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8 年 4 月 3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梦妮

4 版

九叶青花椒，因每一枝一般长有 9 片叶而得名。耐
干旱，能适应山地、丘陵、河滩的独特气候和土壤，因果
实清香、麻味纯正而广受农户和消费者青睐。

雷洞村，海拔 770 米，地处乌江河谷地带，空气湿
润，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深居”武陵山区，是极贫村。

胡熙，32 岁，身体壮实，现任石阡县本庄镇雷洞
村党支部书记。返乡之前在广州打工，月入 6500 元左
右。

扶贫，把九叶青花椒、雷洞村、胡熙连在了一起。

花椒树“进山”

雷洞村与本庄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仅 4 . 5 公里，但
是开车越过隔在中间的一座大山，需要 30 多分钟。“雷
洞是极贫村，看到家乡贫穷的样子，就想回来发展。”胡
熙说。

2016 年，胡熙被选为雷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支书

一个月只有 1500 元的收入，但看到村民过得苦，我心
里也苦。”经历一番挣扎后，胡熙下定决心，“我想做让
老百姓记住的事。”

通过互联网，胡熙发现九叶青花椒的生长环境与
雷洞村契合。可是当他把想法告诉村民时，80% 的人
不同意放弃种植玉米等传统作物。

“花椒一般见效要三年，大家担心饿肚子。”胡熙
说。

胡熙挨家挨户去算收入账。“种花椒政府每亩地补
贴 730 元”“雷洞气候独特，花椒可能会提前见效”……

一个月后，当群众动员会再次召开时，90% 的村
民同意种植花椒树。

种花椒有了“定心丸”

意见统一后，胡熙便组织村民代表去“花椒之乡”
重庆江津考察，邀请江津硕丰农业公司董事长和技术

指导员给 10 位村民小组长上培训课，详细讲解九叶
青花椒的生长环境、栽培技术及经济价值。

“考察完后，大家都有了热情和干劲儿。”胡熙
说，“刚到江津时我问大家有没有信心发展好花椒产
业，结果只有一半人举手，听完硕丰公司的介绍后，
大家心里都有了底。”

雷洞村 74 岁的老党员胡亨金，如今是当地有名
的花椒种植大户。“花椒产业见效快，需要劳动力少，
我把自己家的耕地全部用来种花椒，同时流转了
120 亩土地，扩大种植。”胡亨金说。

为解决花椒种植的后顾之忧，胡熙又去了趟江
津，和硕丰农业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不管雷洞村的花
椒产量有多少，公司都会以不低于保底价收购。

花椒树成了“摇钱树”

雷洞村独特的河谷气候为花椒生长提供了良好

环境。2017 年夏天，栽种一年半后，花椒树提前结果。
每棵树挂了 2 斤-3 斤鲜花椒，鲜花椒一斤卖 5 元，干
花椒一斤卖 30 元。

村里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组织修建的干花椒
加工厂今年 4 月底便可完工。

“花椒价格低的时候可以先储存起来，等花椒涨价
后再出售，保证村民收益最大化。”胡熙说。

种花椒加快了雷洞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2016 年
全村花椒种植面积为 4000 亩，2017 年为 6000 亩；今
年，上万亩适宜种植花椒的油砂地、黄泥地规划发展
花椒产业。

道路通，百业兴。为了更好连接市场，胡熙带领村
民积极争取项目。2017 年 8 月，雷洞村的第一条产业
路修通。今年 6 月，通组路也将贯通。

“今年花椒会大面积结果，村民们的收入会因为花
椒而增加。”胡熙说。

(记者刘勤兵)新华社贵阳 4 月 2 日电

花椒树“请进来”，极贫村“摘帽”有了底

从“穷得没面子”到“帮扶心贴心”
陕西铜川因病致贫户雷红梅脱贫记

两年前，雷红梅还在四处借钱过日子。当时，丈夫
患上了肺气肿，干不了重活，孩子在上大学，药费、学费
没有着落。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的雷红梅，看着自己那双
走路很不方便的腿，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雷红梅至今
还记得当时的窘境，“作为贫困户，我觉得挺丢人的，想
着要努力改变，就怕一直穷下去。”

两年后的 2018 年 3 月，雷红梅穿着深蓝色的工作
服，正忙碌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西古村的扶
贫车间里，浑身透着职业女性的自强与自信。“现在一
年的收入超过了 2 万元。”雷红梅笑着说，“家里的药
费、学费都不再愁了。”

雷红梅一家在春天开始的新生活，和长期赖以生
存的“小土豆”华丽“变身”紧密相连。

陕西省铜川市石柱镇，地处渭河平原与黄土高原
之间，是关中平原的“旱腰带”：土地大多在平均海拔

800 米到 1200 米的旱塬上，粮食广种薄收。土豆，曾
是这里的“救命豆”。雷红梅所在的西古村也不例外。
村里有着 30 多年的土豆种植历史。雷红梅和她的父
辈们都记得，白水煮土豆，曾经是“家常便饭”。

