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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3 日电(记者
段敏夫、顾煜)“李妈妈我算出来啦！”“我也
做完啦！”“我也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
县喀拉库提村“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
驻村工作队的一间会议室里，做完算术题
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起手。

孩子们口中的“李妈妈”叫李玉英，是
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的一名驻村干部，留
着齐肩短发，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丝巾，温
婉优雅，工作队的这间会议室也有一个温
暖的名字———“李妈妈课堂”。

今年年初，带着乡村情怀来到喀拉库
提村参加驻村工作的李玉英在入户走访时
发现，村民家里几乎都没有课桌，孩子们只
能趴在床上写作业，村里三年级的孩子算
100 以内的加减法甚至还要掰半天手指，
这让李玉英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是工作队队员，同时也是个母亲，
这种学习环境对孩子们的习惯养成、学习
成绩甚至视力都有很大影响，既然我来到
这里，就希望可以做点什么。”李玉英向记
者诉说起开办“李妈妈课堂”时的初衷。

今年 5 月，“李妈妈课堂”正式开课，每
周末下午 5 点到 7 点，“李妈妈”从算数和
阅读开始，进行滚动教学，一步步给孩子们
打基础。后来，李玉英又在课堂融入书法、
剪纸、绘画等，课堂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孩
子们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半年多来，“李妈
妈课堂”已经开班 60 余期，参与的孩子人
数超过 1800 人次。

米尔则提·吐尔逊原本是个内向的孩
子，“李妈妈课堂”开课初期，缺乏自信让他
无法融入课堂上的学习、互动，经常跟家里

说去参加“李妈妈课堂”，却偷偷跑出去
一个人玩耍。李玉英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于是，每逢周末开课，李玉英就提前
到米尔则提·吐尔逊的家里和他聊天沟
通，拉近距离，“手拉手”地把他领进“李
妈妈课堂”。

除了辅导学习，李玉英格外注重通
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引导孩子们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从早睡早起、讲究卫
生，到规则意识、尊师重教，在李玉英看
来，良好习惯的养成是引导孩子们走上

健康成长道路的第一步。
半年多来的辛苦付出，换来的是孩子

们越来越开阔的眼界、日渐养成的自信和
逐步提升的学习成绩。走在乡间小路上，
经常会有突然冒出来的孩子一头扎进李
玉英的怀里，没有过多的言语，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一声“李妈妈”，就是孩子们对李
玉英的感情最真挚的表达。“驻村近一年，
让我更加确信可以为乡村留下什么，应该
为乡村做些什么。”目送背着书包离开“李
妈妈课堂”的孩子们，李玉英信心满满。

“李妈妈课堂”：托起贫困村的希望

贫困户迎来

新居新生活

▲ 11 月 7 日，高理荃（左）夫妻俩在新居厨房里。福建省闽清县白中镇攸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高理荃今年 74 岁，儿子中年早逝，儿媳妇留下孙子远嫁，女儿长期患病不能自理，家住的土坯房
又在台风中倒塌，一家人的生活陷入贫困。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精准扶贫，积极扶持他家的农业
生产。今年，高理荃家稻谷丰收，一家人搬进新居，开始了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走进河北新河县西流乡白杨林村大队
部，墙上“驻村帮扶结真情，无私奉献为百
姓”“心系群众办实事，扶贫帮困暖人心”
“为村里修桥铺路，替群众排忧解难”三个
锦旗格外醒目。“走访的村民都念驻村工作
队的好。”带队验收该村脱贫退出工作的邢
台市扶贫办田鹏说。

带着问题访真贫

着力民生增福祉

“一想起当地村民哽咽表达的感谢和
希望，我们就没理由不千方百计为群众解
难题”。邢台市建设局、气象局驻白杨林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志军说。

今年 3 月，工作队进驻白杨林村，迅即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访民情听民意，把民
生项目作为突破口。陈志军介绍，针对村三
条主街道两侧坑坑洼洼、积水难排等人居
环境方面的短板，工作队首先自筹资金 10
万元，并争取配套资金，硬化拓宽街道，并
在两侧种植 70 棵龙爪槐；统筹上级支持和
村集体资金 20 万元，打一眼 500 米的深水
井，彻底解决村民“吃水难”；发挥优势，精
准服务，圆了 8 户贫困户的安居梦；协调改

