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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贵阳 5 月 5 日电
（记者李春惠、李凡）尽管
“五一”假期有难得的两天休
假，但休假中的吴迅总是忙个
不停，有村民刚从外地回来，
他打电话耐心讲解现在的疫情
防控政策；村里经果林要到压
枝塑形的时候了，他又不放
心，提前预约技术人员前去指
导……

“村民大小事都喜欢找
我，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的信
任。”

“ 80 后”吴迅， 2016 年
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
省农业科学院旱粮研究所工
作。这位主要从事玉米遗传育
种领域研究的博士后， 2018
年 3月主动请缨到贵州省石阡
县青阳乡大坝村挂职驻村第一
书记。

“博士来村里当干部，得不
得行哟？”“高射炮打蚊子，怕是
大材小用了吧？”刚进村里，吴
迅就遭到村民“泼冷水”，但他
没有灰心，“我从小在农村长
大，相信能取得村民的信任。”

吴迅开始挨家挨户走访村
民。71 岁的村民江朝明说，两
年前，他家厨房烂砖烂瓦，一直
漏雨，吴迅走访时掏出 500元
钱帮他换上彩钢瓦，解决了漏
雨问题，之后又争取到扶贫资
金，拆掉厨房烂砖砌上了石砖，
“他对我们就像亲人一样。”

用了几个月，吴迅走访了
全村 280 多户村民，通过开院坝会、党员会的方式，了
解老百姓的发展意愿、劳动力情况等。有空时，他也跟
村民聊聊上一辈农村人的辛苦，说说现在的好政策，讲
讲自己小时候摘果子、掏鸟窝的趣事……渐渐地，村民
逐渐接纳了这位驻村的博士。

大坝村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村民以前多种植苞
谷、洋芋等传统农作物。一亩地平均收成 700 多元，扣
除劳动力成本、肥料钱等，每亩土地收入并不多。

2018 年村里引进合作社示范种植高粱 30 亩，吴
迅还帮忙找到了一家酿酒厂收购高粱，可村民就是不
愿意种。

“村民没种过，不敢冒风险，我就挨家挨户去说，要
是亏了，算我的。”第一年，只有几户村民跟着种高粱，
其中一户种 5 亩赚了 1万元。“老百姓看到了效益，
第二年主动要种子， 50 多户村民共种植 300 亩高
粱。”吴迅说。

2019 年以来，大坝村又通过“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形式，发展苗木、辣椒种植和观光鱼塘等产业项
目，此外，吴迅争取到帮扶资金 100万元，用于发展
蜂糖李、樱桃等精品水果。 2019 年底，大坝村实现
全部脱贫，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8000元。

在和村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吴迅被深深感动。
2019 年初，大坝村持续降温十多天，吴迅住在村委
会，正为没有水没有菜而发愁，几位村民挑着水桶、
背着红薯和洋芋送到他的住处。“你真情实意地为老
百姓做事，老百姓也会信任你。”吴迅说。

五月来临，气温回升。在大坝村，每天有几十名
村民忙着给苗圃基地的花木塑形、浇水，在精品水果
园给树木剪枝、施肥，他们每天的务工收入在 80元
到 120元不等。吴迅说，今年村里最重要的就是管护
好现在的产业，让老百姓增收更稳。

经历了多年的四处奔波，47
岁的柏桃花终于过上了稳定的
“上班族”生活。

柏桃花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
县六坝镇东上坝村的村民。一直
以来，除了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她
还四处打工挣钱。“因收入不稳
定，所以人要到处跑。”她说。

去年 3 月，柏桃花收到了镇
里的用工通知：就近打工，按天计
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来到这
个兰花车间，经过简单培训，干起
了给兰花装箱的活儿。

车间里，一排排兰花整齐摆
放，一片红艳艳，一片黄灿灿，各
色各样竞相开放：有的如裙摆飞
扬的少女，有的还飘出醉人的香
味。柏桃花被这满目兰花“留”住
了。“每天按时上班，不仅人轻松，
还能照顾家里。”她说。

