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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石阡县青阳乡露溪村沙坪组地处
大山深处，人多地少，交通不便。2017 年，该
村贫困户贺正才一家实现脱贫。受惠于国家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不脱政策”的有效落实，
2019 年春节刚过，贺正才举家搬出深山，在
60 公里外的石阡县城泉都易地扶贫搬迁小
区开启了新的生活。

图 1：2 月 21 日，贺正才（左）与妻子陈
昌艳在新家清洁阳台玻璃。

图 2：2 月 20 日，贺正才(右一)一家搬
运帮扶干部赠送的生活用品。

图 3：2 月 20 日，石阡县脱贫攻坚工作
队队员帮助贺正才搬运冰箱。

图 4：拼版照片：上图为贺正才一家搬迁
入住的石阡县城泉都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2
月 21 日无人机拍摄）；下图为贺正才位于石
阡县青阳乡露溪村村沙坪组的旧居（ 2 月 20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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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电(记者余贤红)鄱阳湖
特大桥位于长江汇入鄱阳湖的入口处，
是一座全长约 5 . 6 公里的铁路湖泊桥。
春运期间，大桥上每天通过的列车有
100 多趟。风口浪尖上，从白天到黑夜，
一群特殊的“铁医生”在这里默默接力，
守护着大桥安全。

15 日早上 7时许，一列动车组从鄱
阳湖大桥上呼啸而过。“系好安全带，脚
站稳、手扶牢，准备作业！”在中国铁路南
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桥工段工长党颉
明的指挥下，“挂”在大桥上的 5 名桥隧
工动了起来，2 人缓慢地推动检查小车，
另外 3 人手持扳手猫着腰紧箍螺栓。

“大桥是全钢结构，上面有 2 . 3 万个
螺栓，我们要逐个检查是否紧箍到位，确
保列车百分之百安全通行。”党颉明说，
在离水面相当于 10 层楼高的空中作业，
最难受的是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穿多
了行动不便，穿少了湿冷入骨。”

迎着刺骨寒风，高空中的他们小心
翼翼地进行检查。党颉明说，大桥钢梁共 4 孔，每孔钢梁
长达 121 米，检查 4 孔钢梁至少要 12 个小时，为了节省
时间，同事们都是带着干粮在桥墩上吃饭。

夜幕降临，党颉明和同事们一天的工作画上句号，而
另一队检修人员正在紧张地准备夜间作业。

南昌供电段都昌接触网工区工长李翔介绍说，列车
在取电过程中，会对接触网产生摩擦、放电，可能给线面
带来损坏，这些损坏可能让列车“抛锚”。他们负责在夜间
检修钢轨上方的接触网。“白天动车通过太多，只能在晚
上见缝插针作业。虽然我们要到 23 点以后才能开始工
作，但从 18 点就要开始做好各项准备。”李翔说。

临近午夜，大桥上只有飒飒风声和滔滔江水声，15
名接触网工分为 1 个高空作业组、1 个测量组、2 个防护
组，小心翼翼地进入工作场地。在距离湖面 30 多米高的
铁路接触网支柱上，他们时上时下、时左时右，不放过线
面的每一条缝隙。“好在晚上视线不好，看不清底下，也就
没那么怕了。”李翔说。

第二天早上 6时许，东方泛白，李翔和同事们收拾工
具准备返回。“看到列车安全地从桥上通过，这一夜的付
出值了。”李翔说，“我们就像这桥上的一个个螺栓，只有
每个都紧箍到位了，旅客的出行路才能更加安全。”

夜
以
继
日
﹃
铁
医
生
﹄

▲ 2 月 20 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
车段动车组机械师范金金（左）和孟维星对智能检测机器
人的检修作业状态进行确认。春运期间，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车段运用一台智能检测机器人为动
车组列车“把脉体检”，更加高效、快速地完成动车组
安全检查。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机器人“医生”为动车组“体检”

新华社昆明 2 月 21 日电(记者林碧锋)
“大家靠紧点，看镜头，笑一个！”春节期间，60
岁的兴华村村民杨德茂家格外热闹，他的女
儿们带着家人回家过年。让老杨欣喜的是，在
公益项目的帮助下，今年一家人第一次在家
里拍了张“全家福”。

兴华村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2015
年，“90 后”保山小伙子杨董清创办“全家福
公益摄”项目，每年春节为乡亲们免费拍照，
杨德茂家就是一户受益者。

背上相机、自带干粮、走村串寨……大年
初三，上午八时许，杨董清领着“公益摄”团队
9 位成员从施甸县城出发，开始“探亲”之旅。
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两个多小时后，他

们到了太平镇兴华村。
在村民的指引下，杨董清和他的

团队不一会儿就来到杨德茂家，双层砖瓦房
干净整洁，贴在大门口的春联格外显眼。老杨
的两个女儿已出嫁，还有一个女儿在镇上做
建材生意，一家 13 口一直未拍过“全家福”。

