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岁的贫困户韦乃情至今回忆起黄文秀，
泪水仍会在眼里打转。他永远无法忘记，曾经
12 次入户与他亲切攀谈的那个青春的脸庞。
时代楷模黄文秀已经离开她牵挂的百坭村

群众将近一年了。让韦乃情欣慰的是，村里来了
接棒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杨杰兴、“90 后”扶贫工
作队员谭天社，脱贫攻坚的事业一刻也没停。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青春的力量不可或
缺。在黄文秀工作过的八桂大地，一大批“ 80
后”“90 后”青年干部以她为榜样，在脱贫一线
冲锋陷阵、挥洒青春，践行初心和使命，续写了
一曲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接力冲锋的青春力量

4月中旬，桂西山区连降暴雨。记者与百色市
德保县敬德镇驮信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梅约好了见
面的时间，但是赶到镇上时却打不通她的手机。

一位镇干部说，村里停电了，你们直接进
村，她肯定在。山道蜿蜒，路滑颠簸，记者驱车两
个小时赶到村里时，正好碰见李梅，她扎着马
尾，清爽干练，脸上带着微笑，正与一位花甲之
年的村民聊家常。

李梅 2014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到自治区人大机关工作，2018 年响应号召，来
到驮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鹌鹑蛋的销售形
势逐步稳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谈及最近的
工作，李梅如释重负。

初到村里不久，李梅就带领村民谋划建设
鹌鹑养殖产业基地，去年 9 月正式投产。可就在
产量趋于稳定、准备在春节期间大干一场时，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市场陷入低迷。

愁得睡不着觉的李梅，从村里到县里来回
奔波，联系超市、菜市场、小区团购商贩，拓展销
售市场。度过了最艰难的 2 月，市场终于在 3 月
迎来转机，鹌鹑蛋价格开始回升。

不过，疫情的影响仍在。如今，李梅每天精打
细算：过去请专车运输鹌鹑蛋，现在改搭顺风车，
每车节约成本近 700 元……“我一天都不敢懈
怠，因为害怕失败，害怕让群众失望。”李梅说。

乐业县幼平乡通曹村大寨屯是一个深山瑶
寨，贫困发生率超过 60%。由于风俗习惯等原因，
许多村民家里没有厕所，在户外如厕。这可让今
年 3月刚到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周昌都发了愁。

记者和周昌都一起走进寨子，遇见村民王
丰海。“你家的厕所准备什么时候建？没厕所太
不卫生了，小孩子容易生病。”这是周昌都第五
次劝说王丰海。

“没钱啊。”王丰海回答得很直接。
“政府补助和援建企业的帮扶，加起来有几

千块钱了，你再添点就够了。”
“我再想想吧，想好了给你回话。”
周昌都说，王丰海家养着几十只羊，不想建

厕所主要是观念问题，从最初的碰一鼻子灰，到
现在他思想开始变化，算是取得明显进步了。

“大寨屯正处在脱贫冲刺的关键时刻，相对
物质的匮乏，精神贫困更是难啃的‘硬骨头’。我
明天还会来，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决不让厕所
成为被文明遗忘的角落。”周昌都说。

1985 年出生的周昌都是脱贫攻坚战场上
的一名“老兵”。2018 年，他从乐业县政府办到
幼平乡百安村任扶贫工作队员，一干就是 2 年。
期间，尽管母亲瘫痪在床，但他从没向任何人讲
过家中的困难。

今年初，组织部门找周昌都谈话，准备选派
他到通曹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当晚我失眠了，
家人对我继续留在乡下工作没有思想准备，一
时难以接受，我思考了一个晚上，做出了抉择。
和黄文秀相比，我这点牺牲不算什么。”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西至今
仍有 2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脱贫，660个贫困

村未出列，8个贫困县未摘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时刻，一大批青年干部接过黄文秀的接力
棒，带领群众向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发起冲刺。

“逆行”山乡的青春选择

许多驻村第一书记或是独生子女，或在城
里长大，但投身扶贫事业，他们义无反顾，倾情
投入，无怨无悔。

满眼皆山，满山皆石。当李宇翔第一次来到
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那村时，这个在杭州长大、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90 后”被眼前的景象深深
震撼。“从卫星地图上看，这是莽莽群山，想不到
居然生活着这么多人。”

发展产业的艰辛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石
山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李宇翔花了很大工夫，
终于和一家龙头养殖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然而
村里竟然找不到一块可以让项目落地的平地。
最终，他决定先发展土鸡、旱鸭等“短平快”产
业，进而引导村民利用闲置山地种桑养蚕。

