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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王洪
峰 、高博 、曹国厂)行走在栾卸
村，入眼皆风景：万亩银杏林掩
映着红瓦白墙的新民居，蜿蜒曲
折 的 山 间 公 路 串 起 田 园 风
光……虽是隆冬时节，但前来太
行山深处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
的游客络绎不绝。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栾卸村
是一个“花钱靠救济 、吃粮靠返
销”的穷山沟。40 多年来，在村党
支部书记李长庚的带领下，村里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靠山挖矿

到产业兴村

栾卸地处太行山东麓。1977
年，不满 19 岁的李长庚接过重
担，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暗下决
心：“既然接手了，一定要干出个
样子，让乡亲过上富裕生活。”

深山区的栾卸，地下蕴藏着
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1979 年，
栾卸建起全县第一个村办煤矿，
随后又建起 6 座，年产量达到 20
万吨。“那几年，我们‘深挖地下聚
宝盆’，到 1984 年，村集体收入达
到 500 万元。”李长庚说。

之后，李长庚带领村民陆续
开办了养鸡场、种猪场等多家企
业。到 1989 年，全村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 2300 万元，人均年收入
1200 元，成为邢台市乃至河北省
闻名的富裕村。

1989 年，栾卸村获得 960 万
吨煤矿开采权。但李长庚却出人
意料地给煤矿贴上了“封条”，决
定建设制药厂。消息一传出，很多
人不理解，但在李长庚看来，煤矿
总有挖尽的时候，必须主动转型
求发展。面对冷言冷语，李长庚一
边请专家论证、研发新产品，一边
做市场调查，终于开发出市场上
大火的“康必得”感冒药。

后来，栾卸村组建了制药、果
品等多元经营的乡镇企业——— 河
北恒利集团。几年间，就实现年销
售收入达到 3 . 3 亿元，利税 6000
多万元。

“乡村振兴一定要有产业支
撑，一个村子没有稳固的产业，村
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振兴就无从
谈起。”李长庚说。

如今，“康必得”已从一个药
品发展成健康事业品牌，栾卸村
已实现村企合一，总资产近 30 亿
元。村民不仅是农民、工人，还是
企业的股民，先后从企业分得红
利 5 . 1 亿元，户均 60 多万元，集
体资产也增值了十几倍。

从穷山恶水

到绿水青山

漫步栾卸村，满眼是一排
排错落有致的四层小楼，以及各种树木。与城市小区不同
的是，这里鸟鸣不断，空气更新鲜。

20世纪 90 年代，富裕起来的栾卸村不满足传统居住环
境。1998 年，李长庚带领村民开始实施人居环境改造工程，按
照统一规划开发模式进行建设。2001 年，总投资 2 . 3 亿元、占
地面积近 27 公顷、建筑面积 22 . 58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民
居“恒利庄园”竣工。栾卸村民告别传统的农舍，全部住上舒适
的乡村别墅。

李长庚带领群众从荒山治理入手，投资 1200 万元退耕还
林，建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银杏园。每到深秋时节，80 多万株
银杏树披上金装，美不胜收，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这些银杏树带来可观经济效益：树叶可作为药厂的制药
原料，当时 2 元钱一棵的小树苗，如今已成景观树，每棵价值
至少 500 元，总价值约 5 亿元。

2016 年，河北恒利集团和沙河市栾卸银杏合作社共
同出资成立了河北恒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特色旅
游小镇——— 栾卸小镇。李长庚说：“我们正在谋划把万亩
银杏园升级建成万亩植物园，发展健康休闲 、旅游服务新
产业。”

从塞满“口袋”到充实“脑袋”

“栾卸成功的秘诀在于重视人才。”李长庚认为，“一个单
位、一个地区的发展，关键要靠人，而一个人的发展则要靠知
识、靠教育。”

当甩掉“穷帽子”、成为“明星村”时，栾卸于 1983 年就投
资 60 多万元，建成了当时邢台地区唯一一座农村学校教学
楼。次年，当一个公办教师月工资只有 45 元时，李长庚以月工
资 150 元、外加 30 元伙食补贴的条件，全国范围内招聘教师。
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教师参加面试和统一考试，最终选
聘了来自浙江、山东、天津等地的 7 名优秀教师。

2005 年，李长庚投资 2 亿元建成河北恒利学校，没有把
校址选在城市，而是坚持把学校建在栾卸村，使全村和周围农
民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如今，这所学校已成为沙河市
第九中学。40 多年来，栾卸村培养出 100 多个博士、硕士生，
600 多名大学生。

“办学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改变栾卸和山区人的命
运。”李长庚说，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是根本，只有留得住优秀
人才，乡村振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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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姜锦铭、张典标