如今，柏桃花包装兰花的手艺
越来越熟练，一个月能挣 2600 元左右，日子越过越舒
心。不仅如此，她还邀同村的几名妇女一起来务工。

柏桃花务工的花卉企业来自南方，2019 年由政
府招商引资进驻民乐县。“民乐县地处河西走廊，我
们在这里布局，主要看中‘一带一路’的区位优势。”

张掖市文德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爱
军介绍，南方湿热的气候适宜育苗，但西北气候干
燥、温差大，病虫害少，光照条件更适合兰花生长，花
卉品质更好，符合欧洲市场的消费标准。

民乐县东上坝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尚
高善介绍，民乐县将当地原本产出较低或闲置的
温室大棚提供给企业作为生产用房，企业可以“轻
装上阵”，农户也有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如今，不仅是柏桃花，周边 30 余户贫困户也因
“花”走上脱贫路，人均月增收约 2700 元。“花田”成
就了大家共同的喜事。

（记者何问、王博） 新华社兰州 5 月 5 日电

新华社长沙 5 月 5 日电（记者席敏）“亲，你要的
腊肉已经发货啦”……“五一”小长假，经营腊肉制品的
易少华、易定涛父子，忙得不可开交。一声声“亲”中，
大山里的美味腊肉走向全国各地。

父子俩是湖南省邵阳县河伯乡石塘村村民。父亲
易少华，今年 55 岁，腊肉制作经验丰富；儿子易定涛，
今年 30 岁，学会了父亲全套本事。父子俩曾在沿海地
区打工，看到家乡变化越来越大，两人一商量就回
了村。

刚回到村里，易定涛推着小板车到县城叫卖腊肉。
第一天，只卖出 4 两，他很兴奋又很沮丧：“有人买我的
腊肉，很开心，可顾客太少了。”

经过一番市场考察，易定涛和家人决定，将腊肉卖
到更远的地方去。于是，他们在国内 6家电商平台开
设了店铺。

制作车间设在村子里。易定涛身上套着围裙，钻
进一间间用途不同的房子，认真查看腊肉的品相。腌
制、风干、烟熏、检验、包装……每道环节都严格按照传
统工艺进行。成条的腊肉挂满房梁，油茶壳燃烧产生
的烟雾，裹着清香缓缓升起。易定涛往火堆上添加了
一些油茶壳，打量着腊肉的成色说，再过几天，就可以
出货了。

每天，易定涛开车将打包好的腊肉送到 30公里外
的县城，通过快递发给远方的“亲”。生意最红火时，一
天的销售额就达 18万元。

父子俩经营的店铺背后，有周边两个村的 830 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2017 年开始，易少华父子俩借鉴
电商扶贫方式，将仔猪交由贫困户养殖，出栏时以略高
于市场价回收。

几年下来，乡亲们养殖的畜禽越来越多，父子俩网
店里的商品也丰富起来，已有腊肠、腊鱼、腊鸡等 16
种。一声声“亲”的吆喝声中，腊肉制品通过电商平台
卖出去，贫困户的荷包也越来越厚实。从 2017 年起，
贫困户易桂华就在易少华父子俩的车间熏制腊鸡等食
品。她说，过去靠山坡间的几亩耕地，一年难存下
2000元，如今每月工资收入就有 3000元。“没想到，熏
肉的老手艺也成了挣钱的门路。”易桂华笑着说。

山间烟火气，亦有醉人香。今年年初刚刚摘下国
家级贫困县帽子的邵阳县，一大批“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特产，正借助电商继续走出大山奔向“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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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5 月 5 日电（记者徐海涛、
吴思思）简单的随身用品、写满驻村经历和感
受的驻村日记、印着自己名字的小马甲……

两年前，苏勇力收拾行囊踏上他的“连
任”之旅，目的地是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加尤镇
一个叫案相的山村。

记者日前来到案相村时，苏勇力正在一
个养鸡场旁和村民商量新引进一批鸡苗。皮
肤晒得黝黑的他，已没了曾经“白面书生”的
样子。

2011 年，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苏
勇力放弃北京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
色工作。2014 年，他主动申请到凌云县下甲
镇加西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并在 2015
年 9月任期届满后，申请继续留在加西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