驻村工作繁忙，李宇翔经常周末无法回家。
2018年深秋，怀胎十月的爱人随时可能分娩。一个
周末他难得回家看望后，虽然恋恋不舍，无奈村里
脱贫攻坚项目正在紧要关头，他再次回到村里。

疼痛难忍、赶去住院、羊水破裂……爱人分
娩当晚，李宇翔不断收到她发来的信息。直到爱
人不再回复，他意识到手机屏幕另一端正在发
生的事情，“瞬间眼泪就绷不住了”。

第二天凌晨，爱人产下男婴。李宇翔回想起
那个夜晚，心情仍难平复：“但如果一切重来，我
还是会回到陇那村。”

毕业于牡丹江医学院的孙一博是一名时尚
潮人，以至于刚到上林县明亮镇塘隆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时，村民们担忧这个“白面书生”能
否坚持下去。

面对语言不通、群众不信任的局面，这个城
市男孩脱下潮牌服装，换上了一件印着姓名和职
务的“扶贫马甲”，穿着它走访了村里所有的贫困
户。两个月后，大家不仅知道村里来了一名穿着
马甲的驻村第一书记，还知道有困难就找他。

从争取帮扶资金到动员农户发展产业，从
解决贫困户实际困难到为农产品跑销路，两年
来，孙一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2019 年，
塘隆村告别贫困。

有的人在实战中脱去稚嫩，有的人更加坚
定前行的方向。凌云县泗城镇后龙村驻村第一

书记于洋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曾多次到西部
省份调研，产生了投身西部建设的想法。2014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到自治区财政厅工作，
2018 年主动请缨担任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

村里人均耕地 0 . 36 亩、一度贫困发生率
达 90%。面对现实，于洋扑下身子，带领村民建
猪场、鸡场，发展枇杷、牛心李产业。2019 年底，
后龙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6 . 92%。

山外的世界繁花似锦，山中的世界简单充
实。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河乡丹桂村驻村第一书记
马腾，每天都要到贫困户的蚕房走走看看，在中
山大学求学的日子早已远去；乐业县花坪镇运赖
村驻村第一书记田庆社虽然是一名“90 后”，但
是已经到第二个贫困村任驻村第一书记，这几天
他正忙着给丈夫因病去世、独自抚养 3个孩子的
贫困户黄梦当“红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际遇，我们这一代人能投身到脱贫攻坚事业
中，我认为是一种幸运。”于洋说。

不忘初心的青春使命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名词，到基层做
调查研究被称为“田野工作”。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毕业的周福波刚工作不久，就主动申请到脱
贫攻坚一线，继续另一种“田野事业”。

周福波刚到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时，不少
村民心里嘀咕：这个“90 后”小年轻能当好驻村
第一书记吗？也有人说周福波只是来“镀金”的。
但周福波坚持吃住在村，遍访 15 个屯 700 多户
村民，努力学习当地方言，经常和村民一起劳
动。水稻插秧时节，他撩起裤腿便下田帮村民插
秧，忙完发现腿上爬满了蚂蟥。

去年 8 月，周福波的女儿出生，陪产假还没
休完，他就赶回村里。脱贫任务繁重，周福波没
法回家，爱人带着女儿来到村里，一住就是一个
月。为开拓砂糖橘线上销路，他一家 3 口上“抖
音”、上“快手”，为砂糖橘“代言”。

周福波在大学 3 年级时已经入党。“学生时
代对党员身份认识还比较浅显，两年来，在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时，在碰面的村民给予会心的微笑
时，我对共产党员的身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践行使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林县西燕

镇岜独村北幼庄枯水期时常出现饮水难。2018年 3
月，来自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康勇上任驻村
第一书记后，很快联系打井队，到村里勘探打井，然

而钻了十几个地方，还是打不出水。
有村民来到村部指着康勇的鼻子说：“我

们水都没得喝，你来这里有什么用？”康勇觉
得很委屈。

一户户摸清群众饮水难的情况后，康勇开
始反思：“水是关乎生产生活的大事，老百姓喝
水难，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群众怎么骂都不
过分。”经过沟通，他把村里芒果园的水源分一
部分给北幼庄使用，暂时解决饮水难题。

2019 年 12 月，北幼庄的新水井终于打
好。喝水不愁的村民给康勇送来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好书记”。

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六林村群山环绕。3
年前，24 岁的牟海迪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
记，让他没想到的是，雨季时节，村里手机信
号和电力经常中断，成为山中“孤岛”，无尽的
孤独蔓延到他内心深处。

