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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3 月 26 日电(记者储国强、梁娟、李
浩)35 岁的崔盼站在土豆粉加工流水线旁，不时地调
整正在切丝的土豆粉，动作娴熟自如。“一个月 2000 多
元工资，还给管饭哩。”崔盼戴着口罩却掩不住笑弯了
的眼睛。

崔盼家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西古村，地
处渭北旱塬，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的崔盼，早年也曾出去在一家小饭馆洗菜刷盘子，一个
月 1000 元工资。后来，父母相继生病卧床，不得不回家
照看老人。“守着几亩地，一年到头也就刚管住嘴，父母
和自己的医药费只得靠到处借钱，日子越过越烂包，还
成了贫困户，根本也不敢想找媳妇的事。”

让崔盼没想到的是，改变自己窘境，打开幸福大门
的竟然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小土豆。西古村种植土豆是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这里的土豆有着独特的红紫
色外皮，村民叫“乌洋芋”。那时粮食匮乏，土豆就是村
民们填饱肚子的“救命豆”。

“现在，‘救命豆’已经变成了我们脱贫致富的‘金豆
豆’‘钱串串’。”说起西古村当下正在发展土豆产业，村

支书童有明喜形于色。
其实小土豆的华丽转身绝非易事。童有明回忆说，

当年村里的合作社单纯搞养殖，在波动的市场环境里，
合作社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能保住本就算不
错了，还怎么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呢？”

要想富，必须得靠产业。各级帮扶干部也给村里出
谋划策选项目，童有明还带领村民先后跑到江苏、山
东、甘肃等地，考察过玫瑰、竹笋等多种产业，但都不适
合西古村。

“真是骑驴找驴，怎么就没想到我们的土豆啊。”石
柱塬上的土豆外红内白，口感细腻。找北京专家一测，
钾、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其中每 100 克中
钾含量高达 352 毫克。合作社最终决定要因地制宜发
展具有特色的土豆产业。

2015 年，西古村开辟了 30 亩试验田，通过对品
种、化肥、管理技术的实验，选定“石柱 1 号”“荷兰十
五”“紫白花”等口感好的优良品种，铺设节水灌溉带精
准灌溉设施，购买土豆种植机机械化生产，采用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科学施肥。一时间，在当地市场只要看到红

皮的“石柱 1 号”土豆，大家都争相抢购。4 斤装的土豆
礼盒甚至卖到 23 元，售价是普通土豆的 2 倍多。

2016 年，合作社建起了手工土豆粉条加工作坊，
一个月能产 2 千斤土豆粉条，1 斤装的土豆粉条卖 20
元钱，不仅价格比市场上普通的粉条高，而且供不应
求。

现在合作社土豆产业开始向上延伸做土豆育苗，
向下延伸进行深加工。2017 年 12 月 1 日，合作社建成
了现代化的土豆粉加工标准厂房，日产量 4 吨，产值可
达 2 . 6 万元。“小土豆”在这条现代化的厂房里摇身一
变，变成了土豆粉条、土豆粉丝、火锅专用大拉皮，还有
可即食的桶装方便土豆酸辣粉。

工厂现在有 53 位村民在家门口上班，崔盼就是在
合作社上班的 30 位贫困户之一。崔盼等 44 户贫困户，
只要腾出土地，合作社就免费给他们统一机械化播种、
施肥、收获。合作社还将贫困户每户 6000 多元的扶贫
资金作为股金入股到合作社，年底他们还可以从合作
社领到 1000 多元的分红，3 年后再拿回本金。

“工厂打工一份工资，土豆种植一份收成，贫困户

分红又是一份，我在家门口上班能拿 3 份钱。”崔盼
说。

石柱镇党委书记王小会介绍，现在，西古村已脱
贫 31 户 92 人，并于去年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小土
豆不仅为西古村插上了脱贫致富的翅膀，还带动了
石柱镇 15 个村 265 户贫困户。截至 2017 年底，石柱
塬上种植土豆已达 3000 多亩。

