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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 8时，两山之间的陕南小城汉阴，天色
渐暗。霞光在秦岭和巴山间招了招手，悠然散
尽，带走一日喧嚣。

移步换景，忽闻人声鼎沸。高耸的照明灯
让社区广场夜如白昼，欢快的音乐响起，人群
翩翩起舞。58 岁的周红艳一袭长衫，裙摆飘
飘。三两孩童不时挤入舞者方阵，手舞足蹈，有
模有样。

这是陕西省汉阴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
紫云南郡社区里的寻常一幕。过去几年间，
2688 名贫困群众从全县 10 个乡镇陆续搬迁而
来。广场舞成了夜间最流行的休闲方式。

过去，秦巴深山里的乡亲们，是没有夜生
活的。

“一到夜里，大家聊聊天，打几圈麻将就去
睡觉了。人一散，静得可怕。”老家在汉阴县铁佛
寺镇的高山上，除了同院住的 3 户人，周红艳到
最近的邻家串门也要走 20 分钟山路。她爱热
闹，2008 年，等 3 个孩子大了些，一家 5 口南下
深圳，在电子厂一待就是 8 年。

家乡没有霓虹灯。下班后，她最爱看深圳的
夜景。

打工攒下些钱，2016 年，周红艳正盘算着
在汉阴县城买套房子，丈夫突发疾病，半身瘫
痪。因病致贫，夫妻俩重回深山。医疗扶贫政策
让丈夫的后续治疗有了保障，周红艳苦中寻乐，
学起了跳舞。但山里人观念封闭，笑她“穷畅
快”，她只敢在夜深人静时，在院坝中独舞。

如今，这般场景已成往事。搬入新居、找到
工作，周红艳每月收入 3000 多元，一家人挥别
贫困。十里八乡的搬迁户离开大山聚在一起，从
陌生到熟悉，社区里的夜，渐渐热闹起来。

“搬迁群众过去都住在大山里，要么出门打
工，要么土里刨食，天天都是愁日子，哪里还有
夜生活？！”紫云南郡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红霞最
懂老乡的心，“现在大家搬进新居，在家门口的
社区工厂就能打工。日子跟城里人一样，夜间的
文化活动也就越来越热闹。”

月如钩、夜如常，但生活境遇已是大不
相同。

夜晚 9时，秦巴小城平利。
老县镇锦屏社区的一间美容店内灯火通

明。33 岁老板吴静正在为顾客做面部护肤，手
法娴熟。从大山搬到这座集中安置社区后，她瞅
准商机，开起这家小店。

“越到晚上生意越好，顾客从社区工厂下
班，照顾完家人就来做美容。”吴静手一扬，指了

指货架上的一排排护肤品盒。“喏，那些都是老
客户买的产品。我当时就想，从农民变市民了，
肯定愿意为美丽花钱了。你看，没错吧？”

跳舞、健身，扭秧歌、看电影、做美容……秦
巴山区深处，越来越丰富的夜生活背后，是一个
个走向小康的鲜活故事。

夜晚 10时，秦巴小城石泉。
古香古色的老街里，正在和面的小吃店主

唐祖莲又卖出一袋炕炕馍。在这里生活多年，她
对夜间的变化最有感触。“过去天一黑就没人

了，不像现在，早晚都有游客。要到夜里 12
点，人群才渐渐散去。”

踏着古街青石板路拾级而上，明清时的
古建筑雕梁画栋，大红灯笼沿街挂起。茶社、
火锅店、摄影工作室、手工艺品店……一家家
特色店铺前，三五成群的游客嬉闹留影。

“深山中的小县城夜里这么繁华，真是没
想到！”老城根下，几位从河南三门峡市来的
游客不住赞叹。身旁，一位送外卖的小哥快步
走过。

秦巴腹地、汉江之滨的石泉，用绿水青山
吸引着每年 600 多万游客的到来。汉江江风
习习，吹不尽小城月夜的热闹。

夜渐深，志愿者王敏还在古街巷道内做
当地农产品的直播带货，一位身着汉服的姑
娘撑着油纸伞，翩然入镜。不远处街角的琴行
里，少年正敲着架子鼓。广场上，刚刚结束中
考的几个学生，轻声唱起民谣。