村里要修路，因为与村民意见不合，起了
争执，牟海迪哭了。好不容易说服一家公司帮
助建太阳能路灯，资金却迟迟不到位，沟通中
遇到挫折，牟海迪又哭了。村民给他取了个外
号——“爱哭书记”。

这时候，家人从浙江过来，将他行李打
包，劝他放弃。可是，牟海迪知道，他是党员，
他不能撤退。

路灯资金没到位，他就上门“磨”；语言不通，
他主动向村民学习；意见不统一，他挨家挨户找
村民商量……渐渐地，牟海迪变成村民口中的
“牟书记”，村民家里有红白喜事都邀请他参加。

“去年洪水围村，许多天无法外出，村民
给我送来米、面、肉和蔬菜，那一刻我觉得无
论付出多少都值得。只要扎下去，埋头干，人
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接纳你。”牟海迪说。

在百坭村，清清的谐里河缓缓流淌，村里尚
有 9户 37人未脱贫，谭天社每天忙碌于黄文秀
留下的砂糖橘和养蜂产业，确保不让一个贫困
群众掉队；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元力村驻村
第一书记沈彦东，超过一米八的个头，皮肤黝
黑，每天骑着摩托车穿行于山弄崖壁间……
夏日将至，山中郁郁葱葱。这些年轻的共

产党员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川河流，融进广
袤的田野乡村，在田野中吸取养分、历练成
长……（记者王军伟、向志强、何伟、农冠斌、
林凡诗、曹祎铭、胡正航）

新华社南宁 5 月 4 日电

八 桂 大 地 上 的 青 春 之 歌
记奋战在广西脱贫攻坚一线的“黄文秀式”干部

▲广西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那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宇翔（左三）在走访贫困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上接 1 版）春天的呼伦湖，积雪渐融，万物复苏。
湖畔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一派生机勃勃，40 多名
青年环保志愿者正在打扫清理野生动物的活动场地，
不时用镜头记录下动物们的互动瞬间。

“呼伦湖是这一方水土的母亲湖，保护这片湖水和
这里的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活动组织者、呼伦贝尔
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代守扬说。

在她看来，环境保护已成为我们草原青年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31岁的她几年前辞职，专心从事环保工作，
2016 年发起成立环保志愿者协会，当地青年积极参与，
每年开展草原捡垃圾、生物多样性保护、垃圾分类宣传
等近百场公益活动，累计吸引 4000多人次参与。

面向未来，中国青年恰如春天的内蒙古大草原生机
勃勃。2019 年，代守扬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
社区”活动上，与各国青年代表分享了自己的环保实践。
她说：“世界的环保事业，不能缺少中国青年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青年志愿者总量大幅攀升。他们奉献
爱心，并将公益理念传播到海内外。

在汶川地震中劫后余生，如今专门从事青年志愿
者工作的杜灿灿说：“志愿服务不仅在偏远山区，我们
每个人身边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从身边做起，从社
区开始，让志愿服务常在。”

奋斗的青春是火红的、洁白的、郁郁葱葱的，是绚
丽多姿的。中国青年将奋斗作为青春的底色，让青春在
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参与采写：董小红、王婧媛、郭敬丹）

新华社上海 5 月 4 日电

本报记者董建国

五一假期，福建龙岩武平县的返乡创业大
学生王秀珍格外忙碌：穿梭在田间地头，指导百
香果果苗种植，和农户签订供销协议，诊脉果苗
长势……短短几天，她已跑了 4 个乡镇。“正是
春耕时分，百香果需要栽苗、培土、施肥，每一个
环节都需要认真仔细。人勤地不懒，希望今年有
个好收成。”

眼看着百香果变成农民的“致富果”“黄金
果”，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拳头”产业。王
秀珍感慨万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互联网+，让深闺中的土特产飞出大山

2013 年返乡创业前，“ 85 后”的武平姑娘
王秀珍是个连百草枯都没听说过的青涩大学
生。如今，她却成为当地的“百香果女王”。

王秀珍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福州等地闯荡多
年，2013 年决定返乡创业。“家乡绿水青山中藏
着红菇、灵芝、金线莲等农产品。各种农产品种类
繁多、原汁原味，但由于没有好的销售渠道，一直
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村民们辛劳而清贫。”

王秀珍回到武平，立志要用自己掌握的互
联网电商知识把家乡的原生态农产品推向全
国。刚回来时，乡亲们不理解，好不容易考出大
山，为什么要回来？“面对质疑，我用行动说话。”
有些腼腆的王秀珍谈到自己回乡创业的决定
时，神色坚定。