老杨穿上黑色西装，搬出椅子，招呼女
儿、女婿和外孙出来拍照。他和妻子抱着小外
孙坐在中间，女儿和女婿抱着孩子站在他们
身后。一家人面带微笑，其乐融融。咔嚓……
伴随着清脆的快门声，家里有了第一张“全家
福”。

大山深处，年味十足。春节期间，在兴华
村和由旺镇杨家社区，不少村民把玉米棒子
挂在房头，院子里的竹竿上绑着腊肉和腊肠。

“入户时也有群众询问拍照如何收费，得
知免费后他们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杨董清
说。在由旺镇杨家社区，乡亲们热情地邀请拍

照团队留下来吃饭，村民蒋朋玉一家 6 口和
杨有荣一家 5 口，都拍了“全家福”。

白天走村入户拍照，晚上返回城里整理
照片。就这样，春节期间，杨董清的团队在兴
华村和杨家社区走访了 60 多户人家，家人暂
时不齐的，就为在家的老人拍照。最终他们为
20 多户村民拍了“全家福”。

完成照片后期处理、打印、过塑装框后，
杨董清还要把照片送到村里，再委托有关人
员送到乡亲们手中。就在这两天，包括杨德茂
在内的不少群众陆续拿到了免费的“全家
福”。老杨笑着说：“我会把照片挂在客厅最显
眼的位置。”

小小镜头，记录温暖瞬间，也见证山乡变
化。杨董清说，今年“探亲”感触最深的是，乡
亲们的收入稳步提升，生活越过越好，一些村

民搬到了城里，还有一些人家买了小汽车，春
节期间外出游玩。

过去 5 年，杨董清的团队已累计为施甸
县太平镇、摆榔乡、木老元乡等 6 个乡镇的
400 多户人家拍摄“全家福”，为千余名 60 岁
以上老人拍摄人像。他们也因此被群众亲切
地称为大山里的“移动照相馆”。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农村地区，2017 年
起，杨董清加入“爱心衣橱”公益项目云南站
志愿者队伍。他说，截至今年 1 月，该项目已
向保山市的 400 多名山区儿童送去全国各地
爱心人士的捐赠。

“我们会继续前进。”杨董清盼望着，到项
目创办的第 10 个年头可以举办一个“全家
福”摄影展，并回访那些曾经拍过的人，看看
他们的变化。

情暖深山：大山里的“移动照相馆”
云南保山：“公益摄”团队 5 年为数百户乡亲免费拍摄“全家福”

新华社郑州 2 月 21 日电(记者韩朝
阳)春节期间，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的胡辣
汤店忙坏了。“平均每天卖 4000 多碗胡辣
汤，最多的一天卖了 8000 多碗。”继承了祖
传 13 代胡辣汤制作手艺的店主高群生说，
“假期那几天，门口停满了全国各地牌照的
车辆，场面再大也不够用。”传承了 800 余
年的逍遥镇胡辣汤，早已是闻名全国的小
吃。

凌晨 4 点多，高群生一家人就要忙活起
来，熬汤、煮肉、洗面筋，准备各种配料。“精
选的小麦面粉和当地的淮山羊肉，传统手工
制成的粉条，沙颍河两岸种植的黄花菜，这
些都是胡辣汤的主料。”56 岁的高群生是西
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会长，聊起胡辣汤
来，他说得头头是道，“80 年代初，家里还是
摆地摊，搭个棚子，拉条板凳，遇到刮风下
雨，立马‘兵荒马乱’。”这样的地摊高群生摆
了近 20 年。

再往前算，高群生父亲那会儿，挑个担子
走街串巷，一头是汤锅火炉，一头是碗碟点
心。“早上熬好一锅汤，啥时候卖完啥时候收
摊。”高群生说，“那时候喝上一碗胡辣汤，能
回味半个月。”

如今，高群生不仅早就在逍遥镇有了自
己的胡辣汤总店，还在全国各地有 190 余家
加盟店。从挑担子、摆地摊到开店铺，高群生
走了几十年。

高群生的徒弟吕建和许多西华人一样，
到外地经营过胡辣汤店。“原来在省内卖汤，
后来夫妻两人到西安，在别人的店里当技
师。”吕建负责熬汤，妻子则负责做面点，这

对夫妻搭档辛苦一年收入约 30 万元。“虽
然累点，但我很满足。”吕建说，“今年到杭
州当技师，等孩子大了，准备自己开个胡
辣汤店。”