（记者陈晨、李浩）
新华社西安电

过去，秦巴深山是没有夜生活的，如今……

入 夜 不 知 在 深 山

▲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寺坪村网络主播李萌在直播介绍自家养的芦花鸡（7 月 20 日摄）。陕西丹凤县位于秦岭东段南麓，近年来，当地
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2020 年 2 月，陕西贫困县（区）全部实现“摘帽”，其中包括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29 个县，秦巴山区的百姓告别了绝对贫困。
但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山里的人说：“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
县兴国乡整理村巾帼巧娘扶贫车
间，贫困户邱丽英和 10 多位村民
正围在一张大桌子前，用玉米叶
编织枕头、车垫等工艺品。

今年 6 月，拜泉县开办编织
培训班，去年底脱贫的邱丽英报
名参加。“一开始也不会，经过培
训，只要用心，就能学会。”现在邱
丽英一天能编一个枕头，可以卖
40 元，目前已领到 700 多元，“挺
满意的”。

拜泉县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级贫困
县，今年 2 月脱贫摘帽。去年拜泉
县引进黑龙江巾帼巧娘手工编织
有限公司，并把整理村旧村部改造
成巾帼巧娘扶贫车间，组织周边村
民编织工艺品，增加农民收入。

兴国乡党委书记路宝玲介
绍，手工编织采取“企业+扶贫车
间+贫困户”模式，由黑龙江巾帼
巧娘手工编织有限公司提供技术
培训，目前已培训 700 多人。农民
学到手艺后可以在家编织，产品
由公司回收包销。

拜泉县龙泉镇新发村的李艳
红，是整理村巾帼巧娘扶贫车间
的“巧娘”兼培训老师。往年，春节
过后李艳红要去外地打工，今年
因为疫情没有外出。“我编得比别
人快，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在
家挣了 9000 元。”李艳红说。

李艳红对手工编织“上瘾”。
白天如果有事耽误了，她就晚上
加班。“有时要编到晚上 10 点多，一天编不了两个枕头，

就睡不着觉。”说起现在的生活，李艳红洋溢着笑容，她的
两个儿子都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前几年家里欠下的外
债也全还上了。“在扶贫车间编手工艺品，收入多了，日子
越过越有劲。”

由于李艳红编织技术好，今年 4 月，她被聘为黑龙江
巾帼巧娘手工编织有限公司的培训老师，每月固定工资
3000 元。培训之余，李艳红舍不得停下来，仍然坚持编织
工艺品。李艳红挣到了双份工资。

巾帼巧娘扶贫车间还吸纳了一些残疾人就业，李洪
波就是其中之一。据黑龙江巾帼巧娘手工编织有限公司
负责人关淑霞介绍，李洪波是一位聋哑人，心灵手巧，学
会了在玉米叶上烙画。“她的第一幅烙画卖了 200 多元，
她高兴得不得了。”关淑霞说。

在扶贫车间手编工艺品展示室，记者看到一份回收
产品价目表，用玉米叶编的枕头、车垫、拖鞋等多个产品，
回收价格从 30 元到 500 元不等。关淑霞说，目前公司通
过直播带货等形式，销售收入已达 100 多万元。

拜泉县县长荣军说，目前，全县依托企业建设巾帼巧
娘扶贫车间 5 个，下一步将加大扶持力度，在其他乡镇推
广手工编织，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让更多群众靠勤劳双手
走上致富幸福路。
（记者李凤双、梁冬、王建）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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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铺就

致富之路
 8 月 9 日，

武安市徘徊镇后李
甲村农民在凉晒采
摘的花椒。

近日，河北省
武安市花椒进入收
获季节，当地农民
抢抓农时，花椒种
植基地里一派忙碌
景象。近年来，武安
市将花椒产业作为
脱贫增收的重要抓
手，因地制宜扩大
花椒种植规模。目
前，全市花椒种植
面积约 12 万亩。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戴着眼镜，皮肤黝黑，“鸡倌”
刘涛正蹲在山坡上的草丛中，寻
找鸡蛋，观察蛋鸡生长情况。几只
蛋鸡溜溜达达来回觅食，对这位
“伙伴”并不陌生。

