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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海波

位于幕阜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洋港镇泉口村，素有“旱包子”“水袋子”“虫窝子”之称，
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十年九灾。贫困就像一道魔咒，世
世代代萦绕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我国发起向贫困宣战以
来，这里的人们一直与“贫困恶魔”进行着艰苦卓绝的
斗争，一路上历经坎坷，终于在精准扶贫的号声中，甩
掉贫困的帽子。

贫困山村有决心 奋力脱贫屡失败

阳新县是湖北省为数不多的集老区、贫区、山区、
库区和疫区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泉口村是阳新县
典型的贫困村，位于鄂赣两省交界的幕阜山脚下。

80 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日渐吹到了这个山
沟。泉口人开始思变，立下了“依靠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的脱贫决心。

泉口人首先想到的是“木材致富”。1989 年冬，一场
持久的植树运动开始了。“那时我还是初中生，每天放学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扛起锄头上山。”有村民回忆说，在
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泉口人都在干着这一件事。

几年之后，眼见满山的树木一天天长大，许多村民
掰着手指头，谋划起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谁知，1999
年，一场大火烧尽了泉口人的希望。浓密的树林一夜之
间成为一地炭灰。许多村民都哭了。望着满山的黑色，
他们找不到前进的路。

“这是最好的沃土，我们要种上希望的种子。”今年
70岁的鄢必祥当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他和村干部一起
继续到县里申请扶贫支持，“炭灰是种植果树的最佳肥
料。”这一想法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县特产局给泉口村
特批了一批桃树、李树等苗木。

“整整 2 个月，我们都在载果树。”鄢必祥说，熬过
两年终于等到了丰收，但摆在泉口人眼前的一大天堑
无法跨越，那就是泥泞狭窄的山路，根本无法用货车将
熟透的桃子运出大山。

所有村民都挑起担子往外挑，最终还是有大部分
烂在了树上。

2002 年，泉口村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在镇
上经商的本村村民陈迪强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让陈迪强措手不及的是，村里竟然还有 31 万元债
务。一打听才知道，过去村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
缴公粮交农业税。村委会为完成任务，只好借债交税。

如何挖掉穷根，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新一届村两委
反复思忖着。

村干部带头。陈迪强第一个想到的是，村干部率先
尝试“搞副业”。于是，他带领 6 名村干部，利用早上和傍
晚的时间，挑泥挖土做堤坝，终于挖出一个鱼塘。放下鱼
苗后，村干部仍不停歇，每天早晚割鱼草喂鱼。

2004 年春节前，大家准备捞鱼上市卖个好价钱，
于是放干池水。第二天一早，村干部带着网袋来到鱼塘
时惊呆了。一万多斤鱼一晚上全部被偷光了。村干部们
知道，这可能是本村村民所为。在这个穷怕了的村，这
并不罕见。

养鱼失败后，泉口人又想到了一个“时髦”的产
业——— 旅游。泉口村有 2 万多亩山林。有老人说，山上
有个“万春洞”，里面的天然岩石非常壮观，“开发出来，
光门票收入都不得了。”

在此规划下，十几个村民组成了旅游开发专班，每
天天没亮就带着馒头和干粮上山找洞，一直到天黑才
下山。几个月后，大家不仅见识了“万春洞”的壮美景
观，还修通了一条旅游道路。

然而，这一“养在深闺”的溶洞并没有得到了游客
的追捧，也没有被投资商所青睐。几个月的热闹后，“万
春洞”继续沉睡在深山中。泉口人开始迷茫了。

举债建设工业园 无奈失败又转型

难道贫困的帽子就摘不掉了吗？“不！”泉口人不信
邪。2013 年，泉口村“两委班子”外出广东、长沙、温州
等地考察学习，看到遍布镇村的“村办工厂”，于是做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 创办“泉口工业园”。

