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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之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裴逊琦

黄廷六家里的 4 个水桶和一根扁担
已经“闲置”了，但他却不舍得扔掉，他说
这是他以前吃水的“家伙”。

春暖花开的日子里，黄廷六夫妻俩
把刚清洗过的衣服晾晒到屋门前。“过去
别说洗衣服了，脸都不敢轻易洗。”活了
快70岁，黄廷六难以想象这水真的会“不
挑自来”。

就在一年前，黄廷六生活的重庆市
丰都县包鸾镇白果园村还为人畜饮水而
犯难。“每次往返 40 分钟挑水，晚上没水
了都得再去。”黄廷六庆幸不用再过那样
的日子了，他紧紧握着白果园村脱贫攻
坚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黄腾飞的手久久
不愿松开。

在通往白果园村2组的路口处，悬挂
着村民们自发制作的条幅：“感谢村‘两
委’、驻村工作队。”

位于海拔1760米的“源泉”

“2018年8月17日，20几个村民围着
我要水喝。”黄腾飞不会忘记，那是他到
白果园村驻村的第三天。

白果园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
高坡陡，地表水顺着石缝流进了地下暗
河。长期以来，这里村民吃水就靠接雨
水。“存下来的水里生了蛆虫也不足为
奇。吃水难，难于上青天。”82 岁的汪世
才在白果园生活了一辈子，也被水“困”
了一辈子。“现在好了，不但不用挑水吃，
水质也有了保障。”汪世才激动地拧开水
龙头给记者看，又立即关上了，因为他舍
不得浪费一滴水。

每个白果园人都知道如今水龙头里
流出的清澈的水有多么来之不易。

白果园村在国家武陵山区生物多
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内，想当初
饮水工程的实施需要经过多方协调。
为了解决白果园村 9 个组 320 户常住居
民的吃水问题，黄腾飞三番五次请镇党
委出面协调，把水利部门、林业部门也
跑了个遍。最终，经过反复论证，包鸾镇
党委和政府、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协商一致——在不
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找水源、引水、
修蓄水池。

找遍了白果园全村，都不见一处水
源。周云财是白果园村党支部书记，土
生土长的白果园人，他知道有“高山草
原”之称的轿子山一定有水源。于是，
2019年 10月，黄腾飞、周云财等 5人组成
的找水小分队出发了，一头扎进了人迹
罕至的深山里。一连 5 天，早出晚归，手
脚并用地在茂密的树林中艰难行进，每
天回到家都累得站不起来。

终于，第 5 天，在海拔 1760 米的麦
子坝，一股清泉涌动的声音让当场的 5
个大男人泪奔。“真的高兴极了，别提
有多高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腾
飞脸上依然掩饰不住喜悦，“过程肯定
艰辛，但那不要紧，只要能找到水源什
么都值得。”

这股“源泉”的“被找到”，的确让全
村人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年
事已高的汪世才没法到其他蓄水池去挑

水吃，而是“讨了个巧”，在自家屋檐下建
了个小池子，这样雨水顺着房檐流下来
便积累了起来。然而，问题也来了，水质
根本没法保障，尤其到了夏天，水里更是
生出了蛆虫。汪世才告诉记者，今天他
喝到的水是甜的，打心里甜。

铺就70公里到户给水管网

在白果园村随处走一走，你会发现
村里遍布着两样东西——共计70余公里
长的黑色橡胶水管和大大小小近百余个
蓄水池。

如此大规模的饮水工程资金哪里
来？黄腾飞积极与原单位县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帮扶单位重庆市长寿区菩提
街道，帮扶企业重庆望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红太阳电器等联系，争取到帮扶资
金共 158 万元，争取到水利项目资金 200
万元。

然而，资金缺口依然有，黄腾飞和周
云财等人又自发组成了“省钱小组”。钱
从哪里省出来？黄腾飞跑到水管厂一分
钱一分钱地谈，一分钱一分钱地算，“一
分钱也是钱，必须把成本压缩到最低。”
同时，他还提出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
原则，让老百姓共同参与建设、管理，号
召全体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有
限的资金办成了事关民生的大事。”虽然
过程中艰难，但是黄腾飞至今想起来都
很欣慰。

只听哗哗泉水流动，从海拔 1760 米
的源头通过黑色橡胶管流到一个个蓄水
池、再到一户户人家。黑色橡胶管像是
毛细血管一样布满全村 24.8 平方公里，
为白果园村送来了生机与活力。