刘涛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罕台镇九成功村人，
大学专业是畜牧学，硕士毕业后
在山东、广东等地从事多年畜牧
工作。2012 年，他回乡创建昕农
养殖基地，当上“鸡倌”做起蛋鸡
养殖。目前，算上供应附近村民的
鸡苗，刘涛养殖近 3 万只蛋鸡。

“原计划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参
与，但开始时村民对养蛋鸡并不积
极。”刘涛说。那时，村民李刚看着
后生刘涛在养牛羊的地方养蛋鸡，
心里直犯嘀咕。由于缺乏养蛋鸡的
经验，村民都害怕“养砸了”。

为打消村民顾虑，刘涛精心
养殖做示范。这换来了村民的认
可，村民也开始小规模养殖蛋鸡。
“我家现在养了 180 多只蛋鸡，光
卖鸡蛋一年就能有 2 万元收入。”
李刚笑着说。

村民收入多了，刘涛思量着
如何带动贫困户增收。“考虑贫困
户的实际，我们与贫困户签订了
帮扶协议，实施起了‘借鸡生蛋’
模式。”刘涛说。他口中的“借鸡生
蛋”模式，是贫困户从养殖基地赊
购蛋鸡回家养殖，依靠卖鸡蛋的
钱增加收入。

虽“借到”蛋鸡，但有的贫困户
视力残疾，捡鸡蛋成了难事；有的
贫困户经常外出看病，一走十天
半个月，顾不上养鸡。“这样下去不

行，得想个更好的方式帮助贫困户。”刘涛说。
刘涛发现蛋鸡由谁养殖区别不大，而他还有技术和

成本优势。2018 年，刘涛实践起“借鸡生蛋”升级版——
“代养”模式，蛋鸡名义上赊销给贫困户，实际由刘涛在养
殖基地替贫困户养鸡、卖鸡蛋，通过卖鸡蛋的收入弥补养
殖费用，利润则分给贫困户。

获得“代养”模式帮扶，罕台镇撖家塔村贫困户郝桂
兰笑得合不拢嘴。因为经常陪丈夫外出看病，没时间管护
蛋鸡的她咋也没想到通过扶贫干部对接，能享受到“代
养”模式的收益。“我们省时省力，还能获得收入，心里面
真是乐开了花。”郝桂兰说。

到现在，刘涛通过“代养”模式共帮扶罕台镇 9 户贫
困户，每户年均增收 1 万元左右。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还
有很多像刘涛一样的人返乡发展农牧业，带动村民增收，
助力脱贫攻坚。如今，东胜区已全部脱贫。

夕阳洒向草地，蛋鸡咕咕叫着，刘涛望向远方。“将来
我们想提高养殖技术，生产高品质鸡蛋，带动养殖户一起
走上新台阶。”他说。

（记者李志鹏）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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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8 月
11 日电（记者杨文）
早上 5 点，山东省沂
南县湖头镇联合哨村
村民郭忠安就在大棚
里忙着采摘黄瓜。今
年黄瓜市场行情较
好，和郭忠安一样种
黄瓜的村民挣了不少
钱。不过，村民却称黄
瓜 大 棚 为“红 花 基
地”。

原来，现在挂满
黄瓜秧的大棚，3 个
月前种植着被当地人
称作红花的福寿花。
作为保健产品的原料
之一，小小红花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为沂蒙山区百姓拓宽
了增收致富渠道。

“ 3 月到 5 月是
红花的成熟期，我们
采摘后就卖给合作
社。”郭忠安说，一亩
红花就能收入 8000
多元。

联合哨村种植
红花已有 5 年历史。2015 年，在青岛一家
国企从事外贸工作的王世玉，放弃高薪工
作回到老家沂南县湖头镇创业。他引进能
提取色素和抗氧化剂的红花，希望带动村
民致富。

但王世玉的创业路并不顺利。第一年，
王世玉流转了 100 亩土地试验种植，每亩地
流转费用为 1000 元。王世玉创办的合作社
提供技术、种子，并承诺村民所采摘的红花
由合作社收购，然而种的人并不多。“本以为
大家会很积极，但大多数人都在观望。”王世
玉说。