就在这时，泉口村获得上级财政 100 万元的扶贫
开发资金，其中 60% 可用于工业园建设。村干部东拼
西凑，带头借钱投入；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
过一年多的建设，泉口工业园“初具雏形”，6 栋钢结构
厂房、两层办公楼都已建成。

然而，工程建设留下的 100 多万元借款，是几名村
干部以个人名义借来的。有的村干部为还上这笔钱急
得夜不能寐。借钱最多的陈迪强更是陷入“不尽的苦
恼”，妻子还因此与他闹了离婚。

更让陈迪强苦恼的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工业
园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加工业园外面公路崎
岖，许多有意投资的客商，实地看后“直摇头”。

两年过去了，工业园区还只是一个“空壳”。
“我们都是农民，干农业咱有把握。”一次偶然的

机会，陈迪强听说种植香菇比较赚钱，而且可以发动
村民来种。于是，他与村干部共同考察后决定，引进湖
北随州技术种植香菇，并利用现有闲置工业厂房加工
成干菇。

几赴随州后，8 位率先“吃螃蟹”的村民与 6 名村
干部一起，投入资金组建了“农旺供销种植专业合作
社”，一条干菇种植生产线终于在泉口村落成。

经过一年尝试，泉口人发现，随州产的干菇可以卖
100 多元一斤，而泉口产的干菇一斤只能卖 30 元，最
低时只卖 15 元，连本都赚不回来。

陈迪强心急如焚。县、镇领导牵线搭桥，请来省农
科院技术员。技术员认为，随州地处鄂西，雨水少，气候
干燥，适宜生产干菇。而泉口地处鄂东南，雨量充沛，适
宜种鲜菇。浙江省庆元县是种菇的“鼻祖”，泉口应该从
那里引进技术。

陈迪强听后，如获至宝，前后去庆元县十几次，终
于引来一家企业。双方共同成立湖北泉口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130 亩香菇基地，培育菌棒，销
售给“农旺供销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分配给农
民分散种植鲜菇。

一年下来，合作社实现了扭亏为盈，村民还拿到分
红。一些村民到公司和合作社打工，每天还可以增加
80 至 100 元收入。初试成功后，村干部开始号召贫困
户加入进来。“他们不需要投入一分钱。”陈迪强介绍，
只要贫困户有一定劳动能力，就可以承包香菇基地，
“菌棒先赊给他们，到年底收菇时再扣减。”

一年之内遇三灾 历经坎坷终圆梦

刚看到脱贫希望的泉口人，又一次失望了。

2017 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 300 万
棒长势良好的香菇菌种全部浸泡在水中。全村青壮
年凌晨出动抢险，幸好救活了一半的菌种。

刚喘过气来，8 月，又迎来一轮炎热高温天气，
100 万棒菌种再被“烧死”。

仅存的 50 万棒菌种又没熬过当年的大雪低温。
一年遇三灾。合作社当年亏损 40多万元，许多村

民特别是贫困户也都大受损失。
听闻泉口人艰辛的脱贫历程后，时任黄石市委书

记马旭明带领市县干部来到泉口村，把脉问诊，从金
融、市场和技术等方面量身定制一系列扶持政策。省林
业厅、市农业局、县人才办等部门相继上门给予支持。

为了破解长期“卡脖子”的交通难题，阳新县将
泉口村前的道路纳入县道规划，实现了升级贯通。洋
港镇党委书记俞振华说，从泉口村到镇上以前开车
也要 2 个多小时，现在只要 25 分钟。

2018 年，泉口人的干劲更足了。在过去的基础
上，新的 130 亩食用菌基地迅速发展起来。记者日前
来到泉口村，只见香菇基地上一排排大棚整齐划一，
棚顶盖有塑料、防晒网，四周装有电动机，上面装有
喷淋，很是气派。

湖北泉口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志伟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不再只是卖“大路货”，而
拥有了自己的品牌，每斤花菇的售价从 66 元到 88 元
不等，正常情况下，每年可卖出 500多万元。