管线怎么排布更合理，让每一户百
姓都受益？这还真难不倒黄腾飞和周云
财他们。自打到白果园村驻村的两年半
时间里，黄腾飞的汽车累计里程 10 万公
里。“不说一草一木都熟悉，挨家挨户不
知去了多少回。”黄腾飞把这个看作是驻
村工作的“基本功”。

考虑到水源在海拔 1700 多米的高
处，直接引到村里落差会比较大，于是黄
腾飞找到一个“平衡点”——海拔 1300
米，位于白果园村 5组的库容 500立方米
的土地槽承担着水源中转的作用，竣工

时间是2020年5月。
沿着水管一路寻去，500立方米的蓄

水池还有另外 6 个，1000 立方米的 2 个，
300立方米的5个，200立方米的3个。集
中式供水让除了地势比1300米海拔高的
3、8、9组以外的225户百姓真正受益。

“其余村民的吃水问题也通过分散
式供水的办法迎刃而解。”黄腾飞心里的
这块石头，在 2020 年底得以完全放下。
两年间，从每天肩挑背扛赶着去打水，到
如今家家户户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
卫生的水，白果园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然而黄腾飞并没有满足，不远处挖掘
机正在轰轰作业，他告诉记者，他在干一件
白果园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大事——在村
里建水库。这个占地15亩，蓄水量1.8万立
方米的水库已经初见雏形。

果然，让静谧的小村子“活起来”的
还是水。“白果园海拔 1000 米左右，非常
适合康养。”黄腾飞的心里又在盘算着一
盘大棋，“我们打算未来搞康养项目，水
除了是生活的必需品外，也是大山的灵
气所在。而且，山上顺势流下的水、众多
蓄水池里用不完的水都能汇集至此。”黄
腾飞希望白果园人世世代代都不要再为
水发愁。

坐享7%的产业收益分红

曾经，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白果园
里的贫困像日出日落一样恒定。在“挂”
在山上的农田里种些玉米、土豆和胡豆，
除去种子、肥料、人工等成本，几乎挣不
了几个钱。6 组村民杨治祥觉得种地没
有多大意思。

刚到白果园村，看到满目荒凉，黄腾
飞心里沉甸甸的，他不禁彷徨，村里产业
发展怎么定位，农民如何依靠村里的产
业发展脱贫致富？

黄腾飞利用在县经济合作局负责全
县招商引资的优势和原有人脉关系，多
渠道联系企业，推介白果园村。2018年，
他把四川巨能集团引进村，并成立了丰
都县洪轩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投资 1.5亿
元打造白果园村田园综合体，计划陆续
在村里流转3000亩土地种凤凰李。

锄草、整枝、疏果……杨治祥负责 6

组 320 亩凤凰李的管理工作，见到他时，
他正在凤凰李地里忙得不亦乐乎。“每个
月2000多元的工资哩。”杨治祥显然对这
份工作十分满意，“除此之外，松土、施肥
等工作让村民们都能参与进来，工钱 80
元一天，干一天挣一天钱！”

黄腾飞与村民协商，最终确定了以
户为单位流转土地：一是流转土地租金
每亩300元；二是土地租金每亩300元，但
挂果后按照每亩总产值 4%进行分红；三
是土地入股，每亩保底 300 元，按照总产
值7%分红。

“今年进入盛果期，一棵树结个二三
十斤不成问题，一亩地种 60 棵树。”对于
家里的 9 亩地，杨治祥盘算起今年的收
成。这样一来，今年 7 月凤凰李成熟后，
他将获得近1万元的分红收入。

“果树疏果是把特别稠密而不好的
果疏掉，如果枝条太密可以考虑整枝剪
掉。”杨治祥讲起果树管理技术来头头
是道。“公司请了专家培训技术员，技术
员再培训村民。”黄腾飞希望白果园村
人人都是技术员，“如果管理到位，凤凰
李的盛果期能长达 30 年，白果园必将
百果飘香。”

除此之外，黄腾飞还引进了丰都县
松源农业开发公司，成立盛康水果种植
合作社，在村里种植四季黄桃 200 亩；引
进丰都麻辣鸡协会共 15 家企业，发展高
山生态土鸡养殖。

随着各种农产品产量提升，黄腾飞
又开始为仓储做准备了：“气调库是冷链
体系储藏环节的重要硬件，传统的农产
品流通，中间环节多、信息不对称、交易
成本高、流通效率低，建气调库可以实现
从产地到市场的无缝对接。”黄腾飞计划
今年斥资4000万元启动建设库容量4000
吨的气调库。

