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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振东

“艳阳抹成高原红，彩云染
就青年白；山风吹起婴儿皱，重
任练得全能才。”用这形容上海
援滇干部的工作，再贴切不过。

边慧夏就是这支队伍中的
一员。2018 年 8 月，时任上海
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的他，被组织
派往云南，任上海援滇干部昆
明市联络小组组长、临时党支
部书记，同时挂职昆明市东川
区委常委、副区长。从东海之滨
到云岭之巅，边慧夏和同事们
全心全意带领贫困群众奔小
康，帮助落后乡村焕新颜。“我
由衷感到，一个人的一生能够
和一个地方的蜕变联系在一
起，是很幸福的事。”边慧夏说。

职务的背后，是沉甸甸的
责任。作为副区长，边慧夏要深
度参与东川脱贫攻坚一线任
务；作为联络小组组长，他要推
动沪滇帮扶协作机制发挥更大
作用。他的扶贫故事，可以从他
挂职东川的第二天开始讲起。

当天，边慧夏在当地一场
拍卖会上认识了东川区李子沟
村的“开花洋芋”（马铃薯），其
中的“明星产品”竟然能拍到 1
万元人民币，令他感到惊奇。

据了解，李子沟地理环境独特，周边有储
量丰富的磷矿，又地处高寒山区，有利于薯块
中营养物质的积累，其中的淀粉含量比低海
拔地区种出的马铃薯略高。

什么是“开花洋芋”？“蒸熟后它会自然裂
开，在金黄色表面上形成一层淀粉结晶，形似
沾着露珠的花瓣，所以叫它‘开花洋芋’。这种
洋芋质地酥松、口感极佳，可惜知道的人太
少。”边慧夏说，如此特别的“开花洋芋”，在李
子沟的种植面积也仅有几百亩，又因为没打
出品牌，企业收购量很有限。

充分掌握这一情况后，边慧夏第一时间
通过“云品入沪”拓宽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利
用沪滇合作机制建起多个销售服务平台。在
宜川路街道牵头下，上海康品汇生鲜超市深
入东川开展消费扶贫，并签订销售订单助推
“开花洋芋”进入上海市场。近年来，“开花洋
芋”在上海的知晓率和销售量不断扩大。

品牌渐响，换来真金白银。2018 年，李子
沟村平均每户人家洋芋销售收入达到 6000
元，较 2017 年增长近一半。当年年底，全村
172 户贫困户中，170 户实现摘帽。

“东川的水，山下看得到、山上用不到”。
在东川，曾有不少贫困户生活在“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
边慧夏介绍说，梨坪沟村、块河村普遍存

在“结构性缺水”问题。人和耕地在山上或半
山腰，河流在山脚下，看得到水，却不能直接
取用。单靠肩扛手提解决不了问题，产业也难
以得到长足发展。

解决这一难题要靠技术。边慧夏和同事
引进了上海淼汇科技有限公司的“自然能提
水系统”。其凭借绿色环保、低成本的技术，不
用电、不用油，利用 0 . 5 米以上的水流落差，
就能实现“水往高处流”。边慧夏带人走遍了
东川的山梁坳子，遴选出适合的地方建设示
范性项目，很快让人看到了成效。

水成功上了山，种植豌豆尖、娃娃菜、羊肚
菌、枇杷的商家纷纷闻讯前来，进行土地流转，
使得每年每亩的收成超过 2 万元。“我们有理
由相信，今后随着各种‘提水’工程的布局和推
进，东川的未来，将真正川流不息。”边慧夏说。

边慧夏的第三个扶贫故事，关于民族文化。

东川区阿旺镇岩头村是一
座彝家气息浓厚的古老村落，
村里人早就想把民族特色文化
推广出去，但资金短缺、配套落
后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边慧夏也认为，旅游业能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长久动
力。他邀请普陀区、昆明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前来考
察。在充分论证可行性的基础
上，推出了集彝族歌舞表演、农
耕文化体验、农家产品销售为
一体的“太阳谷·千鼓彝寨”项
目。同时，为促进产业发展惠及
更多村民，边慧夏和同事还开
发出岩头村小组种植小区项
目，作为“太阳谷·千鼓彝寨”的
周边配套。沪滇帮扶资金拿出
355 万元用于种植小区项目的
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