“爸爸为啥吼我啊？！”在广州工作的女儿回
太原过春节，还没和父亲刘建峰说上几句话，却
发现有话没法“好好说”了。

“女儿一年没见面了，爱都来不及，怎么舍
得吼？”刘建峰既委屈又无奈。

刘建峰的同事也为他“叫屈”：老刘一开口，

听着就像吼，是一种“职业病”。

刘建峰的职业是火车司机。开火车为啥爱
吼呢？

记者登上太原铁路局 1551 次绿皮车。19
点 10 分，刘建峰和搭班的张海岸驶离太原站，
开往长治北站。

20 多分钟后，火车进了太行。
“隧道注意 ！”“桥梁注意 ！”……“信号落

了！”“信号落了！”

刘建峰和张海岸，此起彼伏地喊着。冬夜更
显寂寥的太行山，除了火车的呼啸，只有他俩
“一唱一和”的呼喊。

内燃机车的轰鸣越来越响，他俩的喊声也

越来越大。一边喊着，一边“标配”着各种手
势——— 或握拳，或指前方，或上下晃动。这些
手势代表着“注意”“停车”等不同含义。

“他们是在‘喊山’！”太铁干部王海伟形象
地向记者介绍。

王海伟说，在山大沟深的太行，过去由于
交通通信不便，老乡们交流经常要“隔山”喊
话，被称作“喊山”。如今，随着交通改善、扶贫
搬迁和手机的普及，老乡们不用再“喊山”了。

像刘建峰和张海岸这样隔两天就要喊，一喊
就是五六个小时的 ，只有绿皮车火车司
机——— 绿皮车还是内燃机车，噪音大，嗓门小
了听不见。“绿皮车停站多、票价低，沿途百姓
还离不开，我们的‘喊山’人还得继续喊。”

火车行驶在太行山间，桥梁、弯道和隧道
一个接一个，线路弯弯曲曲。在柴油机的轰鸣
和汽笛声中，伴随不断变换的操作和不同的
手势，张海岸和刘建峰“喊山”节奏也加快了，
声音似乎更大了。

火车驶过太焦线海拔最高的路家庄站，
开始下坡，机车转速降下来，驾驶室也“安静”

下来，刘建峰和张海岸“喊山”的节奏也慢
下来。

“火车司机‘喊山’，是为了互相提醒、监
督。”有 20 多年火车驾驶经验的机务段队
长赵晋军告诉记者，喊不好，可能影响火车
正常行驶。“喊山”有一套标准化“喊法”，包
括读仪表、看信号灯、确认控制操作……所
有可能影响火车正常行驶的隧道、桥梁、弯
道以及突发情况等都要喊出来。

“夜深行车，喊几嗓子也可以提提神。”

赵晋军补充说。

新春佳节，城乡灯火灿烂，但开着火车
过太行，轨道两边除了黄土高坡、枯草，就
是光秃秃的树杈。从太原站到长治北站，一
趟下来 5 个多小时，火车司机不能“挪窝”，
而要“手不离闸脚不离风笛”。

为了解乏，张海岸和刘建峰有时索性
打开车窗，吹吹山里的冷风，遇到熟悉的山
头时，也会喊上一句“我来了！”或是“我走
了 ！”太行群山是张海岸和刘建峰的“熟
人”，也像“情人”，“哪座山掉了一块，我们

都看得出来。”
“喊山”久了，下了班说话，嗓门也降不下

来。自认已是“轻声低语”却被误解为“冲人大
吼”，对走太行的火车司机来说也是一种“烦
恼”。

“只要继续开火车走太行，我的职业病是
没治了。但这个春节，女儿回家了，得好好憋
一憋嗓门啦！我给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花，算
是赔不是吧！不过，我的女儿懂得爸爸，当然
会和我说话……”刘建峰的声音明显变柔了。

(参与采写：实习生张渊杰)

太行最后的“喊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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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6 日电(记者惠小勇)碧
蓝的天空下，金黄色的菠萝点缀在绿植丛
中。一批体验采摘的游客刚走，一辆冷链运
输车又开进了攀枝花佳禾农业发展公司所
在的大面山上，420 件金菠萝被迅速装箱发
往北京永辉超市。

今年春节期间，水果之乡的攀枝花又添
了“甜蜜新成员”——— 原产于菲律宾的金菠
萝。这种菠萝不需要挑果眼、泡盐水，削皮即
可食用，且口感好、富含短软纤维和氨基酸，
被誉为“菠萝贵族”。

令人称奇的是，引进、种植金菠萝的并不
是农村老把式，而是一个新近跳回农门的水

电专家。54 岁的刘平，早年通过高考成功
跃出农门，曾任职省级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院院长，央企、港企高管。
到攀枝花投资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时，刘平被盐边县红格镇金河村村支书的合
作诚意打动，辞掉高薪，拿出自己的积蓄与金
河村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撂荒地合股，引种
试种了 600 余亩金菠萝。

