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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田镇根溪村的老公鸡乖乖最近成了
“明星”。因为鸡年一到，它就满 11 岁了，相当
于百岁老人。这可是一只“有来头”的鸡，它所
属的鸡种——— 河田鸡，栖息于福建省长汀县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被列为五大“世界名
鸡”之一。

一只招财鸡，脱贫全靠它

邱其华是长汀县农业局下属企业远山河
田鸡公司董事长，许多人叫他“鸡司令”。他与
河田鸡结缘已经十几年。

“鸡司令”的身上常带着一份文件——— 扶
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河田鸡养殖的合同。
养殖户看到这份合同，都很高兴，因为这份合
同能带给他们优惠的鸡苗、饲料以及按保护
价回收的“销路”，贫困户甚至可以先领取鸡
苗、饲料，待鸡回收后按优惠价付款。在“鸡司
令”的帮助下，不少仅靠种田为生的贫困户，

摇身一变成了养殖大户，一年之内就摆脱了
贫困。

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农民林木生 45 岁
了，原本守着膝下三个儿女，过着不愁吃喝的
日子。但几年前，妻子的一场大病让他陷入了
绝望的漩涡。大女儿又到了上大学的节点，注
册费、生活费、医药费压得林木生喘不过气来。

“前几年我老婆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叫我
要准备 10 万元，我心里急得发慌，只能四处
向亲戚借。”林木生说，“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
开锅，甚至一星期给老母亲炖一次肉汤都舍
不得。”

转折发生在 2014 年，由于长汀县把河田
鸡养殖作为主要脱贫措施之一，村干部建议
林木生转做养殖，林木生便找到了“鸡司令”
邱其华，签下第一份养殖合同，河田鸡就这样
闯进了林木生的生活。

6000 只鸡悠哉地在山林间找食，“心情
好”时扇动几下羽翼，甩下一地鸡毛。林木生
顽皮的小儿子趁鸡跑出鸡舍，蹿进去摸出几
只温热的鸡蛋，给午饭加菜。临近春节，林木
生还寻思着留两只鸡给老母亲补补身体。

这就是林木生现在的生活，因为河田鸡
养殖，原本每年收入 1 万元上下，如今翻了至
少三倍。“虽然生活上还比较困难，但对未来充
满希望。”林木生开始规划逐年扩大养殖规模。

小年夜过后的第二天，“鸡司令”邱其华
就带着合同上门，和林木生签下 2017 年 1 万
羽鸡苗的养殖合同，至少要比非贫困户优惠
8000 元。按此规模，林木生今年能收入 6 至 7
万元，贫困户的帽子就可以摘掉了。

鸡年，“鸡司令”邱其华有一个小目标，就
是让更多人像林木生一样通过养殖河田鸡脱
贫。“如今的河田鸡不仅是‘世界名鸡’，更是实
实在在的招财鸡啊！”邱其华感慨。

一只走地鸡，生态大变样

只要走进长汀县河田镇的养鸡户家，提
起一个名叫兰秀的女人，几乎无人不知。

兰秀过去只是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主
妇，养鸡 31 年，现在成为河田最大养鸡场的
“兰总”。她花了十余年时间，把承包下的一块
荒山改造成绿树成荫、鸡犬相闻的“世外桃
源”，成为“水土保持卫士”的典型。

“你看到的这些山，十多年前是光秃秃
的，几乎一根草都不长。下雨的时候，流出来

的都是黄泥水。”兰秀拿出从前的照片，给来
访的客人介绍，她的儿子在一旁补充道：“就
像泥石流。”

在荒山上养鸡，对当时年轻柔弱的兰秀
来说是个挑战。最困难的时候，兰秀甚至“鸡
苗换树苗”，一铁锹一铁锹地种树开荒。兰秀
坦言：“一开始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就想着
把林子种好了，散养的鸡才有地方栖息。现在
林子好了，就发展林下经济套养河田鸡，鸡粪
变成肥料还能反哺林间的作物，绿水青山真
的变成了金山银山。看到绿油油的一片，非常
有成就感！”

兰秀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长汀县的水
土流失治理其实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周山岭，尽是一片红色，闪耀着可怕
的血光……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的
飞鸟，只有凄怆的静寂，永伴着毁灭了的山
林。”这是 1942 年研究水土流失的学者在长
汀县河田镇考察时留下的一段话。

由于一系列人为破坏，坐落在闽西山区、
武夷南麓的长汀县成为中国南方水土流失最
严重的区域之一。

1983 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正式展
开。1986 年，水利部把长汀河田列为南方小
流域治理示范区。此后，长汀采取了最严格的

封山育林、禁烧柴草等生态保护制度，发动
群众一道参与，建立燃料补贴制度，用煤球
换柴草，用种养治荒山。几代长汀人筚路蓝
缕，与百万亩荒山作战，创造了水土流失治
理的“长汀经验”。

