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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1 月 17 日电（记者刘伟、屈
辰、郭轶凡）剪蜜桔、分拣果、收蔬菜、喂鸵鸟、
运木料……初冬时节，地处南疆的广西鹿寨
县广大农村一派火热生产场面，一幅幅大地
“丰收图”不时映入眼帘。

漫山尽是“金果子”

11 月，平山镇的蜜桔迎来丰收时节。登
上蜜桔产业示范区的山头远眺，几千亩金灿
灿的果树分布在连绵起伏的绿水青山间，场
面蔚为壮观。“这里没种柑桔前是荒地，周围
贫困户居多。”鹿寨县有团水果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陶有团说，如今荒山变果园，果树成为贫
困户的“摇钱树”。

被串串硕果“压弯了腰”的枝条下，头戴草
帽、手拿剪刀的韦世琼正麻利地采摘“金果子”。
不一会儿，她面前的塑料筐便装得满满当当。

2015 年，在帮扶干部的支持下，贫困户
韦世琼承包了村里 18 亩地种植橙子和蜜桔。
靠着种植水果，韦世琼家去年脱了贫。“现在
忙完自家的活，就来合作社打工，一天还能挣
上百块钱。”

有满山柑桔，就不缺就业机会。越来越多

的平山农民选择回乡发展，仅去年返乡人数
就超过 1000 人。六亮村村民吴菊艳正在一家
果厂分拣蜜桔，“我来这里务工四五年了，一
天能挣 100 多块钱，中午还管饭。”平山镇镇
长黄雪勇说，全镇 400 多位贫困户在镇里 40
多家果厂从事分拣工作。

鹿寨县副县长韦鸿英告诉记者，县委、县
政府大力实施“优果工程”，水果产业已成为
农民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2019 年全县水果
种植面积 32万亩，预计产量 30万吨。

“现在柑桔打出品牌了，各地收购商都来
收。”拥有家庭农场的下龙兴村村民廖秋告诉
记者，今年预计有近 20万斤的收成，能挣 30
多万元。如今，他不仅靠种植柑桔脱了贫，还
在柑桔地里开起农家乐。

惠农政策让荒地变良田

沿着平山镇的乡村道路行驶，绿油油的
大肉芥菜长势旺盛。而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
“种啥啥不成”的荒地。

“这块地原来种过甘蔗，但一到雨季，地
下水涌上来，全都淹掉了，基本没啥收成。”黄
雪勇说，依靠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镇里得到

了修缮资金，平整了土地，硬化了田间道路，
修建了灌溉设施和排水道。

记者来到平山镇石龙村禾道屯“旱改水”
项目时，正看见几位村民忙活着打理菜园。如
今旱地改造成水田后，每年可种两季水稻，秋
季收割后还可种芥菜。

原本的旱地和撂荒地改造成良田，摇身
一变成为农民的“土地银行”。

“今年 9月，种植大户种了 200亩的大肉芥
菜，平均一天请 30个村民务工。”黄雪勇说，种
植大户优先请贫困户来田里做工，“仅这里就有
十几位贫困户，每人每天务工收入 130元。”

鹿寨县委办主任张建华说，今年全县有
8 个土地增减挂项目正在施工，实施规模
3200 多亩，预计复垦耕地 1000 多亩。其中有
23 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因此受益。

返乡就业也创业

行驶在鹿寨乡村，道路两旁满目葱郁。鹿
寨森林覆盖率近 70%，经济林面积约 340万
亩。当地建起林业科技产业园，带动不少村民
脱贫致富。

在林业科技产业园内的柳州市鸿联木业

有限公司，来自拉沟乡的郭桂学正在车间
忙活。郭桂学曾经是一个贫困户，一直在外
乡打工。“我回到家乡，在这里上班，不到 3
年就有 10 多万元收入，比在外地收入还
多，关键还能顾家。”

鹿寨县扶贫开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
盼说，林业科技产业园 1300 多名就业人员
中有 65 名贫困群众，每人每月平均能挣到
3500 元左右。