旅游撬动了小康梦。2019
年春节，“太阳谷·千鼓彝寨”正
式开业；今年 3 月 30 日，彝寨
迎来复工后首批客人。三个多
月来，彝寨的人气越来越旺。据
了解，村民通过参与彝寨内的
养殖、种植、旅游服务等普遍实
现了增收，旅游业产生的外溢
效应已惠及村里 261 户贫困
户、1015 名贫困人口。

在边慧夏看来，帮助百姓
脱贫只是第一步。借着沪滇协

作的东风，他不仅要为少数民族同胞开辟多
元致富路径，也要让民族特色文化在高原上
相互交融、永续传承。

“从东海之滨到云岭之巅，从迪庆高原到金
沙江畔，我们的扶贫故事在云南，汗水渗透红土
留下永恒的诗篇……”今年初，这首由边慧夏与
当地扶贫干部共同创作的歌曲《云南扶贫故事》
在网上热传。东西部帮扶，携手奔小康。边慧夏
的故事，也是广大上海援滇干部共同的故事。

边慧夏这样的普陀区援滇干部，还有很
多。如今，方元升称自己为“新寻甸人”。2018
年 8 月，他的身份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党
委委员、副镇长变为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
治县县委常委、副县长。2019 年，他组织寻甸
特色农产品商赴上海进行展销，累计实现销
售 93 万元，直接受益农户 1071 人。同样来自
普陀区、目前挂职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
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的邢军善，在当地扎实推
进就业扶贫工作。2019 年，在其协调下，成功
转移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到上海就业 53 人，
解决就地就近就业 1200 人……

1996 年 9 月，上海云南正式建立结对帮
扶关系，每年都有百名上海干部、千名上海专
家奔赴高原，助力对口地区脱贫奔小康，增强
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协作的形式，上海市普陀区近年来持续
增加对昆明市东川区、寻甸县、禄劝县的对口
援建项目和帮扶资金——从 2017 年的 2000
万元、6个项目，到 2018年的 9152万元、23个
项目，再扩大到 2019年的超过 1亿元和 26个
项目。同时，该区把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干部
人才交流、贫困村提升工程、教育医疗帮扶等
作为扶贫协作的重要内容。2018 年、2019 年，
昆明市连续两年共组织超过 400 名扶贫干部
和教育、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赴沪培训，进一步
促进了经济发达地区先进理念、人才、技术、信
息、经验等优势要素向西部流动。

江水奔流，山海相牵。沪滇帮扶协作还在
不断演绎新的精彩。 （蒋沁志参与采写）

题图：2020 年 6 月，李子沟村的洋芋花海。
下图：2018 年 12 月，边慧夏（左一）到李子

沟村与村民座谈。 均为本报记者吴振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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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6 日电（记者陈忠华、杜一
方）雨后的坝上草原，天高云淡，绿意正浓，河北省张
北县德胜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齐肩短发，绛红色卫衣，运动鞋上沾满了泥
土…… 23 岁的女大学生徐亚茹在光伏板下的斑驳
光影间，俯身察看着自己种下的中草药。

2019 年大学毕业后，徐亚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一家医院实习。今年 4 月，她告别朋友同学，毅然返
回了家乡德胜村。

“在大城市上班多好，二闺女咋回来了？”有村民
问徐亚茹的父亲徐海成。

55 岁的老徐笑笑没应答，他当然知道为什么：
决战脱贫攻坚中，德胜村“得胜”了，村民摘掉贫困
帽，村子旧貌换新颜，收入高了，产业旺了，往后日子
美着哩！

“今年 6 月底，村里最后 1 户贫困户也达到了脱
贫标准。”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说。可就在几年
前，这个拥有 443 户 1176 人的村子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212 户 445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37 . 8%。

精准扶贫彻底改变了这个坝上穷村的命运。而
德胜村的“得胜”之路，正是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帮扶下，德胜村
因地制宜发展马铃薯育种、光伏发电和民宿旅游等
产业，村容村貌、村民生活发生了“质变”。这一切，徐
亚茹都看在了眼里。

