。“亩产稻谷虽然只有 500斤，但
好米卖好价，香禾贡米每斤卖到了 15 元的好
价格；而且这米香得很，楼下煮饭米香扑鼻，连

楼上四五层楼邻居都能闻得到。香禾贡米又
香又‘特’，这多亏特色产业扶贫项目，让我们
将特色做足了。”香禾贡米种植大户吴权军
说。香禾贡米是当地世代种植的一种水稻，吴
权军看中了老稻种的价值，通过流转土地，成
立了玖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香禾贡米为主
打产业，目前已推广种植 320多亩，年产值 180
万元，带动42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即使到了寒冬，因为有了保鲜存量1000吨
的大型冷库的支撑，蒋坊乡延季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的一些特色果蔬错季销售不用
愁。“我的心愿就是把合作社的产业搞得有声
有色，让全村、全镇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务
工，带领更多的脱贫户依托产业发展巩固脱贫
成果。”作为“全国优秀农民工”获得者、蒋坊乡
延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小树情真
言切。

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建成3000多亩延季
蔬菜种植基地、1500 亩高山猕猴桃种植基地，
成为城步最大的农业合作社之一，蒋坊乡 623
户贫困群众共计 2417 人全部加入了合作社。
通过技术帮扶等措施，贫困户增收变得更稳
健、更快捷，为了让贫困户掌握新技术，获得好
收成，杨小树每月至少组织 2次以上技能知识

培训，从水、肥、土、种、光、药、气、温到采摘、保
鲜等，都手把手毫无保留地传授。在杨小树的
带动下，蒋坊乡及附近乡村原本荒凉的田土、
山地变得热闹起来，一年四季处处呈现出村民
们忙活的身影和丰收的景象。

如今，长安营、龙塘、塔溪、金兴、和平、三
江……这些苗乡的村村寨寨，“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逐步实现了“一品一优”。截至目前，城步
高山蔬菜种植面积达 41.9万亩，创建了 6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苗香梨、猕猴桃、青钱
柳、油茶、三红蜜柚等特色种植项目种植面积
达1.5万亩。

“一步之城”变成“天下城步”

“在湖南城步县，有一种鸡叫战斗鸡，白天
在树林当中奔跑觅食，晚上就飞到树上去了，
这个鸡很厉害，肉非常香；当地还有一种梨，非
常香甜，叫苗香梨，味道非常不错……”

2019 年 3 月 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举行记者会，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回答中外
记者提问时，对城步战斗鸡、苗香梨赞誉有
加。战斗鸡、苗香梨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大
出风头的同时，也乘着城步电商的强劲东风，
走出了苗乡。

城步“战斗鸡”其实就是当地村民养的土
鸡、乌骨鸡，白天在树林中奔跑觅食，吃的是虫
子、野菜，晚上飞到树上栖息，鸡肉口感鲜美，
营养价值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战斗鸡”成
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利器。在城步，养殖土
鸡、乌骨鸡的农户增加到4.5万户。

“前不久，长沙一家大学一次性订购了近
200只战斗鸡。”随着春节日益临近，儒林镇新
枧水村林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子阳
越发忙碌起来，喂食、捡蛋、杀鸡、打包、冰冻、
邮寄……“春节前后，抓住一些单位开展消费
扶贫、利用乌骨鸡已进入扶贫 832平台销售的
契机，我们预计能销售乌骨鸡 3000 只以上。”
有了电商平台，熊子阳对战斗鸡的销售信心
满怀。

农特产品卖得火爆，这是城步近年来在定
点扶贫单位商务部的支持下、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结出的硕果。

随着这些扶贫主导产业逐渐进入收获期，
如何把农特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让苗乡
贫困群众的收入稳步增长，成为长效脱贫的关
键。城步充分利用商务部定点扶贫契机，把消
费扶贫作为有效途径，积极推动电子商务与传
统产业对接，2016 年至 2019 年，城步连续 4 年
在全省电商扶贫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并成功创
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20年9月12日，直播带货红人薇娅来到
城步，在淘宝直播间举办的城步扶贫专场直播
活动“引爆”网络，成交金额超过1063万元。

去年，城步电商交易额突破5.5亿元，累计
带动创业就业 1.5万人，带动脱贫 3500人。电
商时代，城步凭借互联网，从“一步之城”变成

“天下城步”，越来越多的优质农特产品正在电
商的助力下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我这里的青瓜，都是卖到香港去的！”
2020 年 8 月下旬，在长安营镇长安营村，种植
大户刘基强指着即将发货的满车青瓜，满脸的
自信和自豪。这位昔日家里穷得叮当响的苗
家汉子，到外地学习，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种植
辣椒、青瓜、西红柿等高山蔬菜，成立合作社，
并且将这些蔬菜成功销往香港、澳门等地，带
动村里10多户贫困群众一起脱贫致富。

