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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孙波、刘书云、陈晨）

“琳琅满目”的脱贫门路被摆
上“货架”，各村各户如在超
市购物一般，选出适合自身
发展的项目。位于六盘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陕西省宝
鸡市千阳县，近年来实施脱
贫“项目超市”，将群众发展
需求与帮扶资源供给精准对
接。乡亲们的“购物车”越来
越满 ，小康的日子越过越
滋润。

致富门路多

“总有一款适合你”

走进千阳县草碧镇坡头
村村委会，一张 2020 年度
“项目超市”清单贴满整整一
面墙。上前细看，每位贫困群
众名下，“选购”的项目被一
一列出，包扶单位、责任人、
预计收入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是我今年的‘采购清
单’，收获不少！”52 岁的脱
贫户时海军指着墙上的项目
说，7 亩早熟苹果刚刚收获，
收入 2.4 万元；自己在村卫
生室的公益性岗位上班，每
月收入 500 元；参与合作社
养殖项目分红，收入 7 0 0
元……

千阳县地处陕西渭北旱
塬，丘陵沟壑纵横。到 2014
年时，全县尚有贫困村 76
个，贫困人口 3.9 万人。脱贫
攻坚战役打响后，各类帮扶
资金、项目纷至沓来。为了高
效整合资源、精准对接群众
需求，2016 年起，千阳县创
建了县镇村三级“项目超
市”。

千阳县扶贫办副主任王
晓军介绍，帮扶队伍走村入
户，征集群众的意见和期盼，
将发展短板、群众需求分类
梳理成一个个问题清单。12
个专项工作组将问题清单与
各项扶贫政策对接，由帮扶
单位、社会力量分别认领，细
化为一个个到村、到户、到人
的具体项目，形成“项目超
市”，供村子和群众挑选。承
接、认领后的剩余项目，由县
镇两级兜底。

“我们村今年的户级项
目包括栽种矮砧苹果、种植
中药材、外出务工、入股分红

等。人人需求不一，但总有一款适合你。”坡头村第一书
记张维明说，除户级项目外，村级项目还有建设蔬菜大
棚、硬化生产道路和新建公厕，目前均已明确责任主体
并开始实施。

“采购清单”里的小康脚步

“项目超市”实施至今，千阳县共形成村级项目
3087 个、户级项目 26.7 万个。县、镇两级将村户项目分
类汇总，形成全县“项目超市”联网公示，每个村、每一
户的脱贫措施、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即时可查。

“根据‘从群众中来’的需求谋划项目，再‘到群众
中去’组织实施。‘项目超市’通俗易懂，改变了过去单
向输入、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从‘想办法’变为‘选
办法’，实现了精准滴灌。”千阳县委书记何玲说。

曾一心想种植矮砧苹果，却因缺技术和资金无能
为力的张家塬镇宝丰村村民何连江，2016 年从“项目
超市”中选择了“发展果园”项目。借助村集体免费提供
的苗木、县果业局组织的技术培训，他建起 3 亩果园，
2019 年开始挂果，如今每亩纯收入达 3000 多元。

“今年我又‘选购’了果品存储库搭载分红、村集体
合作社分红等几个新项目，还能多挣 1500 多元。”何连
江说，“这两年我家添置了电冰箱，买了电动车。过去我
最远只去过西安，今后还想去北京看天安门！”

从数年前污水横流、缺乏主导产业的“烂包村”，到
如今发展起矮砧果园、育苗基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60 万元的“明星村”，宝丰村也从“项目超市”中收获
果实累累。

“今年我们的村级‘项目超市’里有建设 3600 平方
米的果品分拣车间、2000 平方米的苗木冷藏库，都开
始实施了。村集体成立的节水灌溉工程公司，为全县多
个标准化果园提供技术服务，实现营收 240 万元。好日
子还在后头！”说到未来，宝丰村村支书张永刚信心
满满。

动态完善 对接乡村振兴

通过“项目超市”精准高效落实项目，千阳县建成
了全国最大的矮砧苹果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脱贫产
业迅速壮大，果汁加工、乳制品、食醋等食品加工企业
形成百亿元规模的工业集群。实施各类重点项目 1636
个，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通村公路硬化率达 100%。

从 2016 年起步时以爱心帮扶为主，到 2017 年侧
重产业扶贫主题，再到全县脱贫摘帽后，2019 年改称
“巩固脱贫成效项目超市”，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千阳“项目超市”也在逐步完善。
“‘项目超市’实行动态管理，及时销号已完成项

目，不断调整不合理项目，实时组织新项目，使之更具
针对性和实效性。”千阳县县长张新科说，千阳将发展
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之
策。全县村级、户级产业项目占超市项目总数的 35%，
每年涉农资金的 60% 用于发展产业。