老辈村民们都没想到，那时靠土豆“活下来”的他
们，如今竟靠土豆“富起来”了！2016年 7月，西古村的
土豆经专业检测，被确定淀粉含量足，含钾量高，市场
前景好。村里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规模种植土豆 600 多亩，引进了日产 2 吨的土豆粉生
产线，走上了“产业扶贫”推动全村脱贫的新路子。

土豆“变身”方便粉、水晶粉，转为“生钱豆”，雷红
梅成了第一批受益者。要强的雷红梅加入了合作社，
将家里的两亩多土地全部种上了土豆。2017 年，雷
红梅的两亩土豆卖了近 3000 元。不过，这对于雷红
梅来说，还只是一笔“小收入”。

为了让雷红梅一家能稳定增收，西古村安排雷
红梅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技术培训，并将她招为合作
社的技术员，主要负责土豆粉生产车间的保洁和残
渣清理。自小到大，雷红梅第一次穿上了蓝领制服，
开始了定时的“上班生活”。每个月工资 1800 元，一
年下来就是两万多元，加上种土豆的收益，雷红梅觉
得自己的日子变了。“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再紧巴
巴，就像鱼进了活水里一般。”

从“穷得没面子”到“帮扶心贴心”，从需要关爱
的“贫困户”到农工结合的“上班族”。雷红梅跟随西
古村和土豆的“华丽转身”找到了有尊严的“新生
活”。忙碌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雷红梅抱起一把
土豆粉，走向了另一头的包装区。“日子肯定会越过
越好！”她说。 (记者孙正好、李浩)

据新华社西安 4 月 2 日电

当多数东北农民还在购买种肥
备春耕时，吉林省双辽市茂林镇孟
益村农民张祖祥这几天已经在自家
院里盖起了大棚培育地瓜苗，“以前
过了‘五一’才下地种玉米，一年闲半
年，现在我全年都干活赚钱。”

眼前这个手上满是泥土，脸上
挂着笑容，充满干劲的张祖祥在两
年多前还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儿
子上大学、妻子脑出血，花光全家积
蓄不说，还欠下了 5 万多元的外债。

“孟益村是沙土地、干旱，种植
玉米效益不高，我们积极帮扶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调整种植结构，种
地瓜、花生等。”吉林省国资委干部、
孟益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树春说，“扶
贫先扶志，我们把政策宣传好，增强
贫困户‘想脱贫、能脱贫’的底气。”

刘树春给张祖祥分析改种地
瓜、花生的优势，每公顷投入多少、
产出多少、去哪个地方能卖上高价，
一笔笔账细算。

“干部都给咱想得这么全面了，
天天为咱脱贫致富着急上火，再不
玩命干都对不起人家。”2016 年，张
祖祥改种 2 公顷地瓜和花生，每天
学技术，起早贪黑地育苗、施肥、除
草，“这一年出的力赶上过去好几年
的了，但有劲，有奔头。”

张祖祥种的地瓜在 2016 年当
年就获得丰收。为了多卖钱，他拉着
地瓜到 150 多公里外的四平市销
售，“咱这地方产的地瓜好，到四平
去闯，还真找到好销路了。”仅地瓜
张祖祥当年就纯收入 4 万多元，一年脱贫“摘帽”。

去年，张祖祥扩大了地瓜种植面积，一年收入了
10 多万元。“靠劳动脱贫才最光荣。”张祖祥和其他 12
户脱贫户在今年 2 月 12 日被双辽市评为“勤劳脱贫示
范户”。“好几百人的表彰大会啊，我戴着大红花，市委
书记和市长为我发了奖状，还奖励了一台 55 寸大电
视。”

初春的东北已是冰雪消融，温室里的绿意预示着
脱贫户张祖祥又迎来了一个奋斗的春天。

(记者郭翔)据新华社长春电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美术馆里近日书香洋溢，参
加免费书画培训班里的学员们正泼墨挥毫，在春天里
播下脱贫致富的种子。

让通渭县美术馆生气勃勃的“法宝”就是那满墙的
书画作品。一走进美术馆，就能看到墙上挂着的牡丹、
鸟兽、山水等工笔画，栩栩如生，桌上也放置着即将完
工的画作。正在细心勾勒着一幅牡丹图的王馨告诉记
者，她在 9 个多月前还是一个对国画一窍不通的“门外
汉”，现在竟然能卖画挣钱了。

2016 年 10 月，通渭县美术馆办起了书画培训班，
为那些爱好画画的贫困户、残疾人及下岗人员提供免
费书画培训的机会。美术馆馆长刘天祥说：“办培训班
就是想让这些生活有困难的人掌握一技之长，为生活
谋一条出路。”

今年 31 岁的王馨报名参加了免费书画培训班。经
过一年多的学习，她现在已经能够在网上销售自己的
作品了，还收获了不少“粉丝”。“喜欢我的画的人走在
路上碰见我，就会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王馨说，“以
后我还想开一个画廊呢。”