和很多的创业者一样，王秀珍创业路并非
一帆风顺。为了发掘更多优质原生态的农产品，
王秀珍经常独自一人开着车往深山里跑。蜿蜒
的盘山小路，有时候只容许一辆车通行，车窗外
就是陡峭的悬崖，一段路走过来，握方向盘的手
掌满是冷汗。

秉持客家人勤劳、吃苦、不服输的性格，王
秀珍还是坚持下来。针对农户的顾虑，王秀珍总
会用家乡话和农户们拉家常，用手机给他们演
示电商平台的运作。一来二往，很多农户选择了
和王秀珍建立起销售合作关系。随后，王秀珍创
建了自己的农业公司，并承包 120 亩土地建设
生产基地，主要经营红菇、灵芝和金线莲等特色
农产品。慢慢地，创业走上正轨。

相遇百香果，“时髦”水果成“网红”产业

走在武平县的乡间道路上，不时可以看到
“少养猪多种果，要种就种百香果”的标语。近年
来，这个曾经为污染所苦的生猪养殖重镇，把百
香果作为养殖户转业转产的新出路。伴随生猪
养殖的下降，当地百香果种植面积从 2016 年的
600 多亩发展到如今的突破了 2 万亩。

武平县的产业转型为王秀珍提供了新契
机。在她看来，由于地热条件好、昼夜温差大、丘
陵地貌多，生态条件良好的武平非常适宜种植
百香果，所产果子色泽鲜亮、味甘醇、香味独特。
随后，王秀珍创办了武平县优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带领乡亲们投身百香果种植与销售。

王秀珍说自己对百香果是“全情投入”：每年
有一大半的时间往乡下跑；每天都要在 20多个
百香果微信群里浏览信息并忙着网上接单。说起
近年来在这颗“时髦”水果上的起起落落，王秀珍
说做农业就要脚踏实地，急不得也快不得。

品质过得硬，是首要课题。为带领乡亲们
育好苗种好果，王秀珍通过对接福建省农业
农村厅育苗基地建设项目，建立了武平首家
百香果标准化育苗基地。基地通过专家全程
对接指导，年可培育百香果种苗 100 万株以
上，为 6000 多亩百香果基地提供种苗。王秀
珍随后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推广高
产、优质百香果种苗及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

在王秀珍的带动下，200 多户农户投身百
香果种植，去年平均人均增收 6500元以上。王
秀珍还为贫困户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指导、产
品回收等帮扶，并对贫困户的日常生产进行量
化指导，提高种植效率，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武平县民主乡原先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钟瑞凤，
一直靠种粮糊口维生。2018 年他种植了 1 . 4
亩百香果，去年收入近万元，摆脱了贫困。

延展产业链打造特色品牌

2019 年 8 月 31 日，淘宝女主播薇娅直
播推介武平黄金果，2 万箱百香果被抢光。百
香果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网红果”。

“武平百香果，今天你吃了吗？”响亮口号的
背后是品牌的底气。“我们改变以往先生产再找

市场的做法，把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摆在重要位
置。”王秀珍说，“我们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优势、品
牌优势。政企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火起来、活起来。”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优达农业公司与阿里
巴巴合作“武平百香果出海项目”，2017 年 12
月百香果销往香港，去年又销往澳门。

为解决百香果销售问题，王秀珍牵头建设
运营了武平县百香果分拣中心，中心设置分
拣、装卸、收发货、储存、速冻、保鲜及初加工等
功能区，为全县果农提供一站式服务，每日最
高可分拣百香果 5 万斤。

百香果产业如何进一步规模化发展？王秀
珍认为，如果只看到眼前的鲜果火爆行情而忽
略产业链延伸，市场饱和又要面临销售困难。
应当瞄准高精尖、高质量，继续坚持“技术为
先”，把住源头品质；以更宽泛的思维，做好前
瞻性规划，延长产业链。

随着加工与综合工艺不断改善，武平百香
果的“全果利用”不再遥远。如今，优达公司在
销售鲜果同时，积极探索深加工产品研发，推
出百香果干、百香果酸奶饮品等系列“网红”产
品，深受网民青睐。“以后果皮还可以做饲料，
百香果还可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等，值得期
待。”王秀珍说。

“大山深处逐梦想。既然选择了返乡，就要
坚持下去。”王秀珍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把
家乡的山水美景利用起来，与乡亲们一起实现
致富梦，因为她的根在这里。