初到加西村，苏勇力看到，不少村民还居
住在破旧的木瓦房里，有的高山屯甚至连砂
石路都没通。“加西村人均只有几分地，过去
村民主要依靠种玉米维生。2015 年精准识
别时，全村贫困发生率达 38%。”苏勇力回
忆说。

如何脱贫？苏勇力在大山里寻找答案。
他带领村“两委”干部白天走村入户、晚上开
会讨论。加西村小学校舍破旧，他筹资 80 多
万元新建宿舍楼，解决师生住宿问题；村里高
山瑶寨缺水，他在附近山头徒步寻找水源，并
申请项目建设水柜。

经过广泛走访，苏勇力对村里产业发展
有了思路：一方面，加强党建促脱贫，结合石

山实际探索种桑养蚕；另一方面，攻坚交通基
础设施，不断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 2017 年，加西村顺利脱贫，全村当
年仅桑蚕产业收入就有 500 多万元。”加西
村党支部书记劳庭铁说，在产业取得突破的
同时，加西村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也大为改
观，加西村党支部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自治
区基层党组织星级评定中，被评为“五星级
党支部”。

2018 年春季，苏勇力在加西村的驻村工
作进入尾声。让人想不到的是，他选择到距
离加西村几十公里远的案相村“连任”驻村第
一书记。

“我要结合此前的经验，去更艰苦的地
方，啃更硬的骨头。”苏勇力说。地处大山深
处的案相村，山多地少，村屯分散，苏勇力结
合村里实际，巩固提升传统的茶叶、山茶油等
产业，并探索发展种桑养蚕、林下养鸡等
产业。

“很多项目都是苏书记带头跑出来的，他
特别实干。”案相村村委会主任王云忠谈及村
里的变化很是感慨。2019 年，曾在全县考核
排名靠后的案相村打了一个漂亮“翻身仗”：
全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6万元，排名全县
前列，并在全县“乡村振兴·争创五旗”活动中
获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三面
红旗。

如今的案相村，屯屯通了水泥路，全村贫
困发生率已由 2018 年初的 14 . 9% 降到 2020
年初的 1 . 7%。“村里新建了两个规模养鸡
场，扩建了几处蚕房，今年我还打算组织村民
养鱼，继续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苏勇力说。

苏勇力脚步不停。6 年前驻村时购置的
私家车，里程已超过了 10万公里。在桂西大
山里，苏勇力已扎根 6 年多。他带给山村变
化，山村也“回馈”他以温暖。

群山连绵，山路蜿蜒。苏勇力和村民们
期待着山村更加美好的未来。

北大毕业生，驻完一村又一村
第一书记苏勇力的 6 年“扶贫路”

四四月月的的淮淮河河畔畔谷谷美美花花香香，，清清冽冽的的淮淮水水徜徜徉徉在在
皖皖北北平平原原，，鱼鱼跃跃鸥鸥飞飞。。

张张朝朝玲玲仿仿佛佛头头一一回回看看见见这这样样的的淮淮河河。。66 年年
前前，，她她拗拗不不过过丈丈夫夫的的执执意意，，举举家家搬搬回回了了这这个个当当初初拼拼
了了命命逃逃离离的的““水水窝窝子子””。。此此刻刻，，她她庆庆幸幸自自己己回回来来了了。。
淮水汤汤，曾福泽于民，亦降祸于民。新中国

成立以来，淮河干流安徽段共设行蓄洪区 20 余
处，区域内生活的人曾“穷于水、困于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
战在淮河两岸打响。改善人居环境、兴建基础设
施、发展适应性产业，沿淮多地闯出了一条因水制
宜、生态优先的脱贫“水路”。

过往的苦难和奋斗，是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
来！2020 年 4月 29 日，安徽省 31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至此，沿淮行蓄洪区贫困人口全部告别
贫困！

从“恨水”到“爱水”

这是淮河岸边特有的景象。沿路一排排去皮
的杞柳枝，在骄阳的烘烤下，发出浅黄的光泽。

熟练的手法，翻飞的柳条，街头巷尾，人们在
说笑中，麻利地编织着形状各异的篮子、簸箩。

三十年前，这样一个簸箩，对于张朝玲一家五
口来说只能换取几顿米和一点盐。

那时，地处淮河中游的安徽省阜南县郜台乡
宋台子村还是一个穷苦的“水窝子”，20 岁出头的
张朝玲每天望着水中恣意生长的杞柳，最大的愿
望就是逃出这里。

杞柳喜水，人却恨水。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

大河。因“两头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中游地区
十年九灾。每至汛期，两岸便只剩一片泽国、百座
“孤岛”和几万个风雨飘摇的家。