这一次，泉口人真的迎来了曙光。
2018 年，泉口村 41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了脱贫。
泉口人并不因此而满足。陈迪强告诉记者，泉口

村正在加大香菇产品深加工力度，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开发香菇酱、香菇饮料等高附加值产品。

同时，泉口人引以为自豪的“万春洞”终于受到
客商的关注。今年初，泉口村与附近的千岛湖旅游公
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万春洞——— 万亩油茶
花——— 森林生态休闲”一日游路线。

今年 4 月 2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批准
阳新县退出贫困县。

“不久的将来，泉口村不仅甩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还要成为富饶美丽新农村的标杆。”在今年初的
村民大会上，陈迪强带领全体党员大声宣誓。

屡败屡战斗“贫魔”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热斯喀木村村医发尔亚特·塔西白克骑着骆驼在山区巡诊（资料照片）；
下图为：发尔亚特·塔西白克（右三）与参加上门服务的医务人员、村民走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热斯喀木村

（7 月 7 日摄）。

地处帕米尔高原的热斯喀木村是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的一个小山村。长期以来，
由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当地牧民医疗保障能力相对薄弱。

自 2017 年起，热斯喀木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陆续将分散在 12 条山沟中的村民集中安置，极大改善
了当地农牧民的就医条件。当地乡卫生院、村卫生室还联合组队，定期为村民提供免费上门服务，逐户进行
慢性病随访、结核病筛查、居民健康小药箱药品检查。热斯喀木村全新的卫生室也在今年投入使用，卫生室
常备针对高血压、关节炎、感冒等病痛的 50 多种药品，B 超、心电监测仪等医疗设备均已配齐。与此同时，
医务人员还负责向村民宣讲医疗惠民政策，讲解传染病防治知识，并引导村民改变传统观念，养成健康饮
食新习惯。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健康扶贫“健”高原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余刚)江西石城县地处江西
“母亲河”赣江的源头，有“中国白莲之乡”的美誉。

晨曦初露，位于石城县通天寨景区的大畲村即
将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大朵莲蓬 10 元一蓬，
小点的 8 元一蓬。”在莲田旁，莲农张标林带着放暑
假的孩子向游客们兜售莲蓬。

“只要不下雨，一个早上起码要卖出五六百元，
游客兴致很高，有买荷花莲蓬的，也有买我们加工好
的白莲的。”张标林告诉记者，他们家在大畲村千亩
荷花观赏园种植了 6 亩白莲，既供观赏，又能采摘。

大畲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大部分村民居住
在危旧土坯房内，厕所、畜栏杂乱无章，全村 17 个村
民小组不通水、不通路。大畲村村主任黄光洪说：“以
前，5 公里的山路要走一个半小时。”

张标林一家更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低保户，妻
子巫小能 2012 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家里三个孩子
都在上学，小儿子还患有先天唇腭裂，一家人的生活
重担都压在了张标林一人的肩膀上。

2014 年，石城县提出旅游强县战略，大畲村从
此走上旅游致富的路子。在完成移民集中安置、基础
设施改造的基础上，大畲村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奇特的丹霞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黄光洪介绍，变成旅游景区后，大畲村建了上千
亩荷花观赏园，农民的土地被流转到景区，能收流转

费，种植白莲的收益还归农民所有。
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张标林一家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通过移民搬迁，张标林一家搬迁至大畲
旅游新村，住上宽敞的新房；他们家流转给景区的 6
亩莲田每年有 3 万多元的收益；张标林还当上了护林
员，每年有 1 万元的收入；妻子在景区食堂当配菜厨
师，每月有 1500 多元的固定收入；此外，6 亩白莲还有
每年 1200 元的产业奖补，村里合作社的分红每年将
近 2000 元。