穿行于 140 套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间，建于 20世
纪 80 年代前后、多数成为危房的旧坯房成为历史；
新修的 20 多公里柏油路和水泥路，也让“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脚泥”的窘境成为记忆……

可徐亚茹忘不了那些苦日子。大姐 2008 年考上
大学后，每次临行前父亲都要卖掉一头牛当作学费。
为供她们两姐妹读书，一家人从牙缝里抠钱。“那时
住得也差，一到阴雨天，就得在墙角支上盆和桶。冬
天窝在屋里，和外面一样冷……”

一切都在悄然变化。2017 年，村里开始发展大
棚种植。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徐海成咬咬牙贷了
款，共投入 10 多万元，包了 6 个大棚，又和朋友在邻
村建了 22 个大棚，种微型薯和一代种薯。2018 年老
徐家纯收入就达 10 万元，一举脱了贫。

2019 年底，德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 . 37
万元，是 2014 年的 3 倍多，村集体收入更是实现了
由“空白村”到“百万元村”的跨越。

脱了贫的德胜村又将目光瞄向了乡村振兴。他
们引入社会资本，成立专业公司，准备将村庄打造成

坝上民宿旅游胜地，同时发展康养产业。
“一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也想去见识外面的

风景。”接到一个电话后，徐亚茹动心了。
电话那头是德胜张北实业集团董事长董义，

他期望德胜村的年轻人能够回来建设家乡。“村里
规划发展康养产业，配套中草药种植，你是学这个
的，可以回来共同创业呀！”

学中医的徐亚茹早就有种中草药的想法，于
是她下定了决心。回村 3 个月，她就先后试种了黄
芪、红花、桔梗等。

其实，回乡发展并不是一时脑热。徐亚茹说，
促使自己重新认识家乡、规划个人职业的，主要是
发生在德胜村上下的点滴变化。

过去农忙完，白天树下一堆人唠嗑，晚上聚在
一起打牌。如今村民们参加种植培训课、跳广场
舞、扭秧歌……比钱包鼓起、物质丰富更可贵的，
是父老乡亲们的精气神。

2019 年，老徐去青岛参加大闺女的婚礼，一
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和陌生人讲话都不利索的

他，却在台上即兴讲了 10 多分钟。
“富裕起来了，腰杆子直了，说话也就有底气

了。”徐亚茹心里清楚父亲改变的缘由。
闺女回来了，也有了用武之地，老徐打心眼里

高兴。去年底，新买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拖拉机，
新房子马上也要交房了，老徐的干劲儿更足了。

记者在村里遇到 56 岁的村民徐学海，他原来
也是贫困户，去年试种 3 棚微型薯挣了 5 万多元。
“摘了穷帽不算啥，咱还要奔小康呢，明年打算弄
上十几个大棚。”徐学海笑着说。

村里广场旁，十几位村民正忙着打理 5 月种
下的近百亩百日草，据说有 6 种颜色。蓝天白云
下，姹紫嫣红的“花田草海”景象，已在徐亚茹的脑
海里浮现。

“家乡变好了，风景更美了。站在‘乡村振兴’
的大舞台上，这里有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徐亚
茹对未来充满信心。实际上，1997 年出生的徐亚
茹并不孤单，如今和她一样回村的年轻人已经有
七八个。

德胜“得胜”了 闺女回村了

新华社重庆 7 月 6 日电（记者王金涛、吴燕霞）
沿巫峡口南侧的 301省道盘旋而上，行车八九公里，
记者看到了一栋崭新的白色小楼，这就是远近闻名
的“艳姐农家乐”，浓香的卤味正从里面飘溢出来。艳
姐名叫龚克艳，有“卤蛋西施”之称。她不仅靠自己的
双手走上了一条“舌尖上的致富路”，而且带动一些
乡亲们脱了贫。

龚克艳所在的重庆巫山县建平乡建平村，与巫
山县城隔江相望。这里山高坡陡、产业匮乏，早些年
乡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到沿海城市打工，留下老人、
孩子在家。