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老百姓养殖和
种植积极性，将小散乱转变成集中化、
规模化，黄腾飞想办法专门制定了种养
业任务发布榜，达到一定规模就从办公
经费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切实增
加了乡亲们的收入。2020 年全村实现
了产业全覆盖，农户从农民逐步向产业
工人转型。

“这个山包包正在搭建5G信号塔。”
“这个山包包就是康养中心的位置

所在。”
“那个山包包将全部种上凤凰李。”
……
站在白果园村腹地，黄腾飞把了然

于心的白果园村基础设施规划图、产业
规划图一一对应在这绿水青山之中。

驻村这些年，黄腾飞的腰椎出了问
题，医生让他静卧一个月，可他只躺了七
天又开始工作；即将高考的孩子患上抑
郁症，他没有时间陪伴，家庭的重任都交
给了妻子。肉体上的痛苦，对家庭的愧
疚时不时让他心生倦意。但是黄腾飞
说，看着每天都在变好的村子，他还是舍
不得。他要看着亲手规划的蓝图在自己
手中实现，这是他的梦想。

初心如磐向未来。按照规划，白果
园村田园综合体再有 10 年就能建好，黄
腾飞说，那时的白果园村一定是百鸟争
鸣、百花争艳、百果飘香的世外桃源。

引来一眼泉 盘活整个村
——记重庆市丰都县白果园村第一书记黄腾飞

2018年11月，黄腾飞（左）腰椎管破裂，仍坚持到村民宋万兴家了解其生产生活情
况，讲解脱贫攻坚政策。 资料图

□□ 郑威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无论是在清晨泥泞的小路上，还是黄
昏的田地里；无论是收购一线，还是培训现
场，常常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田间地头、
农户家中、货场上都印刻着她扎根基层 32
年的坚实足迹。她把自己的青春、热情和
智慧奉献给了所热爱的事业。“赵国标”“工
作狂”，这些绰号和赞誉，都是留在烟农心
中良好的形象。她，就是云南省曲靖市罗
平县烟草专卖局生产科优秀共产党员、农
艺师赵杰。

走村进寨忙 艰苦条件勇克服

“戈背的山，戈背的水，吃水靠挑，交
通靠腿”，这是当时流传在罗平县城的顺
口溜，也是马街镇戈背山一带的真实写
照。1989 年，刚从曲靖农校烟草专业毕业
的赵杰，就分配到了这里，负责生产收购
管理工作。

“低矮的瓦房，一条泥巴路，想家的时候
就看看大山。”赵杰说，刚走出校门，在条件
异常艰苦的地方工作，困难无处不在。只有
默默地擦去眼泪，咬紧牙关，想方设法克服

一切困难。雨季的宿舍，外面下大雨，屋里
下小雨，她找来桶和盆接水，有时连锅碗都
得用上。没菜吃就自己开辟一块荒地种菜，
她努力克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1990年4月初的一个雨夜，赵杰深一脚
浅一脚去村民刘乔昌家宣传推广烤烟移栽
技术，刚进院门，小腿就被从院中窜出来的
大狗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刘乔昌将赵杰
扶进屋里，用食用白酒简单清洗后准备送
她回去，可赵杰硬是咬牙坚持把生产技术
要点讲解了一遍。刘乔昌被赵杰的真情所
感动，听得认真、学得仔细，后来成了村里
第一个严格落实生产技术标准的示范户。

为了让烟农掌握更先进适用的科技知
识，赵杰想尽一切办法，除了和技术员一起
入户宣传外，还利用空余时间将科技知识
归纳总结后用黑板报的形式向烟农宣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赵杰所负责的片
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2年，赵杰被评为“曲靖市烟草公司女职
工先进工作者”，1993年当选为罗平县第四
届政协委员。

质量记心间 苦干实干获点赞

1999 年，赵杰在罗平复烤厂负责质量

管理工作。她以厂为家，同事们只要看见
她，心里就有了主心骨。收购季节，没有了
节假日和周末，赵杰经常把白天做不完的
工作带回家晚上继续做，时间长了，同事们
都叫她“赵国标”“工作狂”。

“赵国标，请帮忙看看质量是否达标。”
“赵国标，请帮忙看看纯度是否达标。”赵杰
成了“最忙碌”的人，她的身影每天穿梭在
田间地头、货场上、分级房、复烤车间、晾包
房、成品库……

赵杰始终把质量作为第一标准，她常
说：“我收的是烟叶，只能依据质量标准确
定烟叶的质量。”那段时间，同事们编了顺
口溜：“赵国标、赵国标，手上拿着大剪刀，
开包只看质量好，合格比例就会高，要是质
量差，六亲不认就数她！”