大学生变身“新农人”，百香果种成“黄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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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出生于 1992 年，他
所在的新疆乌恰县是我国最
西端的一个县，常被人们称
为“中国西极”。那里处于帕
米尔高原腹地，是新疆贫困
程度最深的区域之一。周龙
是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主管
扶贫工作的副乡长。在脱贫
攻坚的决战之年，他和其他
扶贫干部一样，把“办公室”
搬到了田间地头和农户家
里，每天走访贫困家庭，引领
村民升级农牧业，成为高原
上亮丽的青春身影。

抓住“病根”开对方

“要精准找出‘重点帮扶
户’，这些人员实现稳定脱贫
了，整体就稳定了。”周龙说。

周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是和扶贫干部一起开个碰头
会。会上每人都要报告今天
的工作计划，议定下来。因为
工作分派细化到人，他便把
这个会戏称为“派工会”。每
次开会他都会特别提醒大
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包干
户”生产生活欠缺什么，“把
村民家的点滴小事都做好
了，扶贫的大事也就水到渠
成了。”

当前，扶贫“边缘户”是
周龙最关注的群体。按计划，
他每天上午一定要走访摸排
一些“边缘户”的动态情况。

“摘帽户”阿不都热扎
克·巴衣江的母亲病了，最近
在城里的大医院住院治疗。
周龙担心他家因病返贫，就
常来问询情况。阿不都热扎
克说，母亲治疗费用能报销
95% 左右，家里还养了 90只羊和 2 头牛。得知他眼下
经济没困难，周龙便放下心来，约定下周再来看他。

周龙说，近几年扶贫工作做得很扎实，今年主要是
查缺补漏，把每家每户可能返贫的因素都找出来，提前
解决掉，这样就能保证 2020 年全乡老百姓一个不漏地
实现脱贫。

消除“硬伤”补“短板”，厚植脱贫致富土壤

帕米尔高原上的春天来得晚，现在正值备春耕、促
生产的关键时期。每天下午，周龙身影都会出现在乡村
大棚或棚圈之中。

膘尔托阔依乡是帕米尔高原腹地的一个牧区乡。
过去乡里的牧民在大山里逐水草而居，依靠放牧为生。
村民珠玛汗回忆，那时在山上住的是用木石搭建的房
子，没有电，饮水要去河里提。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村
民陆续从山里搬迁下来，住进政府援建的定居兴牧新
村。现在村里水、电、路、网都通了，幼儿园、小学、卫生
室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现在没有‘硬伤’了，但是还有短板。”周龙说，一些
原来的牧民正处于从放牧到务农的转型期，农业技术还
不行，“加强农牧业协同发展，是当前的工作重点。”

目前，村民们的庭院经济已初具规模。一些农户院
子里的辣椒、西红柿等秧苗已发芽。“用好了庭院，最起
码买菜钱省了。”周龙说。
另外，乡里还有个农业发展“聚宝盆”—— 320 余座

大棚。连日来，村民们都在大棚里忙碌着。为了增加收
入，村民们淘汰了以往种植的蔬菜，培育起了郁金香、芍
药等鲜花和苗木。村民艾斯卡尔·艾力力说，种花木比种
蔬菜挣得多，今年的作物早已被城里的商家预订一空。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凝聚合力脱贫致富

“90后”的周龙还未成家，他一直住在乡政府的集体
宿舍。每天晚饭后，是他和同事们在办公室汇总一天工作
的时间。村民们所需所想的事情，他们都分门别类记录在
本子上，成为明天或者以后一段时间要做的工作。

打开记录本，里面的内容非常细碎，从村民家一般
的水电费支出，到土特产市场行情，都有清晰的记录。

“把身影留在田间地头的扶贫干部，才能成为村民
信赖的‘主心骨’，老百姓才真正有信心脱贫致富。”周
龙说，定居兴牧新村刚设立的几年，扶贫干部带头在田
里挑出石块、更换土壤，同时引进水利项目修建水渠，
保障灌溉顺利。针对当地群众擅长饲养牲畜的优势，扶
贫干部又主动联系外地畜牧企业，帮助村民引进优良
种畜，提高养殖收益。
周龙表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是当前脱贫工

作的重要指导思想。“眼下生活环境改善了，人的生产生
活观念也要提高。”周龙说，现在乡里不断宣讲惠民政策
和致富带头人的奋斗故事，目的是帮助那些“懒散户”突
破以往陈旧的生产生活观念，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
贫”，不断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确保全乡不漏一户实现
长期稳定脱贫。（本报记者于涛、董亚雷、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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