造村南西沙河上的危桥，根治困扰村民的
交通问题，使得水利和收割机械过桥，266
亩旱地变成了良田……一个个民心工程落
地，提升了广大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老
党员李根会还编了快板在街头传唱。

带着感情扶真贫

聚焦富民育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
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工作队一
方面谋划事关“两不愁三保障”的民生项
目，一方面坚持扶贫从输血转向造血，探索
培育脱贫致富的产业。

白杨林村有多年养羊的历史传统，工
作队调研提出了“依托自身资源，调整产业
结构，开展特色养殖”的发展思路，引导贫

困户发展肉羊养殖业，拓宽增收渠道。住在
村口的贫困户张西成感受颇深，“俺和老伴
在工作队鼓励下，今年养了 29 只羊，加上
政府各项贴补，年底肯定能脱贫。”

此外，工作队通过融合各类资金、联合
其他单位等方式，落实扶贫资金。在县扶贫
办指导下，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与河北途盟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达成入股分红协议，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培训上岗后还可以挣工资。

常言道，“群众心里有杆秤”。帮扶成
效，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党员李卫
中说，工作队来后，村里大变样，乡亲们提
振了精气神，村干部也挺起了腰杆。

带着责任脱真贫

建好支部强堡垒

“等靠要”等精神层面的贫困是最根

本的贫困，脱真贫、真脱贫必须坚持扶
贫先扶志，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
力，拔掉思想观念上的“穷根”。这就要
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锻造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
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进而转化为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优势。

白杨林村一度民风不好，近年来县
乡两级党委出重拳整治，白杨林村由乱
到治。陈志军与村党支部书记李国信这
两个当过兵的汉子，都认为要进一步建
强党支部，以更好地促进脱贫攻坚，培育
文明乡风。工作队自筹资金购买音响设
备，组建广场舞队伍，完善党员活动室、
便民服务中心等功能，增强了党支部的
向心力。

针对少数贫困户“等低保、靠扶持、
要救济”的依赖思想及强调“家里很困

难”“我脱不了贫”等怕脱贫、不愿脱贫的现
象，工作队积极开展讲形势、讲政策、讲问
题、讲先进、讲要求的“五讲”活动，让贫困
户成为扶贫政策的明白人，既打消“脱了贫
就少了扶持”“脱了贫享受不了政策”的思
想顾虑，又对标脱贫致富典型，“照照镜子、
红红脸蛋”，从内心深处打消“等靠要”的念
头。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陈志军还以上率
下，号召工作队和村干部主动当好指导员、
技术员、调解员、服务员、宣传员、信息员等
“六大员”，推动脱贫攻坚落实落细，“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越级”。陈志军说，创新帮扶
形式，切实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也是市县组织部门
对党建扶贫的要求。

对这支工作队，西流乡乡长贾建强高度
评价，“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帮助解决了乡村
两级组织由于各种原因没解决到位的难
题。”多家媒体也对工作队事迹进行了报道。

对此，陈志军没有“贪功”，他认为工作
实效得益于三个没想到：“没想到县委县政
府这么重视脱贫攻坚，没想到乡党委政府
抓得这么紧，没想到村‘两委’能打硬仗。”

(汪鹏)

建强党支部，帮出好日子
河北新河县西流乡白杨林村调研记

海拔 1700 米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脚
下的九资河镇，古称鸠兹国。这个“千年古
镇”曾经因中药材而闻名世界，也曾在发展
中走入歧路而陷入贫困。在历经曲折之后，
九资河镇重新回到“中药材”这一老祖宗留
下的产业上，并加盖市场的沃土。一棵棵中
药材草苗茁壮成长，成为带领贫困农民脱
贫致富的“大树”，为山区乡镇开辟了一条
生态发展的新路。

贫困山乡“掉头转向”

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群山起伏、松
林似海，十分适宜种植中药材。据记载，这
里拥有上千年的茯苓种植历史。随着市场
经济浪潮涌入，靠山吃山、砍伐林木、裂山
采矿一度成为这个山区乡镇老百姓最为简
单有效的致富路径。