兰秀没想到，当初为了养“走地鸡”的
治荒努力，开出了鲜花，结出了硕果：“这只
走地鸡真神奇！”

一只新年鸡，多少家乡味

爆竹声声，把山上的河田鸡吓得飞到
了枝丫上，春节就这样悄悄地临近了。河田
鸡的故乡长汀县聚集着大批客家人。

“汀江河”这条闽西最大河流，被客家
人奉为“母亲河”，每年都有大批客家人到
长汀县参加公祭客家母亲河的仪式。

无论是公祭母亲河还是春节祭祀祖
先，鸡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客家人把鸡
看成吉祥物，岁时节日、迎神赛会等客家文
化里，鸡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客家民俗专
家赖建说。

黄昏时分，记者一行人被袅袅炊烟、阵
阵香气吸引到了古城镇南岩村村民钟道华
家里。钟道华一家也是通过养殖河田鸡脱
贫的，靠着十余年的养鸡生涯，钟家盖起了
小洋楼。春节前三天，钟道华三兄弟轮流做
东请大家吃年夜饭。

钟道华的妻子从下午开始就把河田鸡
下锅，小火慢炖，等皮变金黄，筷子能戳穿
鸡皮时，就捞起切盘，佐以新鲜的鸡汁伴葱
姜做料，一盘经典的客家白斩鸡就上桌了，
这可是年夜饭的主菜。

钟道华家族里有 12 口人。最小的孩
子、11 岁的钟文楷早早围在桌前，顾不得
烫，用手抓起一块鸡肉，站着就吃完了。大
人们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往他的碗里夹了
一只鸡腿，小文楷顾不得擦掉手上的油，马
上“驼”起了“鸡臂”(客家话，吃鸡腿的意
思)，这可是客家人吃饭的最高规格。

“其实不一定要吃鸡腿，不少在外工作
的客家人心里，白斩鸡的滋味总能勾起乡
愁，那就是家乡的味道。”钟道华说。

在离钟道华家不远的河田镇根溪村
里，老公鸡乖乖依旧骄傲地站在日落的山
头上，陪伴着 82 岁的主人黄桂花，等待着
赶路的孙儿回家过年。黄桂花不会说普通
话，她用客家话反复说着：“一家人在一起，

才是过年。” (刘娟、吴剑锋)
新华社福州 1 月 26 日电

“世界名鸡”背后的脱贫故事

▲ 1 月 20 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根溪村，82 岁的黄桂花抓起老公鸡乖乖。

老公鸡乖乖是村里的“明星”，因为鸡年一到，这只河田鸡就满 11 岁了，相当于百岁老
人。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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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读 更 多 全

媒 体 形 态 报 道 请 扫

描 二 维 码 下 载 新 华

社 客 户 端 ，订 阅“新

华全媒头条”栏目
▲ 1 月 25 日，在南昌火车站站台，车门

关闭时，李欣向丈夫和儿子挥手告别。

▲ 1 月 25 日，在南昌火车站站台，一家
三口享受这难得的团聚时光。

▲ 1 月 23 日，铁路上海客运段列车员陈
彬斌、朱敏夫妇在上海火车站短暂相聚时拥
抱在一起。

当日，在 Z166 次列车上担任乘务员的朱
敏随列车返回到上海。丈夫陈彬斌在上海火
车站简短交代朱敏一些家事后，登上开往连
云港方向的春运加开列车，投入到工作中。

今年春运期间，陈彬斌与朱敏分别在不
同的列车上承担乘务工作，这是两人第 5 年
参加春运。把孩子托付给老人照顾的夫妻俩
聚少离多，在紧张繁忙的春运中恪尽职守、默
默奉献。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 1 月 25 日，在南昌火车站站台，魏星
（右）和李欣亲吻许久未见的儿子。

铁路夫妻

团聚 600 秒
32 岁的魏星和 28 岁妻子李欣是南昌铁

路局客运段的列车长和乘务员。春运开始后，
魏星和李欣分别忙碌在两条不同的线路上，
频繁的加班和错开的时间使得二人难得碰
面，刚刚一岁十个月的儿子魏宵洋也只得寄
放在父母家里，一家三口上一次团聚还是十
天前。1 月 25 日，魏星工作结束后，刚好碰上
妻子的列车经停南昌十分钟，老人专门将孩
子带上站台，一家三口在站台上有了难得的
10 分钟团聚。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短暂一拥别

同车难相见

新华社郑州 1 月 26 日电(记者刘雅鸣、
孙清清)“春节回来了，不能让他们闲着，‘三
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得让他们给村子发展
出点子、作贡献。”说这话的是河南卢氏县淤
泥河村党支部书记田宝琏。田宝琏口中的“他
们”就是淤泥河村春节返乡的 100 多位农民
工，这些年每逢春节前都要在村里召开返乡
农民工“能人议事会”。

