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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3 日，一名儿童在红泥崖社区“村晚”现场。五莲县位于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日照市，该县红泥崖社区组织的春节
联欢会是村民们每年期盼的文化大餐。红泥崖社区的“村晚”节目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创办 8 年来，逐渐成为当地过年喜庆气氛
的“标配”。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村村晚晚””唱唱出出幸幸福福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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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 月 24 日电
（记者王凯）除夕一大早，陈长
永就出现在村支部办公室，忙
前忙后地张罗同事带上早就买
好的面粉、大米、食用油准备出
门。作为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
石场乡李家山庄村的扶贫“第
一书记”，陈长永今天准备和村
里的脱贫户董田香大娘一起做
一桌除夕宴。

74 岁的董田香是一名老
党员，曾担任过村里的妇女主
任。老伴和小儿子很早就去世
了，大儿子由于脑溢血常年在
县城养病，无力抚养老人。独身
一人的董田香生活清贫，但她
依然乐于助人。

“村里要建幸福大院，董大
娘不仅主动捐了 100 元，还花
80 元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没事
就去给大家理发。”陈长永说。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
作不断深入，董田香享受到扶
贫收益、低保、60 岁以上老人
的村里分红等数项补贴，逐渐
摆脱了穷困的日子。2016 年
底，董田香正式脱贫。

“脱贫也不脱政策。”在董
田香老人家里，陈长永坐在小
马扎上剁着肉馅，董田香则在
往锅灶里添柴禾，小小的门厅
充满了年味。陈长永告诉记者，
像董大娘这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虽然已经脱贫，但政府还会
按照扶贫政策继续扶持，省却
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快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子”，做饭间隙，董田香
带领记者在屋里转了起来，洁白的墙面，严实的屋
顶，还有墙壁上的纤维板取暖墙，都让她自豪。

一旁正在帮忙贴春联的陈长永说，董田香
在那次危房改造中获得了 1 万元的贫困户补
贴，修葺一新的小屋让老人开心了好久。

记者在董田香干净整洁的小屋内看到，大
米、面粉、食用油和各类果蔬应有尽有，电视机柜
上还摆着几束鲜花，在春节的暖阳中悄悄绽放。

“出锅了！”雾气蒸腾处，陈长永和董田香端着
刚刚煮好的饺子走来。在这个偏远的贫困山村里，
一桌丰盛的除夕宴点亮了农历新年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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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 月 24 日电（记
者刘紫凌、阮周
围、袁汝婷）前往
土家族汉子王君
田家的路并不好
走。从湖南长沙市
区出发，驱车 7 个小时，在蜿蜒狭窄
的山路上盘旋，才能到达常德市石
门县罗坪乡大龙坪村。

湖南石门县，地处武陵山脉东
北端，地势险、海拔高，素有“湖南屋
脊”之称。2011 年，它被纳入武陵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于 2018 年脱
贫摘帽。

春节来临，大龙坪村家家户户
挂起灯笼，贴上春联，敞开大门。记
者走进干净亮堂的屋里，和乡亲们
聊天拜年，道别时，兜里总会被塞上
一大把瓜子和糖果。

王君田家尤其热闹，许多村民
都是来看“新娘子”的——腊月二十
五，49 岁的他娶了个漂亮媳妇回
家。腊月二十八，记者走进他家时，
穿着大红外套的王君田正和妻子易
必林忙着准备团年饭。

灶屋里，烧制猪头的柴火噼啪
响。这是当地的土家族年俗，王君田
笑着添了一把柴，说道：“烧完了猪
头，还要烧猪尾，代表一整年‘有头
有尾’，圆圆满满。”另一边，村民们
正在磨豆腐、打糍粑、杀土鸡。

这都是为晚上的土家赶年团年
饭做准备。“赶年”是湘西北山区的
土家族年俗——过了小年，直到除
夕前，每天都可以吃团年饭，寓意
“赶着过年”。当地民谚称：“腊月二
十八，越吃越发；腊月二十九，越吃
越有。”

“这不，趁着过赶年，大家都来
看新娘子了。”炭火炉边围了一圈乡
亲，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大家伙儿
都起哄笑开了，正在泡茶的易必林
红着脸低头笑。

易必林是石门本地人。以前山
里穷，20 岁那年，她南下广东打工，
2013 年回到家乡。“听说政府发展
扶贫产业，家门口就有活干，我就回来了。”

前些年，王君田父亲去世，母亲脑梗偏瘫，家中欠
下十多万元债务，在 2014 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近几年，通过乡、村两级帮扶，他申请了 5 万元金融
扶贫小额贴息贷款，买了机器、成立了茶叶合作社，
2019 年他家年收入 20 多万元。脱贫后，他偿还了债
务、在家门口建了厂，母亲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鼠年里，我打算把机器更新换代，扩建厂房，把产
业再做大一点。”王君田看了一眼妻子，笑着继续说，
“再争取生个胖娃娃。明年欢迎你们再来我家坐坐，到
时候肯定人丁更旺，日子更好！”