苹果收获的金秋季节，新的希望正在孕育。在坡头
村村委会里，干部和村民代表已经在谋划来年“乡村振
兴项目超市”的内容。“这两年汛期雨水多，我们准备设
计一个排水渠提升改造项目。还计划实施绿化工程，让
我们的家乡像草碧镇的名字一样，芳草碧连天。”村支
书时碧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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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9 月 22 日电（记者胡锦武、赖
星、冯松龄）沿着中国南方罗霄山脉雄浑的曲
线，鸟瞰五百里井冈巍峨起伏，黄洋界下神山村
的生活在眼前次第展开：竹林环抱村庄，白墙褐
瓦的民宿点缀其间，游人沿青石板路穿行，炊烟
从农家乐飘摇而出。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
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
记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来到井冈山
市茅坪乡神山村时对乡亲们说。

4 年多来，这座贫困发生率曾达 30% 的小
山村，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变化。那些久别归来
的游子更是清晰地感觉到，曾经缓慢沉重的生
活节奏变得轻盈明快起来，神山村正如翠竹拔
节般生长更新。

青山绿水井冈红，神山村神奇不断。

从铁锄头到“金锅铲”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蹚不过的河。心中
有梦无难事，酸甜苦辣都是歌。”山歌唱出了一
名农村妇女朴实无华的心里话。53 岁的彭夏英
曾是神山村日子过得最贫困的人之一，如今却
是当地响当当的名人：当选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通常，她都系着一条黄绿相间的细格子围
裙，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为了让客人住得更舒
适，不久前，她很气派地给自家民宿的 10 个房
间都装上了空调。

3 双筷子、3 个碗、1 箩谷子，这是彭夏英

结婚时，她和丈夫张成德的全部家当。“神山是
个穷地方，有女莫嫁神山郎，走的是泥巴路，住
的是土坯房……”当地流传已久的顺口溜，道出
了村民共同的困境。

为了生计，村里当年家家户户都做竹筷。每
天天不亮，彭夏英就和丈夫上山砍毛竹，夫妻俩
常常被马蜂蜇得鼻青脸肿。筷子做好后，还得挑
到山外去卖。肩上 3000 双筷子的重量，让 30 里
山路显得格外漫长。不幸的是，磨难接踵而至：
1992 年，丈夫务工摔伤落下残疾；不久后，省吃
俭用建起的新房在连日的大雨中被冲毁；又过
了几年，彭夏英在砍毛竹时摔伤被送医院急
救……

乡里村里干部看她家中困难，上门要她填
表评低保，却被她婉拒。“死水不经舀，要细水长
流。”彭夏英说。

彭夏英有如水一般的韧性，虽历经磨难，却
从未止步。2018 年夏天，彭夏英和家人开始经
营民宿，还办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国家有扶持政
策，我们也要靠自己奋斗。”说这话时，她眼睛望
向屋外。她家的房子地势高，放眼望去，半个神
山村尽收眼底。

“过去用锄头在地里刨不出几块钱，现在掂
起锅铲子就能赚钱，我已经有四五年没上山砍
过竹子了。”如今，79 岁的老支书彭水生也和当
地许多村民一样，开起了农家乐，吃上“旅游
饭”。

目前，神山村的农家乐已发展到 20 余家，

50% 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服务中。2019 年，
神山村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神山人自强不息的精气神浸润在五百里井
冈的动人画卷中。

从“逃山”到“返乡”

这里被称作神山是有原因的。据说，神山因
群山环绕，状如城垣，被叫作“城山”。也有人说，
神山一年四季云雾重重，犹如仙境，故名“神
山”。对这些说法，33 岁的彭张明从没考究过，
他过去想得最多的是怎么走出神山。

神山村位于黄洋界下大山深处，人均只有
五分田且多是冷浆田。分散而贫瘠的耕地像是
乡村的伤疤，折射出神山村的穷困。逃离大山，
成了村民们共同的选择。2016 年，全村 54 户
231 人，只有不到 40 名老幼村民留守。

彭张明、彭张卫弟兄俩是神山村较早一批
到沿海打工的人。2008 年夏天，母亲彭夏英塞
给他们 1000 块钱，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时，广东的部分中小企业正遭受金融危机的
冲击。他们顶着烈日，一个个园区逛，一家家企
业找。20 天后，身上的现金所剩无几。无奈之
下，他们商量，弟弟回家，大哥留下。

第二年，彭张明南下投奔大哥，从东莞到深
圳，从电子厂、塑料厂上的流水线工人干起，直
到成为现在的干洗店洗衣技师，月薪六七千元。
“我们以前要寄钱回家贴补家用，现在爸妈赚得
比我还多。”彭张明说。

