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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鸽子，孕育着大希望。
“咕、咕、咕……”鸽子的叫声对北

方人而言并不稀奇，但对于曾是贫困
户的河北省阜平县草场口村村民白富
慧来说，从北京“飞”来的小鸽子却寄
托着她一家人对新生活的希望。

阜平县是革命老区，地处太行深
山，土地贫瘠，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曾
是深度贫困县。近年来，在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大背景下，来自北京的对口帮
扶项目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

“当时我们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
缺少产业支撑和龙头企业带动。”阜平
县委书记刘靖回忆说，北京来的挂职
干部帮我们找到了出路。

2018 年，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北京市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野谷健康产业集
团落户阜平，和当地共同建起阜平硒
鸽健康产业园，采用“龙头企业+园区
+贫困户”的模式，打造起以肉鸽养殖
为纽带的生态循环产业集合体，为当
地脱贫攻坚注入新的活力。

近日，记者来到阜平硒鸽健康产
业园探访。穿上白大褂，走进园区，只
见一栋栋现代化鸽舍整齐排列，研发
楼、加工车间、员工宿舍等一应俱全。

鸽舍内，一排排鸽笼里“住”着一
对对鸽子，见到陌生人，毫不慌乱……

“有人问过我‘别的地方鸽子见人
就躲，这里的鸽子为什么不跑’，我就
告诉他们，我们的鸽子是从北京、深圳
来的，见过大世面……”2007 年就开
始在北京养鸽子的野谷健康产业集团
负责人刘福才笑着说。

正是孵化时节，一对对鸽子有的
正在孵蛋，有的正在给小鸽子喂
食……

“以前种地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现在我在场里养鸽子，好的时候一个

月能‘出’3000 多只乳鸽，能挣 5000 多块钱。”正在照料鸽子的白富慧
说，“我把老公也喊过来了，我俩一个月能挣 1 万多元，再加上土地流转
等收入，不是脱贫，是致富了。”

孵化车间内，一排排鸽蛋刚从孵化机里拿出来，工人正用手电筒照
蛋，把没有受精的挑出来。

“一对鸽子一年能‘出’22 只成品鸽，平均一只鸽子卖 18 到 25 块
钱，产值在 450 块钱上下……”刘福才说，园区目前养了 30 万对鸽子，
解决了 600 多人就业，其中不少是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到 10 月底
存栏种鸽将达到 55 万对，一年能出栏乳鸽 1100 万只，种鸽 60 万对。

园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来自北京的大力支持。北京市挂职干部、
保定市副市长李强说，北京投入京保扶贫协作资金 2770 万元建了 34
栋鸽舍，还购买了肉制品、酱卤等系列深加工生产线，其固定资产收益
每年可为 383 名贫困户提供公益岗位。

小鸽子让当地群众有了奔头，新冠肺炎疫情却突如其来。
“我们的客户主要是餐饮业，受疫情影响最大，前段时间我们仅积压

的白条鸽就超过 200万只。”野谷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助理陈彪说，“我们
能挺过来，同样离不开北京的帮助。”

陈彪告诉记者，得知企业困难后，来自国管局、北京市的挂职干部
开始想方设法找销路，每个月仅通过消费扶贫就有超过 10 万只乳鸽卖
到北京。

“我们发现企业之前的线上销售收入每个月只有 100 多万元。”北
京市挂职干部、阜平县副县长李继鹏说，如果能以疫情为契机，帮助当
地打开电商渠道，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挂职干部都动起来了，联系电
商平台，和当地干部一起直播‘带货’，目前企业线上的月销售收入近
300 万元。”

北京市还不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帮助产业园区协调相关金融机
构，加大在全产业链的布局和升级改造投入，一方面研发新的种鸽品
种，一方面增强深加工能力，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再过两天，刘福才计划去一趟新疆，他说：“我要去参加那里的养鸽
扶贫项目的招投标。”

说这话时，这位企业负责人的眼眸里，充满光亮……
（记者李斌、范世辉、李放、乌梦达）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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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 T 恤牛仔裤，脚踩一双登山鞋，从云南临沧返回昆明的路上，
车程 8 小时，39 岁的陆明伟睡着了。刚刚结束在贫困山区一周的实地
考察，陆明伟打算到昆明稍做休整。

“地处一面坡，山高石头多。水在山下流，人在山上愁。”云贵高原
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表保水能力较差，当地百姓眼看着河水在山脚下
流过，却用不上，缺水成了当地百姓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结构
性缺水”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瓶颈。

