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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5 月 7 日电（记者张玉洁、柳王敏）对
于 33 岁的“二孩妈妈”吴整萍来说，现在每个周末都是
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她终于能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生活
在一起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
的“家”，母子 3 人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

吴整萍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石
栏镇排乍村，距离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不过 30
公里路程。湘西是湖南贫困程度最深、扶贫任务最重的
地区。由于贫穷，吴整萍 13 岁就辍学外出务工。

“家里太穷了，父母顾不上我和弟弟妹妹，只能靠自
己打工谋生。”吴整萍说，她 20 岁结婚有了老大石文泽，
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孩子刚断奶时就把他送到邻镇的妹
妹家抚养。后来有了老二，妹妹家庭条件也一般，只好把
老二送到爷爷家寄养，而自己一直留在广州打工。

吴整萍的丈夫则在湘西州府吉首跑货运，就这样，
一家 4 口人分散在 4 个不同的地方，每年过年才能见
上一面。

“平时只有过节才能到爷爷家看到弟弟，小时候弟
弟总会问我妈妈去哪儿了，我知道妈妈是为了赚钱供
我们读书，但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其实我更想妈妈回
来。”13 岁的石文泽说。

去年 7 月，吴整萍听说镇文化站正推行“让妈妈回
家”苗绣文化扶贫项目。当地妇女报名就能免费在镇上
培训基地接受苗绣传承人和技师的专业指导，合格后
将为绣娘提供织布、刺绣等手工产品订单。

思家心切的吴整萍当即决定回家。“我小时候日子
苦，也没有父母的陪伴，我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走我的老
路。”

接受培训后，吴整萍从与文化站合作的签约公
司当月就拿到了 1200 元工资。由于吴整萍做事麻
利，勤于学习，去年，她又当选为排乍村文化专干兼
妇女主任，每月还能拿到 1000 元左右工资。

依据当地扶贫政策，她两个孩子的学费也被免
了，扶贫工作队又帮她把房子也修缮好，还硬化了地
面。“现在一下班就能在村门口接到老二。村小只收三
年级以下的学生，所以老大平日还在妹妹家住。”吴整
萍告诉记者，每周五她都会准时带着老二骑着小电
车去邻镇学校接老大回家吃饭，这样的团圆之乐让
她十分满足。

“让妈妈回家”文化扶贫项目发起人、石栏镇文
化站站长麻正兵告诉记者，花垣是“百里苗乡”，花垣
苗绣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当地苗族姑娘擅长刺绣。然而近年来，随着越
来越多年轻人外出务工，苗绣这一传统技艺在当地
逐渐衰落。

2012 年，麻正兵推荐镇上一位绣娘参加苗绣比
赛，作品获奖后当场拍出 18000 元。他意识到，市场
孕育着将苗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扶贫相结合的
机会。他组织镇上妇女成立苗绣合作社，尝试采用规

模化、标准化方式手工生产苗绣。
麻正兵的做法得到上级部门肯定。在上级部门支

持下，企业、职业学院、传承人纷纷找到镇文化站，要求
合作。经过培训的绣娘所制作的苗绣制品，可以卖出几
千元甚至上万元，每个绣娘月收入可达 3000 元甚至更
多。

“将非遗保护传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帮助留守儿
童妈妈回家，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有
利于非遗传承和文化保护。”麻正兵说。

如今，花垣“让妈妈回家”项目已成为当地文化扶
贫的标杆之一，在湖南多地得到发展。

湘西州在 4 个苗族聚居县设立 20 多个苗绣创业
培训基地，培训绣娘 6000 余人，创造就业岗位近 3000
个，人均年增收近 5000 元；吉首市有 1/5 的“返乡妈
妈”和留守妇女从事苗绣事业；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4000 多名织女在当地“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带领下，通过侗锦脱贫。

据湖南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约有 70 万留守
儿童。“今年，文化厅将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使
‘让妈妈回家’计划惠及更多人，让更多家庭可以团圆。”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禹新荣说。

“妈妈去哪儿了？妈妈回家当绣娘了！”
湖南花垣文化扶贫让留守儿童的妈妈回家

新华社武汉 5 月 8 日电(记者李伟)采摘、烘烤、分拣、
装袋……“国贫县”湖北十堰市郧阳区的香菇小镇上很是
热闹，菇农们麻利拾掇着香菇，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何如海是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刘湾村人，由于
缺少致富门路、父母体弱多病、家庭贫困，他往年一直
在外打工谋生。去年年底，香菇小镇一期工程刚完工，