过去，大山压得神山人喘不过气；如今，大

山给了神山人足够的底气。“我妈比我们更
清楚神山村的发展规划，对帮扶干部也比我
们熟悉得多。”彭张明发现，和母亲相比，自
己竟然“落伍”了。最近，彭张明开始琢磨回
村发展。对于自己的人生，他头一回有了清
晰的方向感，“背靠神山村，家家都在脱贫致
富。”

第一个做淘宝店、第一个开通微信收款、
第一个开快手账号……相比彭张明，他的“发
小”左春仁更早嗅到神山村的商机。他利用在
外学到的手艺，在家里开起了手工作坊，加工
串珠、竹制品等。在浙江、广东等地打了 10 多
年工的彭长良、彭青良、彭德良三兄弟，也回
乡办起了农家乐、土特产超市，生意最好的一
天，仅蜂蜜、茶叶等土特产品就卖了 2000
多元。

回村创业的“后浪”一年比一年多。如今，
已有近 140 人回到家乡，在致富路上各显其
能、逐梦小康。

从穷山沟到“聚宝盆”

2016 年，39 岁的彭展阳当时在外地一
家企业的技术部工作。此后每次回村，他都能
感受到村里脱贫攻坚的火热干劲，犹豫再三，
他决定辞职回乡创业。“神山村从穷山沟变成
了‘聚宝盆’。”彭展阳瞄准乡村旅游，和村民
发起成立神山村旅游协会，统一服务标准并
对村民开展相关培训。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
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
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2018 年，彭展阳担任神山村党支部书记
后，带领村民成立神山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好客神山乡村旅游有限公司，实现了村民和
村集体同步增收。

记者采访时，神山村正在开村民代表大
会，商谈茶树菇培育事宜。“我们要做到伸手
能摘桃，弯腰能采菇。”彭展阳描绘起心中的
愿景。这些年，村里发展起黄桃、茶叶种植合
作社，种上了 460 多亩黄桃树、200 多亩茶
树。曾经的贫困户都成了合作社的“股东”，每
年仅分红就有 3000 多元。

神山村的村民，不时能听到新消息传
来——井冈山市农业农村局来了技术员，
指导村民养“五黑鸡”，听说不出半个月项
目就能落地；红色培训、研学旅行、乡村旅
游渐渐融为一体，民宿改造升级也提上了
日程……

去年，神山村村民人均收入 2 万余元，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38 万元。今年因疫情影
响，一度按下“暂停键”的神山村旅游，目前也
逐步恢复往日生机。

神山村的变化，是江西革命老区脱贫奔
小康的缩影。今年 4 月 26 日，随着最后 7 个
贫困县宣布退出，江西 25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基本摆脱区域性整体贫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江西这片
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处处激荡着信仰
的力量和奋进的足音。

神山村“神奇”何在？井冈山深处觅答案

▲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在自己开的农家乐前展示自家的农产品（7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福建省闽清县省璜镇建功村
65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小梅前
一阵子把政府精准扶贫的 3 万元
贴息贷款全还上了。她告诉记者：
“儿子去泉州做水电工有了不错的
收入，家里经济情况好转了，就提
前把贷款还上。党和政府对我们这
么好，我们要懂得感恩，更要讲诚
信。”

陈小梅的老伴中风卧床 7 年，
拖垮了家里的经济，2016 年她家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摘
帽，但摘帽不摘政策，这些年来闽清
县和省璜镇政府一直把她视为精准
扶贫对象 ，在政策 、资金上持续
帮扶。

2016 年，陈小梅获得无息贷
款 3 万元，发展家庭养殖业，一共
养了六七百只鸡、鸭。今年，陈小
梅种了 2 亩水稻，丰收在望；鸡鸭
卖了 2000 多块钱；儿子在泉州当
水电工一个月收入 7500 元；政府
的各种补助款源源不断……家里
日子好过了 ，前段他儿子回来就
把 3 万元贷款全还上了。

记者看到，陈小梅卧室里装上
了空调。她还有一个心愿：家里人口
较多，将来经济好转了，把砖混结构
的平房再加一层，变成楼房。

跟陈小梅一样，省璜镇佳垄村
68 岁的建档立卡户吴标生也主动
提前把 1.5 万元的无息贷款还上
了，成为全镇第一个还清贷款的精
准扶贫对象。老吴前些年患胃病做
了几次手术，花了几万元，2016 年
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次年摘帽
后依然享受精准扶贫的各种政策和
待遇。

佳垄村村支书吴丽青告诉记者，全村像

老吴这样的贫困户共有 3 户，政府
对他们帮扶照顾力度很大。以老吴
家为例，今年 2 月疫情来了，发放
生产补助金 2000 元资助他买羊，
发放化肥补助 1000 元；6 月发放
中央财政提供的贫困户产业扶持
资金 5000 元；每季度发放养老金
1065 元……此外，县里开展乡村
“裸房整治”，为老吴一家提供住房
修缮资金 2 万多元。