赵杰在担任质检科长期间，苦干实干，
认真抓质量，多次得到表扬，为打造质量品
牌、树立质量信誉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
年和2002年，赵杰先后荣获“质量管理优秀
个人”“优秀质检员”荣誉称号。

用心做指导 千亩示范成绩显

2008 年，赵杰到罗平县罗雄镇法金甸
村蹲点，负责联系国际 1000 亩全等级出口

烟叶的生产示范项目工作。在田间地头，
赵杰拿着尺子量株行距，口袋里装着绳子
拉线理墒，在地里做着示范理墒打塘，无论
是烈日炎炎还是阴雨绵绵，她都在项目区
里忙碌着、奔跑着，帮助烟农解决一个又一
个难题。

为加快适用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赵杰
时常走到烟农中间，用烟农听得进、听得懂
的语言培训指导，让他们快速掌握新技
术。她跑遍每个村寨，为烟农培训技术 26
次，培训1500多人次。

每次培训后，赵杰都把电话号码留给
烟农，告诉他们只要遇到技术难题就打电
话找她。有的烟农电话里说不清楚问题，
她就直接去现场查看指导。她的手机中
保存着 400 多个烟农朋友的电话，并且注
明“后山村育苗户某某”“李家沟种植大户
某某”等这样的名字，以便及时指导和了
解情况。

当年年底，赵杰所负责的项目，得到
项目方的好评，为曲靖烟叶抢占国际市
场争得了一席之地，烟农也因此收获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如今，无论赵杰走到
哪村哪寨，村民们都把她当作亲人般请
进家中做客。

赵杰：三十二载守初心 田间地头担使命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濯桑
乡汉戈村第一书记文雪松，本来是个内敛
话不多的人，两年驻村扶贫，不仅成了网
红，而且还是一个爱蹭流量的带货网红。

2019年 5月，时任甘孜州巴塘县烟草
专卖局副局长的文雪松主动请缨，到邻县
理塘汉戈村担任第一书记。2020年底，文
雪松一张推介青稞饼干的照片吸引了网
友的目光——这位 1983 年出生、年仅 37
岁的驻村干部竟几乎满头白发。

“扶贫干部真是辛苦啊！”文雪松的一
头白发让不少网友心疼，也引起不少媒体
的关注。对于媒体的采访，文雪松一开始
是拒绝的。“每一个扶贫干部都为扶贫事
业付出了很多，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这
头白发获得这么多的关注和赞扬。”文雪
松说，但后来转念想，媒体报道对宣传汉
戈村是天大的好事，也就和前来采访的记
者们成了朋友。

今年 3 月，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回声嘹亮》节目现场，文雪松一上场，就
把村里开发的黑青稞曲奇饼干“推销”给
了主持人和嘉宾们。“乒坛女皇”邓亚萍现
场开吃，直夸“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满脑子就一个想法——让更多人知
道理塘有个汉戈村，村门口就是藏巴拉花
海，还有生态好吃的黑青稞饼干。”文雪松
说。在文雪松的卖力吆喝下，“汉戈花村”
牌黑青稞饼干一年时间就卖出了近 70万

元。有网友购买后反馈：“看了白发书记
的故事后，这个饼干值得购买。”

说起这青稞饼干的研发故事，驻村工
作队自嘲是一场“黑暗料理”试验。

时间回到2019年7月，这时文雪松刚
到村里两个月，首届甘孜州农博会在濯桑
乡召开。文雪松和驻村工作队到会上“取
经”，发现不少包装精美的加工农产品。

“我们也可以开发一款有特色的产品啊！”
受到启发的文雪松多方考察后，选中了青
稞饼干。原来，汉戈村全村 109 户，世代
种植青稞，却卖不出多少钱。

说干就干，驻村队买来烤箱开始了试
验。“不行，太硬了！”“不行，太甜了！”“不
行，黏度不够！”淘汰白砂糖，买来棉花糖
熬制混入，什么都试了一遍。“当时我们就
是一群小白鼠，试吃会就开了好几场。”文
雪松笑着回忆道。

后来，县里领导帮着出主意——不搞
小作坊，请拥有成熟技术的食品加工企业代
加工。“我们提供原料、制定标准。思路一清
晰，各项工作快速推动。”文雪松说，品牌名
字之所以最终定为“汉戈花村”，正是为了下
一步打造“藏巴拉花海第一村”做准备。

现在，“汉戈花村”饼干的口味和产
品线越来越丰富，原味、巧克力味，沙琪
玛、曲奇饼……不断有产品开发出来。
在县文旅部门的支持下，村里建起了装
修考究的民宿。“站在窗前，就能看到片
片花海……”文雪松说，大家伙儿都盼着
旅游旺季呢！