“我们已经注册了商标，将来要将石柱土豆做
成知名品牌。现在正在研究土豆小麦调和粉的开
发，下一步要做出土豆挂面、土豆馒头、土豆烤馍
等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我们想抓住国家提出将土豆
主粮化的机遇，将小土豆做成大产业，让小土豆成
就更多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大梦想。”童有明信心满
满地说。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崔盼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
渭北旱塬绿色已经渐露头角，路两旁小麦如茵，迎春
花也在阡陌间绽放着春天的味道。田间种下的小土
豆，又在崔盼心里催生了一个“小目标”，今年得说个
媳妇带回家。

陕西铜川:种下小土豆 长出大梦想

新华社武汉电（俞俭、余佩）驻村扶贫，武汉理工大
学校园的梁文斌已经 8 年了。“下得去、蹲得住、帮得
实”，他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把贫困农户的需要与学校
科技优势、人才优势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在山
村扶贫路上。日前，梁文斌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表彰。

“连心桥”建在老百姓心坎上

2009 年，武汉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干部梁文斌
受学校组织部委派，参加“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
就这样与保康县后坪镇结下了 8 年的不解之缘。

山村最缺什么？贫困农户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梁
文斌走访农户时不停地思考，8 年的民情日记有厚厚
几大本。

后坪镇洪家院村口有一条小河，村民们出行非常
不便，急需修一座桥。经过反复走访调研，梁文斌选好
架桥位置，协调施工队架起一座涵管桥。走在桥上，村
民们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开农用车、扛山货过河，再也
不怕掉河里了！”

为了发展当地产业，他带领贫困户种植农产品。他
多次前往邻近的房县取经，四处寻找优质的天麻种子；
找到了种子，又担心没有技术，他就和工作队员一起去
华中农业大学请教专家；技术进了门，他张罗着成立天
麻人工种植基地，让村民在基地学到技术又得到收入。

到 2016 年，他驻过的分水岭村种植天麻 16 . 2 万
窖，产值 1105 万元，天麻产业全村人均增收 13202 元。

驻村后，梁文斌就有一个心愿，希望理工大支教团

能来到后坪，给孩子们带来新知识。经过他几番联系沟
通，在校团委支持下，2015 年起，每年 7 名支教团成员
在后坪镇中学小学承担教学活动，开拓了山里孩子们
的视野，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

真心做扶贫点“永不消逝的电波”

“我亏欠家里太多！”8 年来，别的驻村点驻村干部
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梁文斌一直在执着坚守。梁文斌坚
守山村扶贫也感动了家人，由开始不理解到后来默默
支持他。2009 年，在家属支持下，梁文斌拿出 3000 元
资助 20 个困难户购买种子肥料。

8 年时光，梁文斌不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淳朴的
山里人。从大学校园到乡野山林，他用自己的信念和执
着丈量脚下的土地。

400 公里路，从武汉坐火车到襄阳再转 3 次汽车到
九池村，需要整整一天。有次下大雨，没有坐到车，他只能
步行到车站，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还有一次，因大雨塌
方，他独自在襄阳住了一夜，辗转第二天中午才到村里。

“喂，请问是梁老师吗？我有点困难想请你们过来
瞧瞧。”九池村三组朱大爷来电话反映家里的困难，希
望能支援修建一个羊圈。梁文斌和工作队员们实地考
察后给出援建方案，羊圈开建时朱大爷握着梁文斌的
手说：“等年底把羊卖了，做羊肉给你们吃！”

九池村条件较为艰苦，住宿点时常停电断水，梁文
斌仍然坚持吃住在村里，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只有
这样，乡亲们来电话的时候，他才能第一时间到农户家

里，乡亲们称他为后坪“永不消逝的电波”。

贫困农户的“老亲戚”

8 年奉献在山里，换来山里人脱贫致富奔小康。
山村路上印下了梁文斌多次往返随州和九池村、畅通
香菇销路的足迹；留下了他带着村干部试水农业电
商、利用“互联网+农业”宣传推广农产品的身影；
记住了他请来学校土建专家、规划设计“养生功能型
后坪镇”的努力。