王馨坦言一年多的时间她不仅学到了本事、赚到
钱，更找到了自信，实现了自我价值。

刘天祥记得，书画培训班刚创立时，只有几个人报
名。后来，美术馆牵头组织了绘画作品展销，人们看到
自己的作品竟然能“生钱”，报名的就多起来。现在培训
班里已有 60 多个学员了。

刘天祥表示，下一步想吸收更多学员，做好书画培
训的同时也将帮助他们推广作品，为学员养家糊口带
去长久、稳定的“真金白银”。

通渭县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吴映辉介绍，截至目
前，通渭县已有 10 万多名书画业余爱好者，直接或间
接从事书画文化产业的人员达到 4 万余人。2017 年，
通渭县书画交易额超过 10 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1 . 56 亿元。

“学员通过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书画艺术也通过这
样的方式得到传承与发扬，免费书画培训班依托通渭
县丰富的书画文化资源走出了文化扶贫的新路子。”吴
映辉说。(记者刘能静、马莎)新华社兰州 4 月 2 日电

▲拼版照片：右图为合作社成员的手放在股权
证上（1 月 11 日摄）；左上图为党鸠村与合作社、企业
签约仪式（2017 年 11 月 7 日摄）；左中为村民在签约
仪式上签字（2017 年 11 月 7 日摄）；左下图为村民领
到股权证（ 1 月 11 日摄）。1 月 11 日，乌英苗寨水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社员们领
到股权证。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其行政
区域属贵州、广西两省区，共 140 户 600 多人。长期
以来，由于地处偏远，山多地少，乌英苗寨经济发展
缓慢，目前的扶贫任务仍然很艰巨，整个苗寨还有

76 户是贫困户。
2017 年 5 月，住建部将乌英屯列入中央财政支

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对这个传统苗寨开展
传统建筑风貌改造和公共基础设施改善。2017 年年
底至今，得益于融水实施的农村改厕、改厨、改圈工
程，乌英苗寨群众居住的吊脚木楼得到改造，群众的
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与此同时，当地党委政府
正在组织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乌英
苗寨的脱贫攻坚工作。

2017 年底，在扶贫干部的积极推动下，乌英苗
寨成立了由 20 多户贫困户组成的党英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迈出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
一步。几个月来，企业负责人和农业专家，进村驻
点，手把手传授水果种植管理技术，指导村民如何
管理企业，对接市场。如今，村民们在 200 多亩产
业基地里种下百香果、蟠桃、春橙和夏枣等果苗，
预计到八九月份，部分果树将陆续进入挂果期，昔
日的荒山将变成一片片果园。

春天里的乌英苗寨，群众不等不靠，少年们学
习求知，青年人外出打拼，中老年人留守发展产
业，大家团结一心，用一双双勤劳的手，拔穷根摘
穷帽，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勤勤劳劳脱脱贫贫的的双双手手

“自从国家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村两委和驻村
工作组动员我加入村合作社，加入‘五户联保’养殖项
目，并且在养殖过程中给予我们技术上的指导。”何万
权在他的“脱贫申请书”中写道，“现在，由于每年产业
发展的效益增加，我自愿申请脱贫……”

3 月 16 日，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养牛村
的残疾贫困户何万权向村两委提出了脱贫申请。

十年前，一次事故让何万权失去了左腿，导致他生
活困难。2014 年被村里列为贫困户。

2016 年，关岭县推出了“五户联保”养牛发展模式，
以村合作社为龙头，贫困户申请 5 万元特惠贷入股合作
社，再以 1 户或 2 户非贫困户与 4 户或 3 户贫困户自由

组合为一个养殖小组，五户成员互相扶持、互相监督，
每户可在村集体专业合作社承包 5 头牛养殖，5 头牛
中至少 2 头是能繁母牛，其他 3 头可为肉用牛。

得知这一消息后，何万权想：“自己从小就养牛，
(以前)苦于没本钱(没养)，现在不要钱就能把牛牵
回家(养)，真是太好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养牛。

身体残疾的何万权想让乡亲们信任自己，愿意
和他“组团”。他对乡亲表示，“我的拐杖灵活得很，你
们不用担心我爬不了山……”

何万权终于说服 4 户农户跟他一起签了“五户
联保”养牛协议。此后，何万权每天起早贪黑，专心放
牛、割草。在养牛村，何万权背着背篓，赶着牛群的画

面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他
把牛养得膘肥体壮，还增加了一头小牛。”说起何万
权，“团友”吴坤学觉得他“靠得住”。

“我觉得现在 6 头牛还不够养，如果有机会，我
还要多申请几头牛来养，那时候不仅要脱贫，还要致
富！”何万权说。

“我要发展好自己的养殖业，带动更多的贫困户
积极参与，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在这份
“脱贫申请中”，何万权写下了自己的志向。

到目前，关岭县已签订“五户联保”养牛农户共
1728 户，其中，贫困户 1037 户，2017 年年底户均增
收 1500 元以上。 (记者蒋成)据新华社贵阳电

一份残疾贫困户的“脱贫申请书” 甘肃通渭免费书画培训

走出文化扶贫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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