距离大龙坪村 1 小时车程，是海拔千米以上的南
北镇金河村，这里曾是石门最贫困的乡村。记者走进了
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户邓先鹤的家。

住在村里地段最偏的山区，邓先鹤曾经因为信息
闭塞，找不到致富门路。大约 20 年前，妻子受不了山里
的苦日子远走他乡。2014 年，邓先鹤被认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他开始养蜂、种
茶叶和药材，在 2018 年顺利脱贫。如今，他还成了村里
的产业致富带头人，不少村民都跟着他学养蜂。

邓家堂屋正对着连绵起伏的大山，灯笼早早就点
亮了，一方小院喜气洋洋。房梁上挂着腊肉，柴火烘烤
出阵阵香味，火上吊着一壶开水，滋滋冒出的暖意冲散
了严寒。

邓先鹤和村民们正在院子里为团年饭做准备，一
边还聊着新一年打算。“过完春节，我打算再多养些蜜
蜂，养到 100 桶。蜂箱早都制备好了，扶贫工作队还帮
我申请了贷款，万事俱备！”

团年饭做好了。腊猪蹄、土鸡、河鱼……将圆桌占
得满满当当，人们举起酒杯，互道农历新春祝福。

院子里，孩子们点燃了烟花。48 岁的土家族汉子
邓先鹤笑得腼腆，悄悄对记者说：“2020 年，我想找个
会做饭的（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

一簇簇烟火，点亮了湘西北大山里的夜，爆竹响
起，腊肉飘香，村民们正期待着新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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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24 日电（邹大
鹏、刘赫垚、唐铁富）一碗猪肉炖酸菜，一盘
酸菜馅饺子，脱贫户王会双再也不想吃这
样的年夜饭了。

53 岁的王会双在家排行第
五，人称“王老五”。在黑龙江省林
甸县朝阳村，王会双是远近闻名
的孝子，多年尽心伺候瘫痪在
炕的老娘。

“俺娘馋肉了，年夜饭却
只买得起一斤肉，配酸菜炖
熟了给她挑出来吃！”提起 4

年前的那个春节，王老五用粗糙的大手抹了
抹眼角。

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林甸县是国家级贫
困县，虽地处松嫩平原，但多是沼泽、草甸和
盐碱地。家里只有 1 垧多旱田，老娘离不开
人，分家另过的兄弟们也穷得叮当响，空有一
身好力气的王老五只能捱着苦日子。

走进王老五家，扶贫干部魏建华有点看不
下去：“咋能穷成这样呢？年轻力壮的干点啥活
都行啊！”他帮着联系了村附近的大型养殖场，
安排王老五去打零工，没想到被硬生生地撅了
回来：“家里没人照顾，俺娘咋整啊！”

也是，帮扶不能戗着来，得
考虑贫困户的实际困难。魏建
华开始琢磨，不出家门能干
点啥呢？国家扶贫政策这
么好，不用好就白瞎了。

“买了 700 多
只鸡苗养溜达鸡，
那满眼都是奔跑
的人民币！”老
魏帮着申请
的 5 万元

免担保扶贫贷款到手后，王老五盖鸡舍、买饲
料，准备大干一场。

民谚说，家有千万，带毛不算。眼看着
小鸡一天天长大，王老五满心欢喜，却没想
到秋天的一场鸡瘟让他彻底蔫了：“全军覆
没，一只没剩。”拉着死鸡去深埋的路上，这
个刚强的汉子眼泪哗哗直流。

咋翻身？看着满嘴起泡的王老五，魏建
华心如火烧——不能趴下，还得干！一次次
来家里聊天，老魏发现老五有蒸粘豆包的
好手艺：“你就敞开干，我给你当推销员，一
定把赔的钱赚回来。”

凌晨一点多，天上的星星还在睡觉，王
老五已经开始淘黄米发面。这是个力气活，
粘豆包好不好吃主要看和面是否筋道、有
嚼劲。这也是个技术活，炕上温度掌握不好
发面容易酸。烧锅、上蒸屉、室外冻……王
会双要忙到晚上 7 点多才能上炕歇着。

2018 年，王老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
赚了 5000 多元。“我的微信朋友圈天天卖
豆包，还找了县里一些餐饮企业和单位食
堂，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王会双说，自己记不清做了多
少个豆包，但脱贫的大账却算得清

楚。今年春节的年夜饭，王老五
家准备了 6 个菜，肘子、鱼、小

鸡和肉冻子透着香味，黄瓜、
蒜薹等青菜也上了饭桌，

再也不用上顿酸菜、下
顿酸菜了。

在林甸县，许多像
王老五一样的脱贫户，
告别了“酸菜年”，目前
全县 48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脱贫退出贫困户
3563 户 7432 人，未脱
贫户 700 户 1507 人，贫
困发生率为 0 . 73%。

王老五告别“酸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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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
北镇金河村的孩子点燃烟花迎
接新年（1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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