到 2017 年底，九池村已脱贫 32 户 102 人；产业补
贴激发了贫困户的热情，2016 年脱贫产业验收 73 户，
2017 年验收 82 户；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105 人，分
散安置 57 人；扶贫工作队还在抓紧推进村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和卫生室建设、硬化砂石路等项目。

梁文斌和队员们的努力和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每次入户走访，乡亲们都端出最好的茶水和
新鲜的果子，拉着队员们一遍一遍挽留他们吃饭，亲切
地称梁文斌为“老亲戚”“知心人”。

2017 年冬，武汉理工大党委书记信思金冒着雨
雪，踩着泥泞小路来到九池村，看望扶贫队员时说：“你
们的工作不容易，坚持下来不简单！”梁文斌说：“扶贫
很苦，但是为山里脱贫，值！”

8 年扶贫路，苦乐心自知。梁文斌希望干到 2020
年，这一年他 60 岁退休，也正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年，他希望到那时候看到贫困户们一个都
不掉队，全都奔小康。

蹲得住帮得实，用信念和执着丈量脚下土地
武汉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干部梁文斌的 8 年驻村扶贫路

开春了，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桃园镇西杨
寨村一处蔬菜大棚里，
腿部残疾、行动不便的
王西庄有些吃力地拉水
管、培土。作为一名残
疾人，他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种植了 三 棚 莴
苣 、 毛 豆 和 萝 卜 等蔬
菜。

“今年种的这些蔬
菜，差不多能有 3 万多块
钱收入，年底要争取摘
掉贫困户帽子。”王西
庄兴奋地说道。

以前，他的生活状
态可不是这样，经常靠
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
府发救济。

王西庄年幼时患了
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
残疾，无法正常劳作，
家里也因此陷入贫困。
结婚后，妻子不堪困苦
离家出走，撇下两个曾
十分年幼的孩子，他一
度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在 扶 贫 攻 坚 过 程
中，宿州市将扶贫与扶
志、扶智有机结合，引
导贫困群众树立勤劳节
俭、自立自强、不甘贫
困 的 意识， 争 做 有 责
任、有追求、有志气、
有精气神的新型农民。
并通过家政、养殖、电
商 等志愿 服 务 帮 扶 措
施，在贫困户中开展技
能培训，激励贫困户勤
劳奋斗，争相脱贫，助
力乡村振兴。

宿州市扶贫局局长
张民告诉记者，有些贫困户“等、靠、要”惯
了，缺乏上进心，必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俺跟家里人都没劳动能力，过去哪是过日
子，简直就是熬日子。”灵璧县禅堂乡河北村小
陈庄贫困户孙飞因心肌炎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行
动不便，爱人赵红先天性腿部残疾，再加上两个
孩子要上学，“过去那些年，可苦了！”

驻村工作队了解到孙飞情况后，经常去看望
他，鼓励身体双残的夫妻自强。驻村工作队联合
村委会给他买来 7只山羊，帮他们搭起羊圈，并
进行养殖实用技术培训。

2016 年，孙飞家养羊获得养殖收入 7000 多
元。目前，他的羊圈存栏山羊已达 17只。新年
刚过，很多人都来向他讨教养羊技巧，他也很乐
意分享自己的致富经。

宿州还开展“精神脱贫”志愿帮扶活动，把
志愿服务和脱贫攻坚相结合，与贫困群众的技能
培训、素质提高相结合，通过志愿者和贫困户对
接，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定期深入贫困户开展
“讲故事、疏心结，讲卫生、促健康”活动，做
到“送一句问候、讲一篇故事、扫一个房间、聊
一会家常”，及时掌握贫困群众生活状况。同时
将“赖贫可耻”观念深入到贫困户心中，形成户
户争当脱贫户的氛围。

今年 47 岁的宿州市埇桥区永镇乡关湖村村
民陈四孩一家三口都没劳动能力，自己先天性背
部畸形，爱人和女儿智力障碍，结对帮扶的志愿
者得知他家情况后，经常上门指导，鼓励他做有
担当的丈夫和父亲，还帮他在村里找了份工作，
家里的老房子通过危房改造，门前屋后都亮起了
明灯。