头脑活泛的他就与父母商量离开老房子，搬进了这个
湖北省当前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香菇小镇
产业示范园。

“政府免费提供菌种，还有技术员全程提供技术指
导。”何如海说，入住小镇就分到 3 个大棚，后来，尝到
甜头的他又主动承包了 3 个大棚。

为了让贫困户“搬得出能致富”，园区管委会采用
“公司+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式，不仅手把手为菇农

传授香菇培育技术，还免费提供加工设备保障产品销
路。品相好的香菇高达 50 元一斤，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成本低，收益见效快，种香菇是个好门路！”何如
海如今已是半个香菇种植行家。他说，香菇一年产 4
茬，培育过程也省时省力。“生长环境得控温，在揭棚、
盖棚上要下功夫，温度湿度调节、菌棒注水、香菇烘干
都离不开用电，这是主要成本。”

为了保障香菇大棚用电的正常运转，小镇电工周
建清在园区张贴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手机 24 小时开
机，保证随叫随到。

据介绍，当地电力部门成立了首席服务官制度，主
动围绕扶贫产业转，申请了易地搬迁项目专项资金
2000 万元支持项目电力配套建设，不仅为香菇小镇打
通了园区高压线“主动脉”，还陆续为香菇培植基地穿

针引线，建立“毛细血管”，确保每户的香菇大棚的生
产、照明等用电。

如今，香菇小镇产业园已初具规模，一期建设香
菇产业基地 385 亩，上架香菇 120 万棒。种植香菇刚
过大半年，何如海一算账，发现已经创收 3 万多元，
“在家门口有钱赚，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

站在何如海家的大棚前放眼一望，对面 600 多
亩的二期建设工地上，施工如火如荼，集中搬迁安置
点、大棚等正在拔地而起。

“香菇小镇在今年 9 月完成全部搬迁，届时全区
12 个镇的 4275 户贫困户将搬到这里集中安置。”郧
阳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先平说，小镇将配套建设香菇
交易市场、香菇贸易街、香菇主题文化公园，着力形
成以香菇产业为载体的荆楚特色小镇。

▲贵州省石阡县在“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进程中，坚持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为目标，以贵州省委
明确的脱贫攻坚“春风行动”为抓手，大力实施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的“1+3”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已完成新植茶园 3 . 6 万亩，蔬菜种植 11 . 42 万亩及新植精品
水果 4 .1 万亩，新植苗木苗圃 4610 亩，规范化种植中药材 3 万亩。

大图：该县五德镇李家园村等村庄连片规划打造的 7500 亩茶叶套种中药材、苗木苗圃基地。 小图：村民在采收套种的中药材等作物。（陆镝摄影报道）

贵州石阡：“1+3”产业模式助攻脱贫
18 岁的维吾尔族姑娘

努尔比亚·安瓦尔手脚麻利，
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调制出一
盘色香味俱全的原味乡村凉
皮来，只要 4 元钱，再配上冰
凉的啤酒，正是爽口的乡村
美食。

“一天能卖掉二三十公
斤凉皮，加上串串香和酒水，

每天都能净挣几百块钱呢！”

努尔比亚·安瓦尔盘算着一
天下来的收成，嘴角不由自
主地露出了笑容。

半年前，努尔比亚一家还
是新疆乌什县依麻木镇托万
克麦盖提村的贫困户，全家 5
口靠种植核桃和玉米为生，年
收入刚过万元。而现在，她不
仅月收入过万元，还激励着周
边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初中毕业后，努尔比亚就
到县上的职业技术学校去学
习。“我爸爸特别爱吃凉皮，刚
开始我就想学了做给爸爸
吃。”心灵手巧的努尔比亚很
快就学得一手制作美味凉皮
的好技术。在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驻村工作队到她家入户走
访时，努尔比亚大胆地提出了
想开一家凉皮店的想法。

驻村工作队队长李科琼
告诉记者，为了鼓励引导贫
困户创业脱贫，在广泛了解
村民意愿之后，驻村工作队
筹资在村委会旁边盖了一个
便民“巴扎”(意为集市)，将
10 个商铺以象征性低价租给贫困户。

去年 11 月，便民“巴扎”竣工开业了，努尔比亚以
每月 200 元的价格如愿租到了一个门面，她和家人贷
款 2 万元买了冷柜、桌子等。“第一个月纯收入就有
12000 多元，第二个月就忙不过来了，除了妈妈来帮
忙，还请了一个帮工。”努尔比亚开心地告诉记者。

