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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欧甸丘、施钱贵

广袤的云贵高原上，脱贫攻坚正如火如荼。与贵州
农村大多数年轻人奋力走出大山相反，数万名 80 后、
90 后年轻扶贫干部一头扎进大山深处的贫困山村，成
为当地脱贫攻坚的领路人、贫困群众的“主心骨”，与农
村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记者近期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采访了解到，众
多年轻的驻村扶贫干部成为贫困山村里最活跃的元
素。他们扎根深山，甘心奉献，把满腔热情奉献给农村
的每一寸土地，让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这片
热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全面小康生活越来越近。

改变自己：从怕讲话到会讲“群众话”

要改变贫困，先改变自己。石阡县共选派了近两千
名干部长期驻村扶贫，与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很多都经历了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到会讲“群众
话”、会吃“群众饭”、会做群众工作的历程，年轻扶贫干
部们的自身升华成为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基础。

尽管家距离所驻村仅半小时车程，但石阡县工业
和商务局派驻枫香乡黄金山村的第一书记樊正敏每周
只回家一次，而且时间不超过一天，其余时间都工作在
村里、吃住在贫困户家里。

“只能抓紧早上七点前和晚上八点以后的‘黄金时
间’走访老百姓，其他时间他们都上坡干活去了。”有了
两年半驻村工作经验的樊正敏说：“不这样扎根在村
里，不和他们吃住在一起，就没法和群众真正搞成一条
心，睡在家里也睡不踏实。”

从机关到乡镇，扎下根来，才能把“两条心”变成
“一条心”。还有的干部则是放弃相对优越的县城工作，
主动回到农村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收入从每月四千多降到了现在的两千多，工作时
间从原来的每天八小时左右延长到现在的十几个小

时，工作内容从单纯的导游，变成了现在繁琐、复杂的
群众工作。”坪山乡大坪村监委会主任左艳去年辞去了
在县城从事的导游工作，如今成为了村里唯一的大学
生村干部。“再多付出都值得，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
贫困发生率 20% 以上，不能让家乡总戴着深度贫困村
的帽子。”左艳说。

缺少群众工作经验的年轻扶贫干部们在做中学、
在学中成长。“做三年村干部，抵得上读三年大学。”中
坝街道大湾村党支部副书记罗忠俊说：“以前最怕开群
众会，开口怕遭骂，开口了说错话更怕遭骂。第一次开
群众会发言，我是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但现在不用
看稿子，连续讲两个小时没问题。”

扶贫干部们的付出，群众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
两年前，中坝街道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莫若
被委派到大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次去群众家里
走访，我还没开口，群众先当着我的面骂了村干部半个
多小时。后来帮村里修好了路，搞好了自来水，群众开
始认可我们。今年 6 月，我爸过世，出殡那天，30 多户
村民自发来帮忙端盘子、砍柴烧火、摆桌子。”莫若感动
地说。

改变农民：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充满活力、积极有为
的驻村干部们身体力行，帮助农民发展产业，学习技
能，大大增强了农民脱贫致富的信心，更激发了他们的
内生动力。

站在大湾村村口，可以看到陡峭的大山上漫山遍
野都是新植的枣树，一米多高的枣树上正挂满拇指大
小、即将成熟的酥脆枣。两年前，大湾村党支部副书记
罗忠俊带着村民去外省考察，结合本地土壤和气候条
件选定了酥脆枣作为脱贫产业。

62 岁的大湾村村民邹黔平指着枣子基地说：“这
座山上种过杜仲，种过柚子，种过药材，但十几年来就

没有成功过，村民都失去了希望，但现在枣子成功
了，增强了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

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信心十足地选择回乡工
作。五德镇桃子园村贫困户黎国权结束了多年在外
打工的生涯，去年开始跟着驻村第一书记游龙学习
养兔技术，如今成为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养兔技
术员。“喂料、防疫、打针的技术都掌握了，每个月的
工资共有 2600 元，还能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强
过在外面打工。”黎国权说。

驻村扶贫干部们的引导大大激发了群众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坪山乡大坪村贫困户左直海近日住
进了驻村干部帮忙新修的三间砖房，还特意规划了
一个猪圈，准备马上养猪。然而，数月前，50 多岁的
左直海还住在祖辈八代人曾居住过的木房子里，对
劳动致富提不起兴趣。

“不断跟他讲，政策不养懒人，都要勤劳致富。驻
村干部轮番到他家做思想工作不下 20 次，直到几个
月前他才坚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左艳说：“村里帮他
争取了危房改造资金，他自己投工投劳，一个月就把
房子建好了。他还主动要求养几头猪，争取尽快脱
贫。”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扶贫干部可能有一
天会撤离，但帮贫困户培育起来的内生动力将永远
伴随他们，这是最强大的脱贫致富推动力。”大沙坝
乡组织委员、邵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安繁华说。

改变农村：从贫困“天堑”到致富坦途

要想富，先修路。在石山林立、沟壑纵横的石阡，
基础设施欠账大和产业发展缓慢两大短板曾是横亘
在贫困群众与致富之门之间的“天堑”，如今农村公
路四通八达，扶贫产业随处可见，每条路、每个产业
都凝聚着驻村干部们的心血。

左艳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她从村里去乡里读

书，背着十多斤重的油、米去学校，走山路要走六小
时，现在六点五米宽的柏油路已经修好，到学校车程
仅半小时。莫若依旧记得第一次进村帮扶的景象。“第
一次进村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摩托车是抬着
进的村。那时村里没有一条硬化路，现在水泥路几乎
修到每家每户的家门口，出门鞋不粘泥。”他说。

2014 年以来，石阡县投入 140 多亿元，修建各类
道路 3500 多公里，硬化路通到每个自然村。现在正投
入 3 亿多元，建设人饮安全工程，确保家家户户打开
水龙头就有水喝。确保巨额投资安全、顺利、有效落实
到每条路、每个水利设施上，凝聚着扶贫干部们一丝
不苟的作风、费尽心血的付出。“为了把项目落实到位，
哭过、累过、苦过，但就是没有放弃过。”大沙坝乡付家
坪村党支部书记邓真霞说。

铜仁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必须下
大力气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才能让脱贫攻坚成果
惠及全体老百姓，才能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
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硬仗。”

每个村随处可见的成片产业是石阡农村的另一
道风景，尤其是由驻村干部们领导的集体经济所发展
的产业正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在枫香乡黄
金山村，两米多高的牧草沿着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
山脚下的牧草加工厂每年 7 月开工，一直运行到 11
月份牧草加工结束。

“石阡有 280 多家养牛场，但饲草大多要从外省
‘进口’，进货价高达 720 元/吨；我们自己搞牧草加工，
售价 650 元/吨，价格优势明显，利润可观。去年，牧草
加工厂纯赚 13 . 6 万元，给全村贫困群众分红 5 万元。”
樊正敏说，下一步要继续扩大牧草种植规模，带领全
村从草里“淘金”。

“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扶贫产业搭起了通往富裕
生活的桥梁，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村的绿水青山正
在变成‘金山银山’。”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石
阡县委副书记邓诗微说。

“三年村干部 ，一世农村情”
“改变自己改变农民改变农村”——— 记贵州石阡农村扶贫干部

60 多岁的贫困户张孝庭，今年养了 4 头猪、30 多
只羊，这在有水沟村开创了“历史”。因为在以前，村里
还没有几户人家敢养这么多的牲口。

“有水沟没水吃，水从沟底走，人在山上愁”。“有
水”的村名，浓缩着几代人吃不上水的辛酸。有水沟村
位于鄂西北地区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村子坐落在一
片石头山上，土层薄，蓄不住水。村中只有一条小水沟，
是几百年来村民的重要水源。

靠天喝水，靠天吃饭。有水沟村家家户户都有两三
个大水缸，建房要到五六里路外去拉水。但是遇到干旱
少雨的季节，村民只能下到沟底挑水。“水很不干净，人
畜都喝。”村支书谢守福说起来直摇头。

有水沟村也一直在想办法，2006 年，有水沟村从邻

村牵来管线，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但是由于取水点位
置低、水压不足，自来水也常常不能自来甚至断水。加上
管线破损，2011 年以后，村里又回到了缺水的困境。

有水沟村是国家级贫困县郧西县的一个典型贫困
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40% 以上。自全国推进精准扶贫
以来，有水沟村迎来了驻村精准扶贫工作队，村庄也开
始发生了变化。去年，郧西县启动饮用水安全工程，在
县水利局等帮扶单位支持下，有水沟村管线改造启动。
总投资大约 100 万元，管线铺设 1 万多米，还建了一个
90 立方米的过滤净化池和 4 个蓄水减压池。
去年年底，有水沟，终于有了水！
“过去想搞的产业，没有水，啥也搞不成。”谢守福

说，经过鼓励支持，68 岁的曹树忠养了 8 头牛、3 只

羊，村民张友波从云南打工回到家乡准备种茶。“茶
叶、苍术、桑蚕、核桃等产业都已规划落地，村里即将
实现家家有产业，人人有事干。”

“有了水，有水沟，活了！”有水沟村第一书记李
仁喜说，有了灌溉基础条件，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和贫
困户土地入股方式，连片开垦茶叶基地 250 亩，购回
优质茶叶良种和制茶机械，组建了茶叶合作社。

“以前，都不好意思请客人喝水。下次再来，就能
喝到我们自己的茶了。”谢守福张罗着给大家倒水，
他高兴地说，“村里有了水，马上还要再修路。只要大
伙儿肯干，有水沟说不定还能富得流油，过两年，你
们一定要再来看看有水沟村的新面貌。”

(记者李伟)据新华社武汉电

鄂西北有水沟村：有了水，就活了

新华社昆明 9 月 17 日电
(记者王海霞)在横断山脉的大
山里，隐秘着如世外桃源般的
民族村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
启别村就位于这片几乎被人遗
忘的人间仙境中。

近年来，塔城镇利用该区
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元、
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以休闲
娱乐为主的“农家乐”“民宿”
“手工艺品销售”等旅游项目，
昔日贫穷落后的民族村落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塔城镇启别村党总支书记
和庆刚介绍，启别村位于金沙
江支流腊普河下游，周边自然
资源丰富，滇金丝猴国家公园、
“植物活化石”千年银杏树、其
宗神泉以及以原始森林和珍稀
动植物为主的哈达谷，每年都
会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在塔城镇，藏族、汉族、傈
僳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一
起生活，和谐共处。其中，能讲
多种民族语言的纳西族支系玛
丽玛萨人在全球仅有 2000 多
人。启别村位于塔城镇东面，村
内居住着以纳西族为主的 6 个
民族。

塔城镇文化站站长和金华
介绍，这里独特的人文资源吸
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穿梭于古
村落之间，在大山深处的密林
里体验民族古老习俗与文化。

借着乡村游的东风，启别
村的年轻党员、纳西族小伙和
建忠，去年与六户村民一起开
办旅游服务公司，提供民宿、
餐饮和旅游定制服务，年收入
50 万元左右。让游客在深山里
重走茶马古道，在烧烤、露营、
采菌、稻田抓鱼和欣赏满天繁
星的同时，还能观看民俗表
演。

“公司现在与镇上的三个
村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游客
分别可以欣赏到玛丽玛萨人的
祈福仪式、藏式康巴服饰制作
和藏族热巴舞。我们每次都会
支付 2000 元左右的费用，民族
‘老’传统也成了致富‘新’路子。”
和建忠说。

和庆刚介绍，现在村子里的旅游服务公司一共
有六七家，共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达 200 多人次，每人
每月能有 3000 元左右的稳定收入，他们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业致富。此外，村民还可以通过开展刺绣、银
器等民族传统工艺品制作体验服务来增收。“有一
次，一名游客一次就买了 6000 元的银饰。”和庆刚
说。

漫步在启别村，不时还能遇到金发碧眼的外
国游客，他们流连于这片洗净风尘的山水之间，惊
叹于独特的民俗文化。“我接待过来自新加坡、日
本、芬兰和美国的游客，100 人左右。”和建忠笑
道。