淤泥河，地处河南伏牛山区深处，10 亩
土地才能“抠”出不足 7 分耕地，是河南省“三
山一滩”扶贫工作重点县卢氏县境内的小山
村。而这个信息闭塞、观念落后的山村，近年
来却发展思路“超前”，成为卢氏县远近闻名
的脱贫致富“先进村”。

“钻”过 20 多个山洞，“甩”过一座座山，
驱车 3 个多小时，记者终于来到了大山深处
的淤泥河村。新修的石桥，干净的河道，整洁
的水泥路，太阳能路灯，新建的农家乐宾馆旁

是村里的小公园，这些都在“诉说”着村子今
日的变化。

在淤泥河村村委会议室里，13 名村里外
出务工人员中的“能人”正在田宝琏的组织
下，商议村子未来的发展，他一言我一语，拉
起了家常。

30 岁的田建坡在郑州从事节能改造生
意，这次是在田宝琏的邀请下，专程从郑州开
车回村参加“能人议事会”的。“村里搞乡村旅
游，路子是对的，现在关键是如何把外边的人
吸引过来。”田建坡说，“目前村里缺乏有特色
的东西，与外边搞乡村旅游的村子相比优势
不大。”

听到田建坡不留情面的“批评”，老支书
田宝琏深深地点了点头，说道：“建坡见多识
广，这个问题说得好，指得准，在座的‘老板’们
也都尽管说问题，提建议，不要‘碍面子’不舍
得把‘真经’留给村里啊。”支书的一席话，引来

一片笑声。
眼见美丽乡村建设给家乡带来的大改

变，“能人”们纷纷就乡村旅游展开讨论，有激
烈争论，有欢声笑语，但都是实实在在的“干
货”，时不时会“蹦出”既符合村里实际又迎合
山外需求的“金点子”。

“我是专门来‘取经’的，我们组有两个贫
困户，希望能够从会上学习一些新思路，回去
给他们传达传达。”一直默不作声的淤泥河村
七组组长张金保说。

“臭皮匠们”的集体智慧，给家乡发展不
断注入新活力。近年来，田宝琏带领淤泥河
村，扭转了桑蚕产品单一导致的市场下滑
局面，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不断拉长产业
链条，新增蛹虫草、桑葚酒、桑叶面等产品，
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完整产业链，辐
射带动全县 11 个乡镇的 117 个行政村、
2436 户，每年为村里人均增收 3500 元以

上。
淤泥河村通过“能人议事会”，不仅搜

集到了村子发展的好思路、好建议，同时也
激发了村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热
情。

今年“能人议事会”上不少村里外出务
工人员都表达了今后回乡创业的想法，在
灵宝市从事中药材种植的田万锁是其中之
一。“我准备把灵宝市的三个中药品种带到
村里来种植，同时建厂用于药材加工，以此
来带动附近贫困户和剩余劳动力增收，这
个想法已经得到了村‘两委’和村民的支
持。”田万锁说。

“村子全靠村外务工的人带回来资
金，带回来技术，带回来思路，要不然就是
一潭‘死水’。但也不能让村里人都守在村
里，不仅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田宝
琏说。

山村里的“返乡能人议事会”

一大早，热孜古丽就坐上公交
车，去给她家的新亲戚拜早年。一
路上，她不时透过窗户上的雾气，
望着街边高挂的大红灯笼，怀里抱
着馓子和核桃，这是她要送给仅见
了两次面的汉族新弟弟郭凯的春
节礼物。

前一天 ，她已给弟弟打好招
呼，今天要去弟弟家拜个早年，同
行的还有自己的丈夫木合塔尔·卡
迪尔和邻居吐尼沙汗，吐尼沙汗怀
中是她 3 岁的外孙。

两个月前，响应自治区“民族团
结一家亲”活动号召，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师分院反
贪局副局长郭凯，作为“一对一”结
对认亲的一员，与家住乌鲁木齐大
浦沟社区的贫困家庭热孜古丽家
结对认亲。

坐了两小时的公交车，三家人
终于围坐在弟弟暖意洋洋的家中。

热孜古丽将馓子和一包核桃整齐地
摆放在弟弟家客厅桌上，与弟媳罗
启萍准备好的水果、糖果刚好摆了
满满一桌。热孜古丽看着眼前这中
式风格装修的家以及第一次见面就
热情招呼她喝茶、吃水果的弟媳，脸
上笑开了花。“这就是我常说的热孜
古丽，这位是她的丈夫和她的邻居
吐尼沙汗，小巴郎子(维吾尔语：小
伙子)是吐尼沙汗的外孙肉孜塔木。”郭凯
一边为妻子介绍自己的维吾尔族亲戚，一

