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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妮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个头不高、身材娇小，全国人大代表刘锦
秀，说起话来却连珠炮语，颇显干练，似乎时
刻散发着一股奋斗者的强大能量。

这股能量让她从一个普通的山里姑娘，
成长为一个知名企业家——— 湖北名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田县锦秀林木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也让她从大别山“牧羊女”，
变成精准扶贫的“领头羊”。

从 2003 年 8 月 25 日，刘锦秀返乡创业，

组建合作社、带领乡民养殖黑山羊，如今已经
带动大别山 7700 多户养殖户脱贫致富。

2015 年，她与 175 个村 406 户建档立卡
贫苦户建立帮扶关系，2017 年年底贫困户户
均收入达到 2 万元，80% 贫困户将在今年实
现脱贫。

在她看来，产业扶贫已进入深水区，外部
政策空间和物质基础明显改善，但意识层面
的障碍仍有待破除，眼下产业扶贫最核心的
问题就是“智”和“志”。

她认为，针对新识别纳入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脱贫意愿不强的贫困户，政府应首先
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开展资源和意愿的精准
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自主脱贫致富的信念。
“明确的意愿、适合的资源、政府的政策、企业
的帮扶，这四个要素决定着贫困户能否通过
产业扶贫迅速脱贫致富。其中，意愿和资源是
基础和前提。”

刘锦秀的扶贫初心，来自于童年时期刻
骨铭心的贫穷记忆。

当思绪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那个大别
山区贫困家庭的小女孩，最盼望着过年，“因
为只有那几天才能吃上肉”；也最害怕过年，
只能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袄和露着脚趾的破
布鞋去拜年，“站在人家的堂屋里，感受到异
样的目光，小小的我感到无地自容，心里恨死
了那个‘穷’字。”

为了缓解家庭困境，刘锦秀十多岁时就
走出大山，外出打工。凭着一股不怕吃苦又倔
强的劲儿，她从一名普通女工，一路升到小组
长、班长、车间主任。

后来，不满足一直打工的她，开始自主创
业。十年中，事业上有了创业的平台，在城里
也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这一度让她觉得贫
困已经远离了自己的生活，直到邂逅了一个
小女孩。

2002 年初夏的一天，大别山区的罗田县
乡村，下着蒙蒙细雨，刘锦秀开车回家探亲，
在路上迎面看到一个八九岁大的小女孩，赤
着脚挽着裤腿走在泥地里，手里小心翼翼地
拎着一双半新的布鞋。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下
雨天赤脚走路，不舍得穿鞋。我心里很不是滋
味，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乡还是这样穷。”

刘锦秀心里冒出了改变家乡贫穷面貌的
想法。两年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想法变成了
行动。父女俩决定利用当地的天然林地和丰
富水源优势，养殖大别山黑山羊，于是就在半
山腰搭了两间草棚，中间隔块木板，一边住
人，一边住羊。

“山上不通路没有电，草棚冬天四处漏

风，夏天蚊叮虫咬。”刘锦秀过上了大别上牧
羊女的生活。

刚开始不懂养殖技术，养的第一批 47 只
羊，不出半年死了一半，前两年一直赔钱。父女
俩就白天背着羊找专家访兽医，走访养殖户讨
经验，晚上点着煤油灯整夜地想法子。很快，刘
锦秀学会了给羊打针喂药接生，科学地改造羊
舍、选种育种，还初步建立了销售渠道。

2005 年，她终于挣到第一笔钱，只有十
几万，“却让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终于看到了
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此后，她成立黑山羊养殖合作社，为山区
农民养羊统一提供种羊、统一栏圈建设、统一
防疫消毒、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羊肉回收，为
家乡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脱贫路。

从 2013 年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
来，刘锦秀就为大别山牛羊产业呼吁，建议加
大力度扶持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牛羊产业。

今年两会，刘锦秀带来了多份建议，加大
脱贫摘帽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南方牛羊产业

发展、重视支持大别山区板栗产业扶贫和振
兴发展……

“国家应该以培育主导产业的思路来抓
产业扶贫。”刘锦秀认为，依靠贫困户单打独
斗来脱贫不现实，应在充分挖掘贫困地区资
源禀赋的基础上，确定主导产业、依托龙头企
业，将所有贫困户整合在一起“抱团取暖”。