“泥巴墙，泥巴凳，除了泥巴没家当。”冬棉夏
单全都搭在一根麻绳上，水来了，拽上就跑，水退
了，人再回来。

“家住沿岗头，吃水贵如油，盼水水不来，恨水
水不走。”“因水致贫”的行蓄洪区成为安徽省脱贫
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霍邱县王截流乡军台村党总支书记陈家好不
信“邪”，“怎么就不能做点水‘文章’？”

王截流乡地处淮河流域最大的城西湖行蓄洪
区，这是水洼子里的“锅底”。

从 2015 年入冬到第二年开春，他顶着骂声一
片，硬是在村里核心区蹲守了几个月，协调农户置
换土地，准备连片发展“稻虾共养”。贫困户陈家
富怕“呛水”，陈家好拍着胸脯说，“你大胆干，虾苗
我给你！亏了算我的！”

路子走对了，劣势也能变优势。敢于“吃螃
蟹”的十多户贫困户当年就达到了脱贫条件。

新中国 70载治淮不辍，一大批重大水利工程
相继建成。2007 年以后，得益于临淮岗水利工程
的投入使用，淮河再无泄洪。

立足资源禀赋，化水害为水利，发展适应性产
业，沿淮行蓄洪洪区区探探索索特特色色产产业业扶扶贫贫之之路路。。深深水水
鱼鱼、、浅浅水水藕藕，，滩滩涂涂洼洼地地种种杞杞柳柳，，鸭鸭鹅鹅水水上上游游，，牛牛羊羊遍遍
地地走走…………一一幅幅绿绿色色发发展展的的画画卷卷正正缓缓缓缓铺铺开开。。

杞柳成了“摇钱树”。张朝玲回来了，带回了
一个年产值近 2000万美元的柳编厂，带动上百户
贫困户脱贫。

陈家好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龙虾书记”。每
天 3万斤龙虾从军台村运往全国各地，全村发展
稻虾产业 1 . 3万亩。

静静的淮河故道上，朝阳从树林中探出头，颍
上县王岗镇淮罗村这个有 400 多年历史的古老村

落迎来新的一天。
“这里是唐垛湖行蓄洪区腹地，有得天独

厚的水资源，可以发展水上娱乐，利用滩涂、
草地兴建草场。”52 岁的淮罗村党支部书记
罗运官谋划着壮大观光休闲农业。

淮罗村获批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淮上草原”每年吸引着大批
游客，200 亩采摘园里瓜果四季飘香。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治本之策。”霍
邱县委书记刘胜说。6 年间，沿淮行蓄洪区
贫困发生率从 11 . 4% 下降到 0 . 28%。

“水口袋”生出“幸福花”。

百座“孤岛”的蝶变

睡到半夜，朱华芬还是起了身，披着袄子
出了门。举起探照灯，一道耀眼的白光一路
照到台子西头，眼前是成堆的砖瓦，遮蔽家门
几十年的房子全没了。

“老头子，真拆了，真拆了！”57 岁的朱华
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半夜的，你干啥哩？”老伴儿耿保全跟
了出来，“这不是做梦呢！”

阜南郜台乡连台子村民朱华芬从出生到
出嫁，从没离开过濛洼，但她一度铁了心要把
女儿嫁出庄台。

庄台，沿淮行蓄洪区特有的居住形态，洪
水时群众的“保命岛”。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
共有 199 座庄台，其中濛洼行蓄洪区就有
131 座。

“出门一线天，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道出了庄台人居环境的窘迫，户连户、窗对
窗，整日不见光，路窄的连棺材都抬不出去，
贫困发生率曾是安徽全省平均水平的 2
倍多。

“知道啥叫‘拐弯抹角’吗？”朱华芬指着
门外，“对着的两家人，各把墙拐切掉 20 公
分，抹出个弧型，板车才能拐弯。”