村民郭全珍起了带头示范作用。他搭建
简易大棚，种植了 4 亩红花。第二年，王世玉
以每亩 8000 元的价格收购，郭全珍当年就
收入 3 万多元。

看到郭全珍挣了钱，村民这才相信了
“一朵花的力量”，纷纷去种植。王世玉说：
“在 4 月福寿花采摘忙碌的时候，种植基地
需要 80 多个人来帮忙，一个人每天还能挣
70 元。”

“5 月底，福寿花基本采摘完毕了，正好
又可以轮作种植黄瓜。”王世玉发现，大棚可
以在空档期种黄瓜，又能为村民带来收入。

目前，联合哨村及周边一共有 500 多亩
“红花基地”。

“种红花怪好哩，收的时候不累，袋子装
好背着就能送过去。”贫困户孙宝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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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以前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次的青椒，

如今长满了自家的两个大棚，闫峰高兴得合不
拢嘴。50 岁的闫峰是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汐子
镇齐家营子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大棚青
椒使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盛夏时节，蔬菜大棚里的温度超过 35 摄氏
度，闫峰和妻子忙着从 2 米多高的青椒秧子上
采摘青椒，汗珠一串串从脑门上滚下来，夫妻俩
都顾不上擦一下。一上午，夫妻俩摘了 1000 多
斤青椒，当天拉到市场上出售，能挣 800 多元。

“从 2016 年开始种大棚青椒，每年收入都
有 10 万元左右。”闫峰说，以前家里只有 12 亩
旱地种些谷子高粱，年景好的时候年收入也只
有七八百元，种了大棚青椒后第一年全家就顺
利脱了贫。

种青椒致富这条路，是闫峰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青椒这种金贵菜，平常吃的都比较少，更
不敢种了。”闫峰说，2016 年村里组织贫困户去
外地学习设施农业，大家都不敢尝试，“我听专
家说不懂技术的新棚户种青椒最省心，想着有

扶贫项目支持，就拼一把吧。”
从那时起，两个青椒大棚成了闫峰全家

的宝贝。闫峰夫妻俩白天在棚里干活，累了就
在棚里的看护房睡一觉。“我们一家四口在大
棚里过了两个春节，守在几平方米的看护房
里，怕鞭炮把大棚烧着了。”闫峰说，种上大棚
后他落下个毛病，一听到风声就坐不住，要到
棚里检查检查，生怕大风把棚膜吹走了。

闫峰夫妻俩在大棚里忙碌的时候，经常
有村民走进大棚围观，开始只是蹲在地头看
他们干活，后来开始询问怎么浇水、施肥。当
闫峰家第一棚青椒挣了钱后，有几户贫困户
也回家建起了大棚。2017 年至今，已有 17
户贫困户在闫峰带动下发展设施农业脱
了贫。

在棚里干活的闫峰，不时接到村民打来
的电话，问他怎么除虫害、怎么吊秧子。有时
候电话里讲不清楚，他撂下手里的活就赶去
村民家帮忙。

2017 年闫峰当选县人大代表，一个月后

又光荣入党。“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不仅帮我
家脱了贫，还激励我不断进步，成了人大代
表、入了党。”闫峰说，经历了这“三级跳”，感
觉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

作为汐子镇唯一的身为农民的县人大代
表，闫峰将反映农民心声当成自己的职责。农
村卫生、乡村道路、产业扶贫……闫峰每年提
交的建议都是村民们最关心的事。“我是农民
代表，也是曾经的贫困户，更应该将乡亲们在
脱贫中遇到的困难反映出来。”

如今在齐家营子村，像闫峰一样发展设
施农业的村民越来越多，全村冷暖棚种植面
积共有 2300 多亩，大棚带动周边 300 多人
就业。

看着大棚越来越多，闫峰在种菜之余又
开始了新的调研。“我在调研怎么给大棚上保
险，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闫峰说，“作为一
名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怎么致富，还要帮大
家一起脱贫致富。”

（记者魏婧宇）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贫困户老闫的人生“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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