边抱着肉孜塔木，给他递上糖果。

郭凯记得，第一次去大浦沟社区
结对认亲时，他是与单位一行 5 人同
去的。“我们带着清油、大米、面粉，去
了各自新亲戚家。热孜古丽家是我结
对认亲的对象，她与丈夫都是低保户，
没有工作，我记得第一次到她家时，两
间土房子，烧着土炉子，几乎没什么像
样的家具。”这一次见面，成为两个陌
生家庭友谊的开始。

“上个月，我女儿结婚，我给我弟
弟发了请柬，我们就像真正的亲戚一
样。”热孜古丽说。

郭凯拿出手机，打开相册，给大家
分享结对认亲时的那些温暖瞬间。
“看，这是一位亲戚给我的同事送了一
条艾德莱斯围巾，这是有人拿着水果
硬塞到同事手里，我记得热孜古丽当
时送了我一袋水果糖和一袋奶糖。”在
这里，汉语和维吾尔语相互交织着。

像郭凯与热孜古丽这样的“亲戚”

现已遍布天山南北。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新疆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以来，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基
层群众进行“一对一”结对认亲，越来
越多的“亲戚”开始互相走动，大家在
这里感受到了冬天的温暖。

“真的很感谢热孜古丽大姐，在我
们春节临近的时候，专程来给我们拜
早年，感觉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郭

凯说。 (记者白佳丽、胡虎虎)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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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川火车站站台上，亢国伟和妻子
杜铁梅在一起合影（1 月 25 日摄）。

亢国伟、杜铁梅是一对铁路夫妻。亢国伟
是银川铁路公安处的乘警，杜铁梅是兰州铁
路局银川客运段列车广播员。今年春运，虽然
二人同在一趟列车上，但是却几乎见不到对
方，杜铁梅的广播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在值班
期间是不允许离开广播间的，而亢国伟需要
不定时巡查车厢，每一次夫妻二人出车，直到
列车抵达终点站，他们才能在站台上见面。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长春铁路
民警朱笑莹将第一次作为乘警登
上长春至拉萨的直通列车，开始为
期 8 天的执乘任务。这一个班下
来，一个年就过了。

早上 5 点，天还未亮，朱笑莹
已来到单位开始整理值乘装备。6
点多，朱笑莹登上火车，她要赶在 7
点发车前做好车厢检查工作，这趟
特别而又普通的新年之旅就这样
开始了。

长春到拉萨，从东北到西南，
跨越大半个中国，往返行程 11383
公里，历时 8 天。这趟直通列车从
去年 2 月底开通至今，已累计发送
旅客近 40 万人次，在提高了两个
地区往来便捷性的同时，也拉近了
东北与西藏两地人民的距离。

可这对于生活在东北的长春
铁路乘警们来说，却是一项责任重
大而艰巨的任务。虽然这趟列车上
有供氧设备，部分高原路段还有随
车医生 ，但连续 8 天的高强度工
作，又有一半的时间在高原上，神
经需要时刻紧绷着，对乘警的身体
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挑战。

去年在这趟列车开通前，长春
铁路公安处特地举办了进藏列车
培训班，还与重庆、广州、济南等有
进藏经验的乘警队沟通取经，为保证执乘
任务的顺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能够成为
这趟进藏列车的乘警，意味着自身过硬的

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大家都主动
报名参加值乘任务。朱笑莹还藏了
一点“私心”，“将来女儿长大了，我
会很自豪地告诉她，妈妈第一次当
乘警就去了西藏。”朱笑莹说。

朱笑莹 30 出头，工作已 10 年，
也算是个“老警察”了，平时工作起
来风风火火，像个男生，可这第一次
当乘警，还要去西藏，心里还是有点
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进藏，担心万
一身体不适应，上了高原出状况影
响工作。”朱笑莹说，单位的年轻同
事看她孩子小，想跟她换班，替她
去，都被她拒绝了。“我不能拿孩子
当借口，既然工作要求了，就总得有
一些取舍。”

这次和朱笑莹一起执行任务的
民警阮洋，十几年前就干过乘警，这
次也是第一次去西藏。阮洋告诉记
者，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什么事都经
历过，不能在家过年也是常有的事。

当被问到列车春节怎么过时，阮洋
说：“和乘客一起吃顿饺子庆祝一
下，跟家里通个电话报个平安。在车
上神经要一直紧绷着，可能忙活起
来，也顾不上过不过节了。”

“虽然这一个班下来，一个年就
过了，但只要能和所有的乘客一起
平平安安地上车，再和所有的乘客

平平安安地下车，这个年就算过得值。”朱
笑莹说。 (记者薛钦峰、段续)

据新华社长春 1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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