今年 4 月 28 日，石城县正式宣布脱贫摘帽。石城
县委书记鲍峰庭介绍，近年来，石城县依托特色旅游资
源，把旅游作为实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通过“旅
游示范点、旅游企业、旅游协会、旅游创业、旅游商品、旅
游技能”与贫困户的“六个结合”，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
逐步凸显，形成了“景区带动型”“农旅融合型”“节事民
俗游型”等三大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据统计，通过引导农民到旅游企业务工、销售农特
产品、加入旅游协会、土地山林参股、旅游企业分红等
方式，石城县 1300 余户贫困户进入旅游产业链，当地农
家乐、农家民宿、农业采摘园遍地开花，仅白莲产业在
旅游业的带动下就为农民年人均增收 500 元以上。

“有了旅游业，我们的村庄变成了景区，连种田也
变成了一种风景。”说起村里的变化，张标林难掩欣喜
之情。

“ 田 里 种 景 ”
江西石城依托资源推进旅游扶贫，让村庄变景区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谢昊)河北省涞源县白
石山镇 68 岁的贫困户马凤莲最近获得了一份新工
作，但一辈子务农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纸上还
能种菜吗？

涞源县距离北京市 200 多公里，是太行山北端
的国家级贫困县。境内山峦绵延、耕地稀少、交通不
便，很多人祖祖辈辈忍受着贫困之苦。“除去种子、化
肥的成本，一年到头剩不了几个钱。”马凤莲的老伴卧
病在床，子女长期在外打工，全靠她务农维持生计。

为彻底斩断穷根，两年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主导下，马凤莲一家和 10 个村的 4500 多名村民一
起整体搬迁到靠近县城的白石山镇，住上了家电齐
全的崭新安置房。

搬得来、住得下，还要稳得住。刚搬进新家，当地
的扶贫干部就告诉马凤莲，北京的对口帮扶来了，一
家北京企业在附近建起了芽菜扶贫车间，正在招工，
工资按小时计费，上下班时间灵活。

一辈子务农的马凤莲种菜是把好手，想也没想
就报了名。但上班第一天她就懵了——— 这纸上怎么
种菜？

“当然不是什么菜都种，我们这里只种荞麦、葵
花、豌豆等农作物种子发芽而成的芽苗菜。”北京绿
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桂琴介绍，只要有
合适的空气、水分和温度，种子可以依靠自身储存的
营养正常生长，纸张只是充当载体。

记者在现场看到，20 多名工人正将长约 1 米、宽
约 20 厘米的纸在水中浸湿，捞出来后铺在篮筐里，再
均匀撒上植物的种子。1500 平方米的车间内，四层高
的置物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芽菜秧盘。

在土地稀缺的山区，通过集约化、流水线的方式，
可以最大程度节省土地资源和人力成本，提高作物的
种植效率。

张桂琴介绍，根据不同芽苗特性，公司还研发出
富含生物营养成分的基质用纸，向芽苗提供对应的养
分。从芽苗培育纸到加工技术，目前绿山谷已经拥有
18 项专利，正在申请的还有 8 项。

“科技创新中心是首都功能定位之一，北京的对口
帮扶自然要有北京的特色。”北京市挂职干部、河北省
涞源县常务副县长芮元鹏介绍，引进具有高科技含量
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是北京对口帮扶河北脱贫的主
要工作之一，仅“纸上种菜”这一个项目每年就能为当
地带来 1 . 4 亿元产值和 150 名贫困人口的就业岗位。

工作一个月后，在计时工资 1600 元外，马凤莲还
拿到了 400 元的全勤奖。“想不到我这个岁数还有在家
门口挣钱的机会。”马凤莲做梦都想不到，来自北京的
帮扶让太行山区的脱贫梦在“纸上”成了真。

据统计，自北京市丰台区与河北省涞源县建立结对
帮扶关系两年多来，累计投入扶贫协作资金近 1.7亿元，
当地贫困人口由 2016年底的 40563人下降至 2018年底
的 15084人，贫困发生率由 20%下降至 7.39%。

“ 纸 上 种 菜 ”
北京丰台帮扶河北涞源脱贫，“科技含量”十足

幕阜山连片特困地区一个山村

三十年接力奋斗甩掉贫困帽子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