在石门村鸵鸟养殖基地，几个月大的
鸵鸟来回穿梭，不时探出脑袋乞食。原本在
广州开服装厂的覃田明返乡创业养起了鸵
鸟，将以往村民丢弃的桑枝捡来喂鸵鸟。
“养殖场有 200 多只鸵鸟，我负责建基地，
为村民提供技术、种苗，并统一销售鸵鸟，
让村民保底一只挣一千。”覃田明一边给鸵
鸟喂食，一边聊天。

鹿寨县委书记何世恰介绍，县委、县政
府用活惠民政策，围绕“乡有特色产业、村
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目标，重点打
造脱贫产业。2016 年至 2018 年，全县共有
19 个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贫困人口从
27587 人降至 14000 多人，贫困户从 7722
户降至 4200 多户。

漫山尽是“金果子”，“丰收图”里话脱贫 新华社济南 11 月 17 日电（记者叶婧）回
到位于山东德州市区的工作单位没几天，“委
任状”又送来了，李桂发又被派到德州禹城辛
寨镇前贾坊村，任“第一书记”。

李桂发是德州市科协派驻禹城市的“第
一书记”，曾先后在莒镇莒镇社区、莒镇董屯
村任职。“其实，我的‘第一书记’工作经验，都
是之前两轮任期积累的。与其说是我驻村帮
扶，不如说是支部书记，村民们在教我如何工
作。”李桂发说。

说起前两轮、共四年任期，禹城莒镇董屯
村党支部书记程发军最有发言权。因为有三
年，李桂发都在董屯村工作。

2016 年 4 月，李桂发到董屯村时，这里
是山东省级贫困村。“村民只知道种玉米、小
麦，连花生是怎么长的都没见过；老百姓致富
没门路、没资金、没技术，集体没收入，啥都干
不了。”李桂发对刚来到董屯村时的情况记忆
犹新，也正是这样的情景，让他下定决心“要
给穷根松松土”。

当时程发军却有别的想法：“说实话，李
书记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下派驻村干部，一
年到头见不到几回的‘第一书记’我也见过，
所以一开始我对他爱答不理。可没想到，这一
次，来了个真抓实干的。”
脱贫致富，产业先行。李桂发组织村民到

省内各地参观学习土豆、葡萄、大豆等特色种
植项目，最终决定成立了富硒马铃薯协会、精
品杂粮协会，以土地入股分红，带领村民种植
优质马铃薯、花生、大豆。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村
民和村集体必须同步富裕。所以我们决定，按
照 20% 留集体、30% 给村贫困户会员、50%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思路进行分红。”李桂
发说。

2016 年秋天，庄稼丰收后很快销售一
空，村集体有了 3万多元收入，董屯村村民也
看到了奔小康的希望。

“第一桶金”还没捂热乎，李桂发的第一
轮任期将满。2017 年 3 月，山东省德州市委
组织部到董屯村进行“第一书记”考察座谈，
没想到现场涌进了几十名村民。“李书记，再继续干两年吧，村里
离不开你啊”“桂发你留下吧，老少爷们舍不得你”……

在村民们的挽留下，李桂发“原地”开始了他第二轮“第一书
记”任期，而尝到了甜头的董屯村村民干劲更足了。李桂发趁热
打铁购进设备，加工面粉和花生油，仅 2017 年春节前后，村里就
赚了 26 多万元。

不仅如此，董屯村还结束了延续多年“村支书家里办公”的
“老皇历”，搬进了崭新的村委会，而院前广场则成了村民乐园，
一到晚上村民们就跳起广场舞；原先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宽
阔的水泥路……

贫困村成了小康村，遇到邻村的熟人，程发军的腰杆儿也硬
了。“他们都很羡慕咱有个李书记。”

如今，仿佛卸不了任一样，李桂发已经开始了自己第三轮
“第一书记”任期，但他依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脱贫攻坚是大事，我是一名退伍老兵，退伍不能褪色，军人
敢闯敢拼的优良传统不能丢。既然组织选派了我，干事就要干出
个样子来，让更多老百姓尽早过上好日子！”李桂发说。