2008 年，龚克艳告别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回到
家乡。婚后，她和丈夫在紧邻省道的自家房门前建了
个加水站，为来往汽车加水，每年收入 1 万元左右。
渐渐地，他们在为汽车加水的同时，又开了一家小吃
店，专门向路过的司机、乘客售卖卤鸡蛋，生意越来
越红火。尝到甜头后，他们又进行“扩大再生产”，开
发了卤猪蹄、卤豆腐、卤牛肉、豆腐干、卤魔芋、卤鸭
脖等菜品。

小小的卤菜店，不过一间简陋的砖瓦平房。为了
吸引更多的顾客，龚克艳突发奇想：何不变收费加水
为免费加水，从而吸引更多的驾驶员和乘客来买卤
菜？这样想着，她很快就对加水站进行了简单改建，使
之由单一的加水站变得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经营思路的转变，更增加了小吃店的活力。随着
巫山县旅游业发展，一些自驾游客也成了小吃店的
座上宾。“生意好的时候，每天仅卤蛋就能卖上千
个。”龚克艳说。

其实，“卤蛋西施”的生意好，主要靠的是“真材
实料、勤劳肯干”八个字。每天天色微亮，龚克艳和丈
夫就忙碌了起来，打扫店铺、按配方调制卤料、将前
一天准备好的食材下锅……

去年，龚克艳夫妇在与老房子一街之隔的地
方修起了一栋小楼，经营了 11 年的“卤蛋西施”小
吃店摇身一变成了“艳姐农家乐”，不仅店面扩建
到 200 多平方米，餐桌也由从前的 8 张增加到 12
张。坐在窗明几净的新店里，顾客透过窗户便能看
到“巫山云雨”的美丽景色，一饱口福的同时更能

大饱眼福。
扩大店面规模后，龚克艳夫妇在小吃店的基

础上新增了民宿经营等业务，吸纳村里的留守妇
女、贫困户就业。目前店里的 8 名员工都是附近村
民，每月 2500 元的工资和免费用餐的待遇，明显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卤 蛋 西 施”的 致 富 经

▲徐亚茹在德胜村“农光互补”项目区光伏发电板下查看种植的药材长势。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在重庆市巫山县建平乡建平村，龚克艳在展示自家秘制的卤蛋。 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新华时评

江苏北部宿迁市泗洪县的西南岗地区，是全省
贫困人口最集中、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近年来，随
着精准扶贫和农房改造工程的推进，这里的低收入
农户不仅住上了好房子，还过上了好日子，小康之路
越走越宽。

冲刺全面小康，补短板是关键。江苏决胜全面小
康，短板在苏北，苏北的短板主要是农村，农村的短
板主要是住房条件。为补上短板，2019 年江苏全面
启动苏北农房改造工程。到 2020 年底，将有 20 万户
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其中优先改善低收入农户

的居住条件。从“空心墙砖房”到小洋房，苏北农民
住得越来越好，成为迈向小康生活最生动的注脚，
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衣食住行是民生之本，兴产乐业是发展之需。
住上好房子，还要走出好路子，小康才能可持续，
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让农民“搬得
出、留得住、能致富”，苏北农房改造广泛征求农民
意见，制定不同改造标准，把新建的农村社区安排
在靠近省道、县道和产业园区的位置，让其尽享基
础设施便利。同时，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真正
让近村产业园成为农民的增收致富园。依托农房
改造加强城乡统筹，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变成农

业社区，让农业与工业交融互生，苏北不断探索城
乡融合的好路子。

从宽敞体面的好房子，到稳定致富的好路子，
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瞄准问题精
准定位、持续发力狠抓落实。从苏北农房改造来
看，真正沉下去熟悉村情民情、了解百姓所需，才
能因地制宜做分析、精准发力补短板；拧紧责任螺
丝、提高履职效能，用好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
能下等机制，扎扎实实下功夫，才能让各项政策落
地生根，让农民生活持续向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夯实基础，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

（记者杨绍功）新华社南京 7 月 6 日电

住上好房子还要走出好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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