文雪松：红了村子白了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昊
见习记者 李道忠

“革命叔叔，你帮我们改良的马下了
20多个马娃子，都长得好得很！”在新疆和
硕县新塔热乡布茨恩查干村海马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院内，理事长山吉加甫上前
握着同村村民革命的手感激地说道。

2015年，熟谙养殖技术的革命动员 5
个村民合伙养殖牲畜，合作社很快建了
起来。几年来，革命一有空就来小院里
转一转，帮助社员们把土牛土马改良成
适合当地气候和水草条件的新品种。合
作社越来越红火，新产的一批小马驹个
个长势喜人。

村民居麦什·卡斯木家如今又盖起了
80 平方米的新房子，圈里也养着一大群
羊，一年的收入可达 3万元。想起自己刚
结婚分家时的窘迫，居麦什忍不住对革命
竖起大拇指。那时候，他家还住着土坯
房，吃穿都发愁。革命见他生活困难，就
把自家的牲畜交给他代管，并大方地分给

他四分之三的年利润。经常在外揽铲车
活儿干的革命还在各乡镇打听，帮居麦什
介绍零工活儿干。“我家圈里的羊，都是当
年给革命代管后赚的羊羔子又慢慢繁殖
出来的。”现在日子过好了，居麦什已把革
命当成了亲人。

有村民说，革命出资2万元把原来的土
路变成了砂石路；有村民说，村里的马背代
办服务队也是革命发起成立的；还有的村民
说，革命主动要求包联了村里的 5户贫困
户，结对帮扶了10户困难户……在村民你
一言我一语中，革命干过的好事数不清。

几十年坚持做好事，革命有自己朴素
的信念。革命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当
时全国上下都在学雷锋，所以，在父母和
其他长辈的熏陶下，他从小就立志要像雷
锋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为了自
励，2016 年，他入党后将原名嘎敏改成了
革命。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地
人也把他当成了学习的好榜样。“我在牧
区长大，知道牧民生活不容易，只要我还
能走得动路，就要帮一帮别人。”革命说。

革命：布茨恩查干村的“活雷锋”

苗银德（左三）与农业干部分析菌棒培育情况。 王德峰 摄

□□ 王德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越是阴天越需要掀棚增光”“洒水不
能过多，气温低了得适当减少水量”……在
河北省魏县院堡镇扶贫产业园区，打给56
岁的农民食用菌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苗银
德的求助电话一直不停。

苗银德接完电话，现场指导农户装
料、发菌、上架……五六处上千平方米的
食用菌料场上，数百名工人正在装袋、放
菌种、填菌料，一辆辆满载菌袋的电动车
驶向不同的大棚。另一边，已经开始采摘
蘑菇的大棚里，一筐筐上等的新鲜蘑菇，
装车准备运往北京、河北石家庄、河南郑
州、山东济南等地。

在苗银德的带领下，院堡镇食用菌园
区种植规模已经发展到 1300 亩，建设食
用菌大棚 1100 个，年产鲜菌菇 1 万吨，优
质菌种2500吨。带动贫困户386户，拉动
就业 1500余人。一个大棚带动一户净增
收 2万元以上，带动一个贫困劳动力年增
收1万元以上。

1964年 4月，苗银德出生于魏县院堡
镇中三中村。高中毕业后开始学习蘑菇
种植技术，他从自家院子里的三间棚舍起

步，经过探索实践，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成为乡亲们眼里的致富能手。

回想当初，苗银德怀揣东拼西凑来的
1200 元钱，骑自行车辗转几十公里，从临
漳县买回 2500 公斤菌种菌料，用自家的
房子改造成简易大棚，次年两茬平菇下
来，刨去成本，纯收入800多元。

他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建设了 12
个大棚，并带领乡邻投身蘑菇种植。村里
蘑菇棚从 12 个发展到 30 个、50 个……参
与农户越来越多，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效
益越来越稳定。

为提高技术，他远赴河北邢台、山东
济宁等地学习大棚育菌种技术，回来后从
镇卫生院借来高压锅培育原种、栽培种，
一步步带着周边农户发展蘑菇种植致
富。2008 年 8 月,他获得原劳动社会保障
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食用菌种
植最高等级技师证书。他的菌种栽培室
和蘑菇大棚园区先后成为河北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
技实验基地，苗银德也因此被当地群众称
为“蘑菇王”，为全县和国家食用菌产业发
展做出了贡献。先后荣获“邯郸市劳动模
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苗银德：蘑菇棚里天地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