如今，打赢攻坚战后的城步正在全面推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产业兴、乡
村美、百姓富的美丽画卷正在苗乡延展。

□□ 申鸿皓 本报记者 王帅杰

“你看，新建的 7个大棚内，电路、台架、喷淋
等设施一应俱全，有了这样的‘新房子’，让俺的

‘香菇宝宝’享受到了‘拎包入住’的待遇，美哩
很！”1月17日，河南省社旗县唐庄乡官营村文超
家庭农场的 20余座香菇种植大棚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十多位村民有说有笑，或采摘新鲜香菇，或
填充香菇袋料，正干得热火冲天；农场主贺文超
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写满自信，“俺一定要带领大
家伙儿甩开膀子加油干，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开
鲜花、结硕果。”

去年 10 月，社旗县委宣传部驻官营村工
作队帮助文超家庭农场申请到了 15 万元的扶
持项目，在农场周边新流转 6 亩土地，拟建 10
座香菇大棚扩大生产。可到了 11 月大棚开建
时，满心欢喜的贺文超却犯了难：光建大棚，

但棚内菌床等设施都还得自己筹钱添置，这
相当于买了套毛坯房，不装修、没家具，还是
住不成……

“农场以前的十多个棚都是靠滚动发展
逐步扩大的，流转土地每年每亩 1000 块，新棚
上菌料至少又得四五万袋，没钱，咋整？”看
到贺文超的难处，工作队主动出击，通过和
有 关 部 门 沟 通 协 商 后 ，在 政 策 允 许 的 前 提
下，将原来拟建 10 个“空”棚的计划变更为 7
个“实”棚，抽出的资金用于完善棚内设施；一
个月后，设施齐全的新大棚建好了，贺文超的
后顾之忧解决了，信心和劲头更足了。“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过罢年新香菇菌棒就能直接
进棚。”

早些年，贺文超没有这样的劲头儿。因家有
3个孩子上学，父母年迈多病，处处需要钱，生活
捉襟见肘。按照政策，2014 年，他家被确定为贫

困户。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更因为“头上扣顶贫
困帽子嫌丢人”，他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可几年下
来，家里没照顾上不说，也没有攒下几个子儿，日
子依然紧巴巴。

“光打工挣死钱不是个办法，我要自己当老
板挣活钱！”2017年，思量再三的他结束了务工生
活，带着从外地“偷艺”学来的香菇种植技术回乡
创业，开始发展香菇种植。

任何事要想干成，都不会一帆风顺。贺文超
的香菇事业也遇过磕磕绊绊。创业之初，他的 3
座香菇大棚就曾两次被暴风雨摧毁，损失惨重。
然而，他并没有被吓到，“开弓没有回头箭，棚毁
了，我再建！”在村里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
向亲朋好友借钱，利用扶贫小额贷款，索性将大
棚搬到了村头地里，建起简易铁皮房，抱着铺盖
扎下根，没多久就恢复了生产；第二年，香菇大棚
扩展到7个……

就这样，短短三四年间，他坚持边生产边发
展，所有盈利基本上都用来扩大产业规模，愣是
从一开始的四五棚，扩大到 20余棚，并注册成立
文超香菇家庭农场，所产香菇除稳定销往社旗城
乡大小超市外，部分通过烘干后还经固定客商卖
到专业香菇市场。随着收入越来越高，小日子开
始滋润起来，他家也从贫困户，变成了创业先锋
和致富标兵。

随着农场规模逐渐扩大，用工需求越来越
大，贺文超把目光瞄准了村里的贫困群众，只要
是能干得动活儿的，不分男女老少，他都尽可能
把挣钱岗位留给困难群体。目前，农场日均用工
10多人。

冬日午后，暖阳和煦，棚前的空地上，贺文超
和乡亲们一起分拣、装箱……在贺文超心里，他
真心想和村里的老少爷儿们一起讲“菇事”、发

“菇财”，共同致富奔小康。

近日，山东省微山县昭阳街道渐口西村扶贫大棚内绿意盎
然，一颗颗色泽艳丽、丰硕饱满的草莓经过分拣，将被销往周边
地区各大超市。为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加大脱贫攻坚力度，近
年来，渐口西村积极实施蔬菜大棚扶贫项目，目前建设温室大棚
15个，占地 50余亩，惠及贫困人口 38户 85人，预计总收益 20余
万元。村里通过发展大棚产业，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也让村
里的贫困户稳定增收。