脱贫攻坚风采录·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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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党的扶贫
政策和帮扶干部的‘掏心
窝子’帮扶，我这十几年的
穷帽摘不掉。”55 岁的江西
贵溪文坊镇西窑村村民车
海根最近向村里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如今的车海根是村里
的活跃分子，因热心集体
事务还被村民选为理事会
成员，他渴望加入中国共
产党这一优秀的组织，与
曾经帮助过他的党员们一
起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

车海根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患先天性疾病常年卧
床，儿子还在读高中，车海
根的妻子之前在家照顾两
个孩子，一家人全靠车海根
打零工过活，生活困难。
2015 年，车海根家确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那时的车海根一副
“日子活到了头”的精神状
态，扶贫干部决定“扶贫先
扶志”，针对性地制定了一
系列帮扶措施：引导车海
根夫妻俩加入村里的优质
稻、白茶、光伏等合作社；
介绍夫妻俩在家门口的竹
制品加工厂上班，赚钱、顾

家两不误；考虑到车海根是村里酿酒的一把
好手，鼓励他开办手工酿酒作坊……

车海根说，自己的脱贫信心就是那个时
候有的，铆足了劲要和贫困作斗争，为自己争
一口气。“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多人关心，让我
有了信心！”

夫妻俩一天干好几份工，为挤出更多工
作时间，他们天不亮就将竹制品拉到晾晒场，
天黑后再回收。白天的时间车海根在家酿酒、
养鱼，老婆负责做饭和照顾女儿，稍微有点空
闲，夫妻俩就去合作社做零工，除草、摘茶叶，
一点时间也不放过。

时间在奋斗中一天天过去。2016 年，车
海根全家脱贫，当年家里就建了新房，儿子也
顺利高中毕业，开始像父亲一样勤勤恳恳地
外出务工赚钱。感恩的车海根开始热心村里
的各项集体事务：村里搬放物资，他抢着搭把
手；党员义务清扫，他不是党员也主动要求参
与；乡亲运送货物，他就骑来自己的电动三轮
车……

2017 年以来，车海根所在的村组进行新
农村建设，热心公益的车海根还被选为理事
会成员，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回报社会的舞
台。他所在的村组在山里，原先只有一条 1 米
宽的进村山路，根据规划需要拓宽成 3 米的
水泥路。家在村口的车海根二话没说，率先拆
除自家围墙，为修路让出 2 米多宽的地基。邻
居陈先财的空闲房需要拆除，车海根主动揽
下劝导任务，与妻子多次上门，反复和邻居分
析利弊，最终做通思想工作。

凭借全家人的奋斗，2018 年，车海根一
家人的收入已超过 5 万元，车海根也被评为
“贵溪市脱贫之星”，站在了市里的领奖台上。

去市里领奖对车海根的触动很大。“我能
从后进变先进，为什么不争取更大的进步
呢？”回来后，车海根看着村委会的党员公示
栏中那些熟悉的面孔，心里暗暗下了决定：要
像公示栏中的人一样优秀，再申请加入中国
共产党，为乡亲们做更多的好事。

11 月 5 日，车海根向村里郑重递交了自
己的入党申请书，他的儿子在电话中听说了
这事，在 11 月 10 日紧随父亲之后向村党支
部寄回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扶贫一线，越来越多脱了贫的群众主动
向党靠拢。自 2017 年以来，江西贵溪市共评
选“脱贫之星”31 名，其中有 7 名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1 名发展成为正式党员。

（记者袁慧晶）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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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命运痛击过三次。女儿意外身亡、妻子受打击后瘫痪，
而他自己，又在七旬高龄遭遇车祸，失去了双腿。