然而，这条粗放的发展之路并没有让
村民从而走上富裕之路。九资河人只有掉
头转向，重新扛起“天麻第一镇”“中国茯苓
之乡”的招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九资
河人开始种植茯苓。如今，在九资河镇，几
乎家家户户都种药材。药材种植已成为九
资河镇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市场活土”厚植“千年产业”

分散的中药种植，虽然解决了各家各

户的温饱问题，但并没有取得最大的利益。
九资河人慢慢发现，当地是中药材生产大
区，但不是药材经营销售强区。

九资河镇党委政府主动找到方永贵、
侯跃进等种植大户，鼓励他们大胆开拓，进
行市场化运作。

湖北正光九资河药业有限公司原是九
资河镇办茯苓加工厂。如今，公司已成为大
别山地区乡镇唯一以道地药材为主的农林
产业化龙头企业。早在几年前，正光公司就
积极发动更多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加入进
来，并无偿向贫困户提供产业发展的菌种、
技术培训和服务，由贫困户负责种植，公司
统一保底收购，实现贫困户与企业结对联
业、共同发展。

78 岁的叶焕忠因病致贫。去年，在儿
子的支持下，投资近 2 万元购买天麻籽和
原木材等，并从正光药业公司免费得到了
500 元的天麻菌种。“种植了天麻、茯苓各 1
亩，预计今年可以收入 10 多万元。”叶焕忠
说。

从正光药业等规模经营模式中尝到了
甜头，九资河镇更加主动着力培育壮大民
营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鼓励种养大户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形成经济实力雄厚、发展潜力广
阔、带动力强的市场主体体系。如今，通过
药材种植和加工，九资河镇在扶贫路上走
出了一条“独特”的致富路。

千年种药模式踏上“生态新路”

然而，没过几年，九资河人又走到了
一个“瓶颈”。茯苓、天麻等木本药材的种
植需要砍伐大量的木材做菌柴，对生态
环境破坏极大。随着面积增加，药材种植
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

千年木本药材种植终将走向终结，
必须另寻他路。方永贵最早吃上这只“螃
蟹”，改种草本药材。2016 年，方永贵成
立了罗田县神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
九资河镇集中流转 1800 亩土地，改种白
芨、七叶一枝花等草本药材。“成本投入
不到种天麻的一半，挣得却一样多。”方
永贵说，白芨和七叶一枝花属于草本中
药材，就像种庄稼一样，方便经济，绿色
生态，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种植中药材，不仅让贫困户拿到了
勤劳致富的金钥匙，而且让我们山区乡
镇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地干部
介绍说。九资河镇的发展让罗田县看到
了一条新路。“到 2020 年，九资河镇中药
材产值将达到 10 亿元。”罗田县委书记
汪柏坤说，罗田将复制推广九资河的成
功模式，在全县积极探索“旅游+药材”和
“旅游+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让绿水青
山成为老百姓“幸福靠山”。

（本报记者徐海波）

山乡“掉头”，“千年产业”促脱贫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吴慧珺)秋日
皖西，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位于皖西
腹地的安徽寿县，板桥镇邹祠村村民
张士忠刚收完今年的席草，5 亩地共收
了 15000 斤。“按照 2 块钱一斤算，每
亩地毛收入 6000 块钱。家里还有 5 亩
晚稻，亩产 8 0 0 斤，每亩毛收入也有
1200 块钱。”张士忠除了自己种植席
草，还通过扶贫小额信贷购置了机器
编制草席，他告诉记者，日子可比以前
红火了。

张士忠说的席草，俗称灯芯草。多
年以前，寿县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
不起眼的小草竟然成了致富法宝。

1964 年冬天，板桥镇一名干部到
浙江宁波出差，带回一批本草草根到板
桥试种。“当时大家都纳闷，出去学习考
察，带回来一把草根要做什么？”寿县板
桥镇党委书记夏丁回忆道，没想到这批
草根在水源充足的安丰塘畔扎根之后，
生命力强大。在板桥镇，几乎家家都种
席草，但因为之前缺乏对草的精深加
工，村民们的收入并不理想。