图为村民在扶贫大棚内采摘草莓。刘志尚 刘敬胜 文/图

决胜贫困筑小康
——湖南城步县通过电商进村带动农产品销售

图为五团镇金树社区贫困群众在采摘搬运百香果。 严钦龙 摄

安徽界首魏窑村驻村工作队
脚上有泥土 心中有百姓

“住建局驻俺村工作队员个个都是好样的，5 年多来，他们
经常入户访民情，关心贫困户，工作脚踏实地。”这是田营镇魏
窑村村干部对安徽省界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村工作队给
予的评价。

2016年，经上级研究组织批准，界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
魏窑村派驻了驻村工作队。工作队在李伟的带领下，到村第一
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精细调研，确立扶贫工作思路。一段时
间后，他们就把村里的基础设施情况、生产生活情况等摸得一清
二楚。针对致贫原因，工作队精准施策，仅用一年多时间，魏窑
村就实现了贫困村整体出列。

工作队在村里开展“三节两季一生”帮扶、慰问活动，为
每家贫困户送去被子、凳子、茶瓶等，还不间断地给予政策性
扶持。驻村帮扶 5 年多来，他们为村里建立 60 千瓦光伏发电
站一座，争取投资、捐赠 53 万元，建设文化休闲小广场 2 座，
修建混凝土道路 6 条，打井 14 口。市住建局还出资为村里新
建村室、修建下水管道，新建冷库烘干车间、家庭农场、扶贫
车间等。

去年 9月底，全村 1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都摆脱贫困，走
上了致富的大道。驻村工作队全体人员没有因此松懈，一如
既往，为已脱贫户达到稳定脱贫、做好巩固提升工作继续担当
奉献。 谢树立

江西瑞昌红旗村
扶贫小作坊 富了村与民

连日来，江西瑞昌横立山乡冬季的清晨寒气逼人，而红旗村
扶贫车间油豆腐作坊里却热气腾腾。村民们将刚下线的油豆腐
打包分装好，及时送到城区商超、酒店等客户手中。

红旗村有着制作加工油豆腐的悠久历史，所产油豆腐风味
独特、品质上乘，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誉。为进一步拓宽集
体经济收入来源，经过前期调研，该村充分挖掘这一优势，协调
各方资源，按照现代化食品加工作坊标准，投资兴建红旗村扶贫
车间油豆腐作坊。

通过开拓销售市场、提升产品质量、规范科学管理，如今，在
扶贫干部的帮扶下，油豆腐作坊能够为村集体带来近20万元收
入，并带动村民、贫困户在作坊里务工，提高收入。

“我们把豆腐坊承包出去，仅这一项我们集体经济就增
加十几万元。目前市场情况非常好，日产量达 600 斤以上。”
红旗村扶贫专干王友刚说，截至目前，扶贫小作坊已经吸纳 9
名村民就业，其中包括 3 名贫困人口，他们月均收入达 3000
元左右。

张道国 熊昱康

贺文超的致富“菇”事

马仲生：风雪中的赛跑

王关录：
“牛司令”带领大家一起“牛”

一路颠簸，来到陕西勉县武侯镇沮水村五组邵家山脚下，只
见满山的翠绿，一群黄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青草，放牛人王关
录嘴里哼着小调，“今天是个好日子……”优哉游哉地穿梭在牛
群中。

眼前的这一幕，如果是放在七八年前，王关录可是做梦都不
敢想的。时光回转到2013年，王关录家中6口人，两个上学的娃
娃、两位老人，一家人主要收入靠他打零工勉强度日，这一年，他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扶贫工作队走访中得知，这里牧草资
源丰富，很适合发展养牛业。可摆在王关录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便是缺乏资金。在得知王关录的困难后，村主任和帮扶干部马
上想到了县上扶贫产业小额信贷，很快，王关录获批免息贷款3
万元。

王关录拿着这笔钱，修缮了圈舍，先后购买了4头黄牛。他
把这些牛当成宝贝一样来精心饲养，每天一大早，他就把这些牛
牵到坡草地上吃草，还把牛栏打扫得干干净净……在他的精心
照顾下，一头又一头的小牛顺利产下，王关录很开心，照顾得更
加细心了，当年净赚1.4万元。

王关录是个有心人，在养牛过程中，他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养
牛经。不到3年时间，他家的养殖规模发展到22头，成了远近闻
名的“牛司令”。2016年他家摘下贫困户的帽子，2019年王关录
被武侯镇党委表彰为脱贫致富创业带头人。现在，养牛的基本
防疫和日常疾病，他都可以处理。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有 26 户
养殖大户发“牛财”，每家养殖3头至8头不等。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国家扶贫政策和帮扶干部帮了
我。”王关录说，人要懂得感恩，他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把周边的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养殖，把养牛产业做大做强
做“牛”。 本报记者 肖力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