然而，他不愿靠救济。康复出院后，他坐在自制的滑板上，
用双手当脚，继续从事西瓜种植，年收入过万元，并且免费向村
民传授种植技术—— 71 岁的阜阳市颍州区马寨乡皮楼村农民
闫凡志因此被当地扶贫干部誉为最“刚”的大爷、最“硬核”的脱
贫典型。

早在 2014 年，闫凡志在政府的帮扶下开始种西瓜。靠着辛
勤劳动和好技术，他种的西瓜不仅成熟早，能卖上好价格，而且产
量也比一般人家的高。2016 年闫凡志就脱了贫。

但 2017 年一场车祸，不仅花掉了 20万元的医药费，更让他
失去了双腿。扶贫工作队了解到他的遭遇后，协调民政部门为
他办理了低保。为解决他出行困难的问题，阜阳市人大常委会
驻皮楼村扶贫工作队积极向帮扶单位反映情况，争取到五万元
资金，为他以及沿线的贫困户修筑了一条出行便利的爱心之路，
这让闫凡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俺的命不是自己的！俺要是不在了，俺老伴该咋活。”闫凡志
说，几个子女成家都分开了，这些年来，老伴都是由他照料。

不愿意拖累子女，更不愿意靠政府救济。2018 年 3 月，闫
凡志主动向扶贫工作队申请西瓜种植产业扶贫项目。

“没有了双腿，我还有一双手，每年种上几亩西瓜，能挣上一
万多元，基本上够我和老伴全年的开销了。”闫凡志说。

驻村扶贫干部在表扬他的同时，也不免有点担心，西瓜种植
需要大量的人力付出，失去双腿的老人如何搞好田间管理？

闫凡志态度坚决地说：“你放心，我不弄虚作假，我一定能种
好！”

从那以后，工作队入户走访时常常看到这个失去双腿的老
人坐在自制的滑板车上，用双手挪动滑板车，在西瓜地里收拾秧
苗。他一边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伴，一边精心管理着 3 亩瓜田，最
终依旧是他的西瓜最早熟、最高产—— 3 亩地的西瓜销售额达
7000 元，加上政府补贴 5000 元，闫凡志没有返贫。他还经常坐
在滑板车上去别人的瓜田指导套种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已
经有 10 人左右学会了西瓜套种技术，同村的贫困户皮心伟和蔡
文兴先后通过种植西瓜实现了增收脱贫。2019 年 10 月，闫凡
志被评为“阜阳市最美脱贫户”。

阜阳市颍州区马寨乡皮楼村扶贫队副队长刘长城说，“硬
核”脱贫户闫凡志就是一面“镜子”——基层还有一些“躺着被扶
贫”、对现有扶贫政策不知足的贫困户以及一些条件尚可也想享
受贫困户待遇的村民，“我们就会让他们对照对照闫凡志”。

“对于帮扶，他不等不靠；对于救济，他不争不要。他经常对
扶贫队员说，去帮扶那些真正需要帮扶和值得帮扶的困难群
众。”刘长城说。 （记者鲍晓菁）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阜阳：

七旬无腿老人种瓜养家

被誉为最“硬核”脱贫典型▲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群众在修建家庭水柜（2017 年 9 月 2 日摄）。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县，石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0% 以上，是广西极度贫困县之一。“一水三用贵如油，洗菜洗脚又喂牛”是过去广
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山区群众应对常年缺水生活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瑶山人用大大小小的水桶水缸、屋顶砌出的小围墙来承接雨水，储
备起来供应日常使用。干旱时，家家户户相互接济，共渡难关。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瑶族群众在房前屋后修建水柜。自 2016 年开展新一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以来，大化县已投入 3 . 8
亿元，建设家庭水柜 9774 座、集中供水工程 352 处等，解决了 19 .39 万人（含贫困人口 5 .35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广西大化：兴建水柜 解决饮水难问题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雷肖霄、潘林青）吹
起 20 多年未曾碰过的萨克斯，李战文终于结
束了流浪漂泊，站在故乡——陕西省铜川市
耀州区关庄镇道东村的自家小院里，他回忆
起改变自己命运的这四年时光。