阜南县委书记崔黎清楚地记得自己“两次
被怼”。2012 年年三十晚上，他接到村民电话：
“跑一千多公里回来过年，家里停电，电视都看
不了，你总不能叫俺一家都坐被窝啊！”2015 年
黄冈镇一个柳编的企业主找到他，“啥优惠政策
都不要，您把那条路修了就行！”

那时，阜南户均用电量仅 0 . 83 千瓦，连电
风扇都带不动，全境只有一条国道和一条省道。
“基础设施跟不上，‘两不愁三保障’只能解决暂
时性问题。”崔黎说。

脱贫攻坚让庄台迎来新的契机。国道破土
动工，污水管网重新铺设，农网改造全面铺
开……安徽省按照“减总量、优存量、建新村、分
步走”的要求，有序推进庄台整治、安全建设等
工作。

庄台的蝶变仅仅是一个缩影。脱贫攻坚以
来，安徽沿淮行蓄洪区修建各类农村道路 1416
公里，实施电网升级改造项目 178 个，新改扩建
农饮安全工程 41 个、学校 482 所、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 276 个，累计投资近 30 亿元。

“孤岛”变“高地”，今天的庄台，路相通、塘
清澈，71 岁的郎楼村村民郎健喜上眉梢，“现在
生活好了，多活一秒是一秒！”

共同守望终见安澜

村里人都管金广玲四岁的女儿叫“小扶
贫”，出生五个月起就陪着妈妈跑扶贫。

亮灯到凌晨的村部里，两张凳子一拼就是
“小扶贫”的“摇床”；烈日下，妈妈去田间地头走
访，“小扶贫”在树荫底下一玩就是半天。一个
深冬的雪夜，金广玲抱着女儿下班回家，掉进泥
沟里，女儿用小手为她拭去泪水。

四年前，“90 后”金广玲放弃大城市生活，
回到家乡阜南县王家坝镇李郢村当起了扶贫
专干。

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濛洼人生来与淮河并
存。金广玲言语间没有丝毫犹豫。

千里淮河，流淌着淮河人的灾难史，也流
淌着淮河人的奋斗史。

从“舍小家保大家”的濛洼精神，到“向贫
困发起最后总攻”的铮铮誓言，攻坚克难、敢
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治贫精神在这里深植、
沿袭。

沿着夜色中的淮河堤坝向东望去，295
盏路灯犹如星光，点亮了整个汪李村。

“洪水肆虐之年，他们舍小家保大家，做
出巨大牺牲！好日子，他们不能掉队！”回想
起扶贫的一千多个日夜，驻村第一书记张坤
目光坚定。

在颍上县杨湖镇汪李村两委办公室，一
米多长的地图上记载了所有贫困户的地理位
置、致贫原因、帮扶措施。2017 年，张坤作为
中铁四局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一员来到这里。

入村走访时，被老乡家的狗咬过；数九寒
冬的夜里，帮农户加固被雪压倒的蔬菜大棚；
炎炎夏日背着馒头白水，田间地头一待就是
一天。

选择担当，便要风雨兼程。一项项脱贫
密码被破解，淮河两岸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
机。党民一条心，社会各界齐心聚力，让无数
渴望脱贫的沿淮百姓燃起希望。

“把一天当 25 小时过，把‘贫困’的
帽子扔到九霄云外！”靠种辣椒脱贫的董
贺勤一身有使不完的劲。从政府帮扶建第
一个大棚到如今发展到 35 个， 67 岁的老
董骄傲地说，“还有千把块，就能攒着一
百万了！” 2 0 1 7 年，他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千里沃野散发着盎然生机。颍上王岗镇
的田野花圃里，“ 90 后”女孩唐洪田用 2700
多种花卉装点着这片新生的土地。

希望，从花开处升腾。
（记者王圣志、刘美子、水金辰、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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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浴““水水””重重生生：：沿沿淮淮行行蓄蓄洪洪区区脱脱贫贫了了

▲ 4 月 15 日颍上县沿淮平原景色。 新华社发（周牧摄）

▲苏勇力（中）在加西村驻村时与村
民商量开建通往三台屯的硬化路（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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