2016 年，吴标生获无息贷款
1.5 万元，养了几头牛。去年夏天他
把牛全卖了，收入 3 万多元，一口气
就把贷款全还了。目前，老吴一家经
济状况还可以：养羊 7 只，按市面价
计算价值 1 万多元，今年已经售出
一只收入 2000 多元；已收获稻谷两
千多斤，价值四五千元；老吴儿子外
出打工，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每月
寄回家 1000 多元。

吴标生的老伴张凤香快人快
语：“政府对我们太好了，一直扶着
我们朝前走。我们自己也要勤劳，养
羊、种地、打工，样样都干。我们知
足、感恩、讲诚信，有了钱就把贷款
还清了，不拖欠。”

省璜镇扶贫专干杭宇介绍
说，全镇现有 75 户摘帽后继续享
受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户 ，其中
44 户办理了 45 笔扶贫无息贷款，
截至目前，已有 14 户全额还清了
15 笔贷款，其余 30 户均偿还了部
分贷款 ，并表示将如期全额还清
贷款。从 75 户的整体情况来看 ，
他们要么打工就业 ，要么发展了
扶贫产业，经济状况、还贷能力都
没问题。

（记者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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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场秋雨过后，青翠的山峦
直挺挺地耸入水雾中。山腰处，村集体
合作社负责人莫英富带着乡亲们，拿
着锄头、勾着腰，在山林间给一片黄精
锄草。

山脚下，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柏树
村黄精种植合作社内，十余名村民挂着
笑脸，把黄精种装入麻袋中保存——这
些种子可是他们的脱贫“黄金”。

柏树村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山区，
山地多耕地少，“九分山林一分田”，全
村 310 户 1341 人耕地仅 1071 余亩。
过去，村里人都指望着山中藏着的金
矿过上好日子。

1994 年，村里有人采到金矿。一
时间，柏树人纷纷拿起镐头挖矿，方圆
几十公里内上万人也慕名来淘金。

莫英富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爷爷
和爸爸，上山挖金矿。“那时村里人都
说读书不如挖金。”莫英富回忆道，祖
孙三人每天起早贪黑，干了大半年，
没 挖 到 金 子 ，本 钱 也 亏 得 不 剩 一
个子。

漫山遍野打洞挖矿，能赚钱的却
寥寥无几。山林被砍，山地被挖，村民
们用水银和砂轮分离黄金，村里污水
横流。

淘金非但没有拔掉“黄金村”的穷
根，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1998
年，当地政府下定决心关闭金矿。柏树
村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作为省级贫
困村，当年贫困发生率超过 10% 。

在外打工 7 年后，莫英富回乡开了家诊所。
因为家乡山地多，大量野生黄精生长，他那时就

发现村里常有外地中药贩子来收购。
4 元、6 元、8 元……黄精收购单价

一年年往上涨，2014 年达到每斤 10 元，
村医莫英富想着何不自己种植黄精？

这一年，莫英富等五人投资十万元
成立合作社，买来 100 公斤黄精种，种下
100 亩。黄精是多年生草本药材，生长周
期长，收益期也长。

熬到第三个年头，终于有了收成，合
作社当年实现盈利。2017 年，棋坪镇将黄
精种植作为扶贫产业，免费给村民送黄精
种。莫英富的合作社一下子吸纳了 50 多
户村民加入，其中贫困户不仅可以年终分
红，有劳动能力的还能赚到 120 元一天的
工钱。

“1 亩黄精一辆车，10 亩黄精一栋
房。”已经脱贫的向明华说起村里现在的
流行语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他学会了育
苗，准备明年再种 20 亩。

100 亩、500 亩、2000 亩、5000
亩……村里黄精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合
作社的效益也逐年攀升。莫英富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22 年前，投资 5000 元挖金
矿，血本无归；22 年后，投资 2 万元，种
1 亩黄精，4 年后的收成就有 6 万元，真
正的“地里有‘黄金’，1 亩万元钱”。到
2020 年底，柏树村最后 2 户贫困户将脱
贫，全村 37 户 136 名贫困群众将告别
贫困。

“在扶贫中，我们发展生态种植产
业，既保护村里绿水青山，也让百姓有脱
贫的金山银山 。”铜鼓县委书记江伟
斌说。

临近中午，莫英富和乡亲们扛着锄
头下山。不远处，镇上建成黄精加工厂，
今后从地里收上来的黄精将在此精加
工，脱贫“黄金”将越来越值钱，村民们的

小康生活又将向前迈一步。
（本报记者黄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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