自 2016 年起，陆明伟的科技扶贫项目走进云贵山区，为突破这一
瓶颈带来了希望——不用电、不用油，运用自然能提水技术，将安全、
清洁的生产生活用水送入千家万户。

大学期间，陆明伟在海外网站看到一段视频，其中演示的装置利用
微小的水流落差，通过压力转换，将水送到高处。“这个装置遵守能量守
恒定律，将具备一定落差的水流作为动力，把水压到百米以上。”

“如果能将水送上山，就能滋润无数大山里的村庄，让乡亲们不再
望水兴叹，农田和果园告别干涸。”陆明伟的创业想法由此萌生。

家在上海的陆明伟，在浙江绍兴创办了一家能源科技工厂。这里
也成了他研发若干项目的起点。

项目落地点大都是较为偏远、条件艰苦的贫困地区，山路难行，没
有便道，少有人至，通讯条件差，有时还要蹚水、攀岩，项目的考察和建
设，需要克服重重困难。

陆明伟忘不了 2018 年 9 月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东山镇的经历，
项目施工点垂直高度 927 米，管道长度 9 . 8 公里，距离乡镇 40 余公里。
那段时间，项目地一直下雨，两台设备调试期需 72 小时不间断运行，每
隔 5 分钟记录一次数据。在山区“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们用蓄电照
明灯，一边打伞一边调试，粘着红土的鞋子有十几斤重。

半年多时间，团队 4 人“灌满”了东山镇山顶 1 . 5 万立方米的高位
水池，水盘活了沟渠，管道拉到家家户户实现自流。7700 多户村民吃水
不愁了，当地千亩作物也得到了灌溉。

陆明伟说，过去 3 年中，已建设完成 32 个提水项目，有效解决了
8 . 2 万人的饮水问题和近 8 万亩农田的生产问题。目前，团队正在建设
的项目还有 28 个。

“祖祖辈辈靠步行几十里山路背水度过旱季的山里人，如今拧开
龙头就能用上清洁水，农田也滋润了，当地脱贫应当指日可待了。”望
着山顶的高位水池，陆明伟兴奋地说。

（记者郑梦雨）新华社昆明 5 月 6 日电

水往高处“流”
企业家“送水”上山记

帕米尔“姐妹花”：从牧羊女到大学生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7 日电（记者高
晗、于涛、董亚雷）在崇山峻岭环绕下的帕
米尔高原，有这样一对“姐妹花”：通过十几
年勤学苦读，她们从高原牧场走进大学校
园，由山区放羊娃变成都市大学生，为自己
的逐梦人生勾勒出一幅美丽画卷。

吉帕尔·沙特瓦里地和其尔哈丽·沙特
瓦里地是一对亲姐妹，出生在新疆乌恰县
一户普通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家庭。历史上，
因为居住分散、环境艰苦、生活贫困，帕米
尔高原牧区的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少，许多人只能重复父辈的游牧生活。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
我和姐姐只能继续当放羊娃。”在妹妹其尔
哈丽·沙特瓦里地眼里，这十几年家里变化
太大了。

搬迁定居前，全家只能挤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山区一处破旧的土房，交通不
便，水电也得不到保障。

2014 年后，全家搬到了山下的定居兴
牧新村，家里通了水、电、网，马路也修到家
门口。

随着我国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力度
不断加大，姐妹俩家乡中小学的教学水平
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城读书，不
少人考上内高班直接去疆外城市读高中。

“真没想到我能去外地上学。”其尔哈
丽·沙特瓦里地说，从小学习优秀的她，在
2014 年考上了江苏无锡青山高级中学。

“我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方式，高考后毫
不犹豫选择在疆外上大学。”其尔哈丽·沙
特瓦里地说，“我很庆幸当初的选择，得以

见到山外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这个从大山走出的孩子已是西

南财经大学二年级一名金融专业学生。
“学习金融，可以更快地数羊。哈哈，这

是玩笑话。”她幽默地笑着说，“其实，我的
梦想是进银行工作，我想当行长。”

今年大四的姐姐吉帕尔·沙特瓦里地
即将从昌吉学院毕业，她对自己的未来早
有打算。“我学的专业是数学，我的梦想是
在家乡当一名数学老师。我从小在帕米尔
高原长大，了解这里孩子迫切想要走出大
山的渴望，我想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姐妹俩说，她们现在走出大山，还要感
谢自己的父母。因为过去无论生活再难，父
母都没有让她们在学习上吃过苦。

“上学时看着父母挣钱很难，就想辍学

赚钱，给家庭减少负担。”吉帕尔·沙特瓦里
地说，“每次和父母说起这个想法时总会被
骂，他们认为努力学习才是报答父母最好
的方式。”