努尔比亚和妈妈都打扮得很时尚，妈妈还精心
染了头发。“晚上没事了我就自学普通话，现在凉皮
店来的客人我都能按照他们要求的口味调制。”每周
一村里开晨会和升国旗后，努尔比亚店里的生意总
是特别好，她自己制作的凉皮调料和配菜深受欢迎，
不到中午凉皮就卖光了。

记者了解到，努尔比亚的凉皮店现在每天的收入
多则上千元，少也有七八百元，其中将近一半是利润。

开店不到半年，她不但还清了贷款，还添置了新货架，
买了台大冰柜。现在她还准备把店面再扩大一些，再
挣些钱装修一下家里的抗震安居房。“我准备再攒些
钱买个做凉皮的机器，我都已经打听好了，这个机器
需要 1.4万元，我的创业理想是做凉皮批发生意！”

李科琼说，努尔比亚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原来，村里的贫困户一开始对自己开店并不感兴
趣，有的怕亏钱，有的怕累，自主脱贫的意愿不强烈。
努尔比亚的凉皮店让周围的村民看到了自主创业的
希望，大家开始争着租门面，驻村工作队开发的 10
个商铺被一抢而空。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贫困户创业
的需求，村委会又在“巴扎”里设了几个摊位，也都租
了出去。

如今，托万克麦盖提村的便民“巴扎”里拌面馆、打
馕店、烤肉店、缝纫店、超市一应俱全，贫困户们个个当
起了小老板，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被激活了。李科琼
说，目前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必须
要在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上做文章、下功夫才行。

（记者李晓玲）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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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比亚在凉皮店里工作。 新华社发

4 月底，湖南省安化县青云观山里还有些凉，而山
上土楼里，茶农刘发林家灶火正旺。皮肤黝黑的他一边
麻利地翻动炒勺，一边提醒儿子加柴。妻子和儿媳在一
旁洗菜切菜，一家人有说有笑。

去年，他们家靠种茶脱了贫。而今，家里筹建的砖
瓦小楼也打好了地基。

53 岁的老刘住在茶厂提供的“临时住所”里，已是
第 12 个年头。2006 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他的全部家
当，而他此前偶尔去打零工的茶厂老板得知后，叫他带
着老母亲和儿子搬到这海拔 860 多米的茶山上。他们
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度过，守着山顶的茶
园，当地人叫他们“守山人”。

火灾后，原本种田的老刘来到茶厂打工。6 年前因
为老刘“做事好”，老板把这个茶园承包给他，还给他介
绍了现在的妻子邓志群。说到结婚时的情况，邓志群笑
得腼腆：“如果没有这个茶园，我可能也不会跟他。”

老刘的儿子刘俊高中毕业后在外打工，为了办好
茶园，他把儿子也叫了回来。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安化县提出力争
2018 年脱贫摘帽的目标。老刘的茶园也从原来的 400
亩扩大到了 600 亩，采茶时节要管理近 60 名采茶工人。

2016 年，老刘一家被纳入省级茶产业扶贫项目
的帮扶对象，不仅拿到扶持资金，茶厂还和他们签协
议，免费提供茶苗和技术指导，茶叶收购价格也有了
保障。

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和茶厂的扶持，现在全家人均
年收入已达 8 万元。“车子买了两台，一台货车和一台
小轿车。摩托车有三台！”老刘笑着说。

如今，老刘家不仅自己脱了贫，还打算依托这座茶
园帮助周边更多乡亲脱贫。采茶工里采茶技术好又能
吃苦的，一个月能收入三千多元。

安化县茶叶办主任肖伟群告诉记者，目前，全县从

事茶产业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已达 32 万人，解决了
近 7 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由于县里茶叶产业发展得好，不少外出务工的
老百姓选择返乡种茶，进而带动了乡村振兴。”肖伟
群说。

除了茶产业，安化县还在大力扶持发展中药材、

生态旅游、特色种养、光伏发电、电子商务等产业，这
些既符合安化县域特色，也更容易被贫困群众接受。

老刘家的山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一年只有
3 月底和 5 月底采摘两次，但其余时间也要上山锄
草修剪。

山里 4 月底的早晨还很冷，老刘一家人早早戴
上斗笠上山劳作。等到傍晚，伴着一声“下山喽”，结束
一天的劳作，家里养的狗摇着胸前的铃铛在山下迎
接主人，清脆的铃声和一家人的笑声回响在茶山里。

(记者高文成)新华社长沙电

种茶脱了贫，老刘的砖瓦小楼已打好地基

聚焦香菇产业