羊瘦了，他胖了

4 年前，54 岁的李战文很心慌。
同村的同龄人几乎都在享天伦之乐，李

战文却孑然一身，吃了上顿没下顿。
“父母走得早，没人管，我又爱胡逛，就养

成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干啥都没
有热情。”叹口气，李战文想起了从前的自己。

2015 年，脱贫攻坚战拉开序幕，李战文
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的帮扶干部焦建军走进了李战文的生活，成
为他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忠实战友。

初到李战文家，焦建军大跌眼镜。长年一
人生活的李战文家，家徒四壁。焦建军尝试让
李战文养羊，没几天，羊瘦了，李战文却胖了。
一问才知，他今天去河里钓鱼，明天去田间追
兔，常常忘记喂羊，也懒得打扫羊圈，丝毫不
在意养羊这份工作。“羊瘦了，刚好把饲料省
了么！”李战文满脸的不在乎。

从“要那星星能干啥？”到“我

要养蜂！”

2017 年脱贫攻坚战进入关键时期，扶贫

扶志成为脱贫攻坚战中重要的“造血”环
节。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从李战文所在的
关庄镇道东村开始尝试推行“八星励志”行
动，根据脱贫意愿强烈程度对贫困户进行
星级评定，每季度测评一次，升星贫困户可
获得一定程度的物质奖励。

李战文不以为然。“要那星星能干啥，
我还是自己逛着逍遥自在，反正国家不会
让我饿死。”

不出意外，在第一次授星大会上，李战
文一颗星也没有获得。

焦建军却没有气馁。寒风凛冽，他
给李战文送去过冬的棉被；李战文的手
机坏了，焦建军便自费帮他购买新的手
机；了解到李战文因为退伍证丢失而无
法享受退伍金政策，焦建军几番到区武
装部、档案局找到李战文的退伍证明底
册……

在帮扶干部和扶贫政策的关怀下，漂
泊了 20 多年的李战文重新找回了来自外
界的温情关爱。李战文终于主动找上了焦
建军，语气十分坚定：“我要养蜂！”

原来李战文曾经积累了丰富的养蜂经
验。二话不说，焦建军立马帮李战文申请了
帮扶资金一万元。

2 0 1 7 年，依靠养蜂，李战文赚了
8000 多元，一举脱贫。2019 年，在焦建
军的帮助下，李战文成立了合作社，带
动附近贫困户一起养蜂。“今年养殖规
模扩大到了 120 箱，预计收入能破十万

元！”李战文说。

“幸福不能‘等要靠’，奋斗

致富最重要！”

李战文的“脱贫心”终于被点亮，焦建军
惊喜不已：“没想到，他养蜂这么专业、上心，
跟从前那个养羊的李战文判若两人啊！”。

可李战文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几
年的交情，焦建军了解到，李战文居然还是
个音乐爱好者，笛子、萨克斯、架子鼓……
几乎没有他不会的。焦建军立马托熟人买
来了萨克斯、笛子送给李战文，激励他靠自
己的双手创造幸福。

“幸福不能‘等要靠’，奋斗致富最重
要！”从此，这句话成了李战文的口头禅。

扶贫先扶志。“八星励志”不仅治愈了李
战文的“精神贫困”，也带动了耀州区贫困户
积极脱贫的步伐。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共派驻第一书记 66
人，驻村工作队 108个，驻村工作队员 397
人，帮扶干部 3200 多人，通过产业扶贫、社
区工厂、易地搬迁、光伏扶贫、医疗扶贫等多
种方式结合，因户施策，一户一策，帮扶行政
村 117个，帮扶贫困户 7179 户。根据计划，
耀州区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脱贫。

山间小院，明月清风，蜂蝶环绕，鸡犬相
鸣。吹一曲《骏马奔腾保边疆》，李战文终于过
上了梦想中的日子。四季轮转依旧，只是这一
次，无论风霜雨雪，李战文终于不再心慌。

“懒汉”李战文的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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