如今，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父母
也成为邻里羡慕的对象。

在寒暑假期，姐妹俩会出现在农民夜
校上，给乡亲们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会把当
下最流行的歌曲和电影分享给身边的孩子
们；会主动帮助邻居解决一些生活难
题……渐渐地，她们也成了街坊邻居眼里
的“红人”和骄傲。

眼下，改变还在继续。从大山里走出的
大学生越来越多，“姐妹花”的故事还在天
山南北不断上演，就像春天里盛开在帕米
尔高原上的山花，一朵一朵开在漫山遍野。

新华社海口 5 月 6 日电（记者柳昌林、
罗江）薄雾笼罩，晨曦微露。在海南白沙黎
族自治县，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有机茶
园里人气渐旺。20 多名社员从各村赶来，
理事长符小芳安排好茶园除草、游客接待
等工作，又来到厨房为客人张罗早餐。

一头忙接待，一头盯着农活，符小芳已
连续几天连轴转。“五一”小长假，茶园吸引
了 700 多名游客前来体验采茶，采摘有机
荔枝。民宿天天爆满，夜里看星星、看萤火
虫，清晨被鸟鸣虫吟和黎乡采茶小调唤醒，
茶园成了热门“打卡地”。

“人生如茶，反复淬炼才换来清香甘
醇。”符小芳说，制茶要经过煨烤、杀青、碾
压、解块等多个环节，创业之路同样不易。

2008 年，黎族青年符小芳返乡创业，

在白沙农场开辟 30 亩有机茶园，带着 5 户
农民探索种植有机茶。茶园位于白沙陨石
坑撞击点 2 . 5 公里处，符小芳因此将其命
名为“五里路”。从零开始，前行路上的“每
一里”都走得无比艰辛。

不用除草剂，一茬茬地人工除草，回头
看草又从地里冒出；为防止水分流失用稻
草覆盖田间土地，却因无法提供稻草的有
机认证险些错失欧盟有机认证资格。茶叶
种出来，符小芳常年在高温下徒手炒茶，考
驾照时才发现指纹已无法识别，不分时间
频繁试茶还喝出了胃病。经过不断摸索，
“五里路”的茶叶连续通过中国、欧盟与美
国有机认证，高端茶叶远销全国各地。

一片茶叶造福一方百姓。与茶园一河
之隔，方香村村民李耀福曾在一片薄田里

谋生。夏季河道涨水冲毁作物，李耀福一遍
遍补种，日子过得紧巴巴，固执的他被大家
喊作“憨叔”。

符小芳替他着急，隔着河喊话：“这田
没法种，到茶园来干活吧。”起初，“憨叔”到
点了活没干完也扔下锄头就走，如今成为
茶园“爱管闲事”的技术员，每月能领到
3000 多元工资。

将青春之歌融入时代旋律，符小芳在
发展有机茶产业的同时蹚出一条产业扶贫
路。“五里路”先后带动 362 户贫困户脱贫
摘帽，获评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和海南
省扶贫龙头企业。符小芳说，“五里路”充分
发掘每个人的特点“因才施用”，让他们在
工作中拓宽视野、增长技能。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五

里路”线下门店销售额大幅下跌。电商事业
部应运而生，引进专业团队为产品进行文
创设计，开展社交媒体推广。社员们在工作
间歇也拿起手机记录茶园之美。他们拍摄
的照片、视频成了最鲜活的宣传素材，在抖
音等平台的浏览量累计突破百万。

“我们还将探索直播，让农民为良好生
态、优质有机茶叶代言。”符小芳说，今年以
来“五里路”产品线上销量逆势上涨七成，
这让她更坚定要壮大电商业务，让社员们
深度参与，并带动当地村庄生态农产品
销售。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五里路’走出
来的。”符小芳说，“奋斗之路永没有终点，
前头永远还有‘五里路’，要带着乡亲们一
起走。”

奋斗征程前头永远还有“五里路”
黎乡茶姐符小芳的创业扶贫路

▲在新疆乌

恰县阿依尕特

村，姐姐吉帕

尔·沙特瓦里

地（左）和妹妹

其尔哈丽·沙

特瓦里地在家

里上网课（ 4
月 14 日摄）。

吉帕尔·

沙特瓦里地在

家中给羊喂草

（ 4 月 1 4 日

摄）。
 其 尔 哈

丽·沙特瓦里

地将牛牵往棚

圈 喂 食 草 料

（ 4 月 1 4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高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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