“感谢志愿者鼓励俺凭双手勤劳致富，去年
年底我脱贫了。贫苦户这个帽子谁也不想戴，我
有手有脚，可以养活她们娘俩了。”陈四孩指着
墙上的脱贫光荣证说，现在住得好，吃穿也都不
愁了。

“扶贫工作不仅让贫困户摆脱物质上的贫
困，更要让他们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张民
说，宿州市通过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等
手段，创新和培育扶贫脱贫动力机制，希望能
真正帮他们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这不仅为贫
困户致富奔小康扎牢根基，也为乡村振兴增添
了活力。

（记者吴慧珺）新华社合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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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尚未插秧的水稻田中，几百只绒毛还泛着黄色
的小鹅呱呱地叫着，尽情享受美味的早餐。初春乍暖还
寒，鹅群的主人王应付刚运来一车稻草，给小鹅垫窝。

今年 48 岁的王应付是河南省固始县分水亭乡王
塘村人，早年在外地当建筑工、做服装生意，近几年成
了小有名气的“鹅倌”。

“这是本地特有的白鹅稻田散养方法，让鹅吃青
草、呼吸新鲜空气，鹅肉品质才好。”正在给小鹅投食的
五保户李广学说。

固始白鹅是我国优良的地方鹅种之一，随着外出
务工农民增多，养鹅的农户越来越少。2008 年，在江苏
做服装生意的王应付返回老家，以高价从农户手中收
购 100 只纯种固始白鹅，培养白鹅种苗。

2009 年，王应付将养殖规模扩大到了 1500 只，由
于缺乏防疫经验，大部分白鹅死掉，亏损 15 万元。“当

时赔光了所有积蓄，孩子问我要两元钱吃早饭我都拿
不出。”王应付回忆道。

遭遇挫折后，王应付并未气馁，他多方咨询专家，
学习养殖技术。2010 年，王应付摸到了窍门：春天卖鹅
苗、夏秋拔羽绒、冬天卖商品鹅，这样每年能赚到 20 多
万元。

“养鹅的差事太苦，常年风餐露宿，有时出去放鹅
一走就是几个月，很多年轻人都干不了。” 王应付的
妻子说。2015 年，王应付注册成立固始县蓼东白鹅养
殖场，他和妻子决定雇佣当地的五保户来到养殖场劳
动，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意外接踵而至。2017
年 10 月，王应付不幸遭遇车祸，胸骨和腿部受伤。
2018 年 1 月，养殖场刚建好尚未投用的 15 间鹅苗孵
化板房被大雪压塌。

分水亭乡泗洲村 70 岁的王明志已经在蓼东白鹅
养殖场打工 3 年，包吃包住每月工资 1600 元。王明志
说：“王应付的精神很坚强，不怕摔跤。他从不放弃，认
定只要肯吃苦总有一天会挣回来。”

王应付的遭遇和百折不挠创业的精神引起了当地
政府的关注和重视。“目前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
严重，不愿意吃苦受累。而十多年来，王应付不仅没有向
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还主动带五保户、贫困户脱贫，精
神非常难得。”固始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评
价道。目前，当地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化解困难。

目前，王应付共雇了 3 名五保户在养殖场工作，同
时给 8 个贫困户提供种苗和养殖技术。“我现在最大的
梦想就是扩大养殖规模，将固始白鹅这一原产地产品注
册商标，未来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王应付说。

(记者冯大鹏)新华社郑州电

一位“鹅倌”的脱贫故事

▲沧源佤族自治县佤族村民以前居住的茅草屋
（资料照片）。

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刀董村四组一户村民
的新居（3 月 23 日摄）。

近年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在推进
脱贫攻坚过程中，积极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11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搬入新居。

同时，着力推进产业扶贫，采取“公司+村委会+基地
+贫困户”模式，因地制宜制定和落实产业扶贫计
划，大力发展集体经济。2017 年，该村实现村集体
经济收入 401 万元。 新华社记者井辉辉摄

谱写佤乡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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