她建议，国家要用战略眼光调研各区域
产业特色，重点关注特定区域特定产业内已
经基本成型、具备产业扶贫实力和意愿的企
业。具体而言，从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企业品
牌建设、节能减排体系建设、规模化生产程度
等方面对企业进行考核，并进行“以奖代补”
支持。通过这种激励，龙头企业将更有能力和
意愿去服务、带动贫困户。

“我是大别山的一片叶子，绿着为了万
物，就算哪一天枯了，也要化作泥土……”这
位把“大别山牧羊女”写到微信昵称里的人大
代表，心中始终装着家乡的贫困乡亲，“愿做
一只精准扶贫的领头羊”。

“大别山牧羊女”愿做扶贫“领头羊”
刘锦秀代表返乡创业，已带动大别山 7700 多户养殖户脱贫致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
电(记者孟含琪、姜潇)“我当
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
盔走天涯……”一首《我为祖
国献石油》，唱出了石油工人
的豪迈形象。可眼前身材瘦
小、戴着眼镜的李彩云，实在
与石油工人这个形象不太搭
边。

全国人大代表李彩云是
吉林油田公司的石油工人。
生在石油世家的她，从小传
习了父辈肯吃苦的拼劲和韧
劲，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都
有股倔劲。

2000 年当她所在的新
木采油厂改革、减员增效时，
李彩云毅然签了合同，成为
新木采油厂油井承包第一
人，独自承担 5 号井组采油
工作。没想到，这一承包，就
是十多年。远离城市，远离亲
人，日夜守护在偏远的井组，
每天和黑石油、黄泥土打交
道……

查阅生产资料，学习业
务知识，自己动手维修井组
的办公间……在丈夫的支持
帮助下，李彩云一头扎进 5
号井组，将曾经一片荒芜的
井组变成面貌一新、各项指
标全部达标的明星井组。后
来，丈夫张伟干脆辞职，全职
陪伴妻子在井组工作。

李彩云承包了 5 号井组
16 年，也在井场过了 16 个
春节。这期间，她研究出更高
效的洗井方法，以及自主创
新设备维护保养法、分门别
类节能降耗法等“李彩云采
油操作法”，在企业内被广泛
推广使用。

“拼命三娘”把精力都奉
献给工作，却忽视了自己的
身体。2010 年 7 月，身患糖
尿病的李彩云被确诊为甲状
腺恶性肿瘤。医生告诉李彩
云，肿瘤已经扩散到淋巴上，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但噩耗没有击垮这个
坚强的弱女子。术后第二
天，李彩云坚持让丈夫回到
井组，自己留在医院并接受
放射性治疗。当她躺在病房
中承受病痛，心里却有着自
己的原则和坚持：“承包井
组 16 年，尽管生活中琐事
不断，但我俩从未因家事找
别的同事顶岗。”

手术后仅七天，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李彩云就匆匆
回到岗位上。“我不是不惜命，但我得回去看看井组咋样
了，我心里惦记着它……”李彩云这样回应来自各方的不
解。

这么一个坚强的女子，却在提起家人时，不禁落泪。
承包井组时，李彩云的儿子张云浩还不满一岁。由于井组
环境太艰苦，她就把孩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那时都快
想疯了”。随后 16 年，她也是对油田倾注得更多，儿子一
直到九岁，都没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这么多年，我亏
欠父母，亏欠孩子……”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彩云
多次在分组审议上发言，为一线工人发声。她建议，建
立切实有效的工匠培养机制，完善技工等级晋升、职
业技能认定的相关制度，为技术工人创造成长路径，
拓宽技术工人发展渠道。“我希望能提升高技能人才
地位，让更多年轻人留在基层，为祖国多做贡献。”她
说。

这是一双并不怎么漂亮的手。
手掌厚实、粗大，手心上、每个指节上都被磨出了老

茧，细细一看，错落着深浅不一的划痕。
“就大拇指这块儿，这一道当时老深了。我那时候其

实看见有碎玻璃了，但心说不碍事，就上手一收，结果大
拇指这儿就立马划了一道口子……”

类似的故事，对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环境卫生管理
处友好环卫所环卫工人庄艳来说已是常事。十年前，庄艳
刚当环卫工人的时候，想的是先找个活儿干干，刚干的时
候还常常忍不住偷偷抹眼泪。