夫妻店是西华县常见的胡辣汤经营
模式，每年正月初六刚过，大批西华人便
出门远行，奔赴遍布全国的胡辣汤店。目
前，西华县有胡辣汤外出经营者近 10 万
人。

不过，无论在哪卖汤，都少不了西华的
胡辣汤料。“汤料供应 6000 余家胡辣汤店，
速溶产品还进入超市、电商平台。”逍遥老
杨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凤琴介绍，“保
守估计，2018 年营业额能有 7000 余万
元。”

作为西华较早生产胡辣汤汤料的厂
家，从最初的两间小平房，一年上一个台
阶，十几年来连续增长，发展到生产 40 余
种胡辣汤产品的厂家。杨凤琴说：“规模还
是有点小，供不应求，盼着一年更比一年
好。”

除了汤料厂，杨凤琴也有自己的胡辣
汤店，每年有近 3000 人来她开设的胡辣汤
制作技艺培训班进行培训。

围绕一碗小小胡辣汤，西华做出大文
章，带动粉条加工、食品包装及种植、养殖
等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近 20 万人。

无论是店长高群生、厂长杨凤琴，还是
技师吕建，他们都牢记胡辣汤是祖辈传下
的手艺。“用心熬，汤才好喝。”杨凤琴的这
句话或许正是逍遥镇胡辣汤传承 800 余
年，长盛不衰的“秘密”。

一碗胡辣汤 幸福十万人
据新华社成都 2 月 21 日电(记者任硌、

卢宥伊)2 月 19 日，元宵节。中午，在嘉陵江
畔的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溪头乡，红光村村
民滕晓华把一大盆腊肉汤锅放到堂屋方桌的
电磁炉上，不一会，肉香便在屋里弥漫开来。

“今天过大年，我把婆婆、兄弟媳妇她们
请过来团个年，你们来得正巧。”滕晓华不由
分说把记者也拉到桌前坐下吃饭。

滕晓华的家坐落在面江的小山坡上，是
一处建成于 2017 年的小院，系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掩映在近年新栽的柑橘林中。她从内屋
端出一大盆血橙：“这是我家地里产的新品
种，酸甜合适，你们尝尝，安逸得很。”

滕晓华今年 54 岁，在 2017 年以前还是
贫困户，住在山脚下摇摇欲坠的老屋里，丈夫
因病在 2016 年去世，留下母子二人。“我们这
里以前种的是本地‘酸柑’，卖几角钱一斤，有
时还卖不出去，挣不到什么钱，日子难过……”

当地文献记载：南充地区种植柑橘的历史
悠久，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南充因城西有
盛产黄果(广柑)之山，定置“果州”，此后南充便
有了“果城”这个别名至今。北宋理学家邵伯温
在任果州知州时曾作《果州黄柑》：“果山仙果
秀天香，处处圆金树树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满
林犹待洞庭霜。”诗中把黄柑誉为“仙果”。

“仙果”在近千年后却一度陷入“绝境”。南
充市高坪区扶贫移民局局长陈伟告诉记者：因
品种单一、退化、分散种植等原因，传统的“仙
果”种植让农户增收无望，纷纷弃种，外出打
工。至 2014 年底，高坪区仍属四川省定贫困
县，44万农业人口中，贫困人口达 4.8万多人。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南充市把柑橘

产业重振作为助农增收脱贫的重要支撑。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
一大批业主投资创业，“仙果”迎来重生机遇。

站在高地上，指着岸边一望无际的柑橘
林，四川本味农业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琼
满脸自豪：“我们公司流转了溪头乡红光村等
4 个村 1 . 1 万亩土地，运用先进农业科技，已
建成万余亩甜橙和晚熟杂柑基地，产品成熟
期从 10 月份至次年 8 月份，基本做到了一年
四季有果采，已帮助 4 个村 230 多名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本味农业还牵头成立了“南充现代柑橘
产业研究院”，与国内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紧
密合作，依靠科技发展柑橘产业。2018 年本
味农业投产面积达 5000 亩，产量达 2000 余
万斤，销售收入预计可超过 4000 万元。

据溪头乡党委书记郑成介绍，从 2012 年
至今，全乡已引进本味农业等 10 家业主，种
植优良品种柑橘 3 . 3 万亩。全乡群众通过土
地流转、入股分红、就地务工等，仅靠柑橘产
业一项，年人均增收 1000 多元，乡人均纯收
入去年已达到 1 . 2 万余元。滕晓华现场也给
记者算了一笔她个人的收入账：“引进业主进
行规模种植后，我一年确实能挣 1 万多元。”

“高坪区已沿着境内 70 多公里长的嘉陵
江江段布局发展优质柑橘 25 万亩，助力农户
产业脱贫、就业增收，91 个贫困村已有 84 个
退出，高坪区已于 2017 年退出贫困县行列。”
高坪区委宣传部长曹波说。

高坪区柑橘产业的重振是南充市产业发
展的缩影，目前沿江各区县已建成超百公里
的优质柑橘产业带。

仙果传千年 重生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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