“跳回农门才体会到搞农业的难！不说
金融支持难，单是因地制宜探索合理技术
方案也让我们交了不少学费。”刘平指着山
坡上的一座蓝色房子说，那是引进的以色
列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滴灌系统，造价贵
但并不完全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已
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了改造；去年雨季，因
土地的排水沟挖浅了，导致排水不畅而积
水，淹死了四五十亩；夏季防晒、冬季防寒

防晒技术也是几经周折，才摸索出了费
省效优的方案；山地较为贫瘠，而前期管
护却按照海岛的地理气候环境执行，也
导致了不少损失……

尽管产量未能达标，但按一个生长期
18 个月估算，可以基本实现保本微利。春
节前的腊月二十五，佳禾公司拿出 10 万
元给所在村组 133 户人家分了红。刘平充
满信心地告诉记者，有了这一年多的探
索，他们可以实现每茬金菠萝亩均产量达
到 6000 至 8000 斤，并与进口产品、台湾
凤梨、海南岛菠萝错季上市。

春节期间正是金菠萝采收上市旺
季，还有部分农民工和管理人员坚守农
场值班，“所以过年我就不回家了，与农

民工兄弟共度春节，守在山上当一个好
农民！”说到这里，刘平动情地感叹道，“跳
出农门不易，跳回农门更难，真的希望有
更多的有志之士、工商资本、金融机构反
哺农业！”

守山的刘平也收到了好消息。在当地
政府和周围的农民看来，他们的金菠萝种
植技术已趋于成熟，示范效果明显，除了
金河村村民要扩大种植面积外，临近的新
隆村、昔格达村以及米易县、仁和区，甚至
云南禄劝县都有人要求种植，深圳一家上
市公司也与他们达成合资合作大规模种
植的协议。未来几年内，金菠萝有望成为
攀枝花继芒果、枇杷之后的又一特色水果
产业。

跳回农门的春节守山人

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6 日电(记者丁建刚、郝玉)数
字实不实，工作细不细？大年初一，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
走进新疆伊犁河谷的维吾尔族农家，坐在炕头上细算了
一笔“脱贫账”。

69 岁的合亚斯江·依力亚斯是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村的脱贫户。握手互致新年问候后，
盘腿坐在炕上，老人拿出一个蓝色布袋，里面厚厚一叠
纸，详细记录了一家人的状况。

登记表显示，合亚斯江·依力亚斯一家 4 口，有 22
亩耕地、10 只羊。因为老伴长期生病，小女儿在内地读
大学，花销大，家庭生活水平落在了贫困线以下。2015
年，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和 749 户村民被确认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 年，全家人收入 21156 元，摘掉贫困帽；
2017 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摘去贫困县帽子；2018
年，全家收入达到了 42192 元，日子看起来一天比一天
舒坦。

真的是这样吗？面对记者的询问，合亚斯江·依力

亚斯算起了账。先算地里的账，22 亩山坡地，过去种
玉米小麦，收益偏低，这两三年在扶贫干部引导下调
整种植结构，种起了红花，一亩地最高收益超过千
元；再算养殖账，去年产羔后卖了 5 只羊，每只都在
千元以上。而这些收入在记录里算了 2 . 2 万元，数字
并未高估。

增幅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纸上记录 2018 年
收入 1 . 4 万元。面对记者的质疑，站在炕边静静听
着的小女儿阿迪拉木·合亚斯江说：“我从青岛毕业
后，在伊宁市找到工作，每个月可以给家里 3000 多
元呢！”

“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收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纪
委监委驻海努克村的工作队队长余凯说，在国家政策
支持下，去年底村里贫困户全部摘帽，但这并不意味着
农村贫困现象彻底消失，今后还要发展一批具有带动
性、拉动性的产业，吸纳就业，从根本上实现长期稳定
脱贫。

▲ 2 月 5 日，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村，阿迪拉木·合亚斯江向父亲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展
示自己的荣誉证书。她已在内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挣钱了。 新华社发（丁磊摄）

▲拼版照片：上图为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
村村民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在老房子中取煤（ 2 月 5 日摄）；下图
为海努克村村民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右二）一家在富民安居房中
观看电视节目（ 2 月 5 日摄）。 新华社发（丁磊摄）

农农家家炕炕头头
细细算算““脱脱贫贫账账””

2 月 6 日，民间艺人在山东台儿庄古城表演
舞狮。当日是大年初二，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
活动，热热闹闹庆新春。 新华社发（高启民摄）

多彩民俗闹新春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