但生性乐观的庄艳谈起工作中的苦累全都一笑而
过，说起清洁细节的时候又如数家珍：“平时收垃圾，可不
就是用这双手吗？有的好清的，就用大铁锹铲，难清的就
直接上手了。”

“干过十年八年的，家里都备着皮炎平、皮康王”，庄
艳说，平时工作时戴的橡胶手套不透气，有时水和细菌渗
进去，手就感染了。

哪个女人不爱美？可庄艳在这个又脏又苦的岗位上
硬是干了十年。别人不肯干的片区，她主动接过来干；别
人一天在片区转三次，她比别人还多一两次。庄艳的右手
因为长期抡铁锹，比左手整个大一圈儿。

“选择这份职业，是好是坏我觉着取决于我的心态。

我选择的时候认为很有意义，就坚持下来，现在，我还当
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也是用自己的双手为美丽中国建
设出一份力！”

正是这一双双手，默默洁净着一座座城的大街小
巷。

现在，除了做好工作，庄艳就总想着作为人大代表
怎么积极履职，“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特别关注垃圾分
类，我觉得应该推进垃圾分类与回收，把这些放错地方
的‘资源’利用好。”

(记者陈聪、邹明仲)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从常常“偷偷抹泪”

到觉得“很有意义”

庄艳代表谈自己的环卫工作

▲拼版照片：左图：刘锦秀代表在家乡带领乡民养殖黑山羊，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右图：刘锦秀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因为带着仅有
3 个多月大 、尚处
于哺乳期的宝宝到
北京参会，“90 后”

全国人大代表程梦
醒显得特别。

她还有另一重
“特别”的身份———
返乡青年创业者。

2014 年，大学
毕业后，程梦醒做
了一个让很多同龄
人有些吃惊的决
定：放弃留在大城
市的机会，回到老
家湖北应城市三结
村，成为一名创业
者。创业的方向，是
传承当地的豆皮制
作手艺，进行产业
化深加工。

“豆皮是传统
的民间加工美食，
但长期缺乏叫得响
的品牌，也缺少现
代工艺。如果青年
人不传承，以后就
很难吃到正宗的口
味了。”程梦醒说。

创业的想法，得
到了家人的支持。一
点点凑够钱，返乡第
一年，一个小型的工
厂在村里建了起来。

如今，工厂已有 30
多名员工，生产的
豆皮也成了当地的
“抢手货”。目前，程
梦醒正计划进一步
打造标准化生产
线、逐步扩大厂房
面积。她还牵头组
建了致力于豆皮加
工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希望带动更多
人尤其是青年人一
起返乡创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程梦醒很是兴奋，但
同时也觉得，成为代表就意味着担负起了一
种责任。每天，白天准时参加会议，宝宝交由
姥姥照看；晚上，陪宝宝短暂玩耍后，程梦醒
要认真地阅读相关材料，为第二天的会议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

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她提
交了关于进一步强化对于青年人创业扶持的建
议。建议设立专项基金，对符合要求的返乡创业
者给予一定补贴政策；同时，进一步营造创新创
业氛围，搭建起政府、高校、企业与创业者之间
合作交流的平台，让返乡创业者能够得到更多
支持，“让乡村承载起更多青年人的梦想”。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人参与，希望
更多青年人能够回到农村，带动家乡父老一
同致富。”程梦醒说。(记者李鹏翔、梁建强)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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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波代表：牛圈里探索出扶贫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吴云波是内蒙古自治区
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部
书记。2013 年起，吴云波以现金、耕地和牛
入股的方式成立合作社，吸收农牧民加入，
并探索出了一条“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的扶贫模式，不断增加农牧民收入。目前合
作社总资产达到 3400 万元，2017 年净利
润 360 万元，带动 37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吴云波希望，通过扩大肉牛养殖规模，
发展壮大农牧区合作社等方式，带动全体
农牧民，尤其是贫困农牧民普遍增收致富，
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成果。

▲在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吴云波在合作社的牛圈里(2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吴云波(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会议上(3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吴云波(右二)在内蒙古自治区扎鲁
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查村民王金财
(右三)家了解情况(2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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