“现在塔城镇各类旅游设施都在逐步完善，不愁
没有游客，下一步我打算以‘公司+产业+农户+田园
农庄’的模式，依托微信等平台，开发更具优势的乡村
游消费产品，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和建忠豪
气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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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 20 年酒的武广智今年把酒戒了。“前后院的日
子都越过越红火，谁瞅着不眼红，哪还有心思闷头喝酒。”
武广智是辽宁省本溪市南甸镇马城村人，马城村是水库
移民村，以前却被叫“红脸村”。不管是响晴的中午还是干
完活的傍晚，乡间路上经常能碰见喝得脸通红的人。

“村民好喝酒，但那时候喝的是闷酒。”村主任孟宪
余说，马城村 1994 年因观音阁水库建设动迁到此，交
通闭塞，仅有一条七弯八拐的路通往村外；田地少，人
均 1 亩 3 分地，大多还是“不打粮食”的山坡地。

村里的老人说，马城村穷了这么多年，也难怪喝闷酒。
今年 5 月，在中直单位工作的杨松涛来到马城村

担任扶贫第一书记。下村第一天，杨松涛就和村两委、
部分党员一起走访群众，他也察觉到了村子里喝闷酒
的问题。“闷就是看不见发展，找不到希望。”更别提还
有“软弱涣散村”“空壳村”“贫困村”三顶帽子压在头
上。杨松涛认准了一个理，既然群众中存在脱贫致富士

气不足的问题，村两委就要先打个样。“摘掉‘软弱涣散
村’的帽子！”

马城村支部把党的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每次支部
学习的夜晚，村部灯火通明，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互相交流乡村振兴和脱贫致富的好点子。不见了
以往喝酒红着脸的、打瞌睡的，有的党员刚下地回来，
放下农具靠在窗边也听得有滋有味。

7 月，杨书记在县里开会带回来一个好消息，马城
村头上 3 年多“软弱涣散村”的帽子，正式摘掉了。

摘了一顶，杨松涛又开始琢磨“空壳村”“贫困村”
的帽子怎么摘。马城地处水库旁，空气湿润，通风条件
好，适合木耳种植。点子有了，杨松涛又开始查询相关
扶贫政策，为项目募集资金，县移民管理局帮扶的三个
种植大棚，一个晾晒大棚建设起来，以扶贫价格谈下来
的约 4 万棒木耳菌棒也开始培育。

8 月 12日，第一批木耳收获了。采摘下来的秋木耳

质量好，产量高，收获 4000 斤，获利 20 余万元。村会
计刘红说：“十多年了，村里账上第一次有了收入。”

木耳种植大棚，为村里提供了近 30 个就业岗
位，村民农闲的时候打工不用出村。扔掉酒瓶子的武
广智现在就在木耳大棚当技术员，每个月比以前多
收入 1500 元。

马城山水相依，风景如画，几家冒尖户联合搞起
了农家乐旅游项目，一个月营业额近 7000 元，吸引了
一批想要加盟的农户……酒越喝越少，脱贫致富的
热情和想法活泛起来。“红脸村”现在变成了红火村。

水库旁，苍龙山下。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光伏板闪
着光辉，投资 185 万元的硬化路面正在铺设，马城村
的新变化正慢慢展现出来。“明年我们的绿色农业基
地还将扩建，生态旅游的合作也在洽谈中，贫困村的
帽子迟早要摘掉！”杨松涛说。

(记者黄璐)据新华社沈阳 9 月 17 日电

这是绕巴村高原
生态鹅养殖基地（ 9 月
16 日摄）。

从 2017 年 4 月开
始，西藏昌都市八宿县
拉根乡绕巴村驻村工作
队利用扶贫贷款等资
金，依托拉根乡绿优农
业专业合作社，在绕巴
村兴建了生态鹅养殖基
地，为村民拓宽致富路。

目前，生态鹅养殖基地
出产的鹅和鹅蛋受到市
场欢迎，村里的贫困户
直接受益。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生态鹅养殖

助村民脱贫

辽宁本溪：“红脸村”变身红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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