2014 年以前，张士忠家还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过去种草靠天种，缺乏种
植技术，邻里间种的多了，外地来收草
的也压价。”张士忠说，2014 年以后，县
里开始重视席草种植技术推广，开办了

席草种植技术培训班，加上自己平时在田
间地头琢磨出来的技巧，“草种得一年比
一年好，大家还经常来找我取经。”张士忠
说。

为改进席草种植技术，提高产量，寿
县还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席草产业
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据了解，
该项目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 . 32 万亩，平均亩增产 320 . 82 公斤。

如今的板桥镇，辐射带动周边安丰塘
镇、迎河镇等 10 余个乡镇种植席草，已是
全国四大草席基地之一。张士忠成了个体
草席编制户，除了自己种植席草，也开始
小规模收购。以板桥镇为例，现有席草种
植面积 2 万亩，亩均席草收入 5500 元。已
拥有个体席草编制户近 1700 户，拥有各
种草制品编织机 2300 余台，生产各类草
席年创产值约 6 亿元。

张士忠跟记者算起了自己的致富账。
自家的 5 台机器，一年能编制 2 万余张草
席，年纯收入 10 万元左右。“咱们都要撸
起袖子加油干，争取小康路上不掉队。”他
说。

在板桥镇，席草成了激发贫困户内生
动力、争取脱贫致富的抓手。“席草产业带
动 400 余户贫困户脱贫，贫困户通过自身
产业发展有 300 余户达到稳定脱贫。”夏
丁说。

安徽寿县：塘畔小草成致富法宝

据新华社西宁电(记者魏玉坤、张大
川)天刚亮，老严扒拉完几口馍，把灌满
茶水的老式水杯揣在腰口，扛着斧头，与
老伴寒暄了几句，出门巡山护林。

老严名叫严国仓，今年 59 岁，是西
宁市湟源县前沟村村民。2014 年，老伴
去北京做心脏搭桥手术，老严东拼西凑
才凑出医药费。手术完了，月月还要抓
药，眼看账单一年比一年厚，老严一天比
一天瘦。乡亲们也犯愁：“老严啥时候才
能还清欠债？”

自 2016 年以来，驻村工作队积极争
取项目资金，以劳动力入股方式，成立进
财合作社，带动全村贫困户种植云杉，当
年又为 13 户贫困户组建 21 . 4 亩互助
苗圃，建立集体所有的 300 亩树莓采摘
园，为贫困户增收。

如今，村民有了五彩斑斓的新“活
计”，收入来源也多样化了。以老严为例，
2016 年他从合作社分到 4 亩地，驻村工
作队免费提供云杉苗，自己只需种植管
护，3 年后可享受收益；召集村民种植和
养护互助苗木，2017 年光是互助苗圃分
红和务工收入就超万元；从事生态公益
管护，年薪超万元；每年，树莓产业园务
工和分红收入超千元；2017 年，在自家
的 6 亩地上改种沙柳，2 年后就可成材；

承担村里 100 多亩苗木的田间管护，每年
有 1 . 2 万元收入。这样，老严一家年收入
近 4 万元。

“去年，家里添置了冰箱、电视柜，终于
脱贫了。”

前沟村属半浅山半脑山地区，水土流
失严重，农作物不易生长。据老严回忆，以
前，一遇到暴雨，山上的泥土就冲到家里，
院子里常被搅成黄漠漠一片，大门也被泥
土封住。

2 0 1 7 年以来，村里在驻村工作队
的努力下，累计投资 300 多万元，绿化
了村周边的超千亩荒山。老严家后面的
荒山种上了树，“泥水再也没来光顾咱
家了”。

前沟村第一书记赵雪彬介绍，去
年前沟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近万元，
比 2 0 1 5 年增长近 8 0 0 0 元，如期退出
贫困村，村貌也焕然一新，家家门前有
树，户户转角有花，村里林木绿化率超
80% 。

指着一棵沙柳，老严算了笔账：明年
夏天，自家的 6 亩沙柳苗长成，纯收入有
1 . 5 万元；自己在合作社的 4 亩云杉，明
年开春也有一批能长成，保守估计能挣 2
万元。这样，至少能比现在多挣 3 . 5 万
元。

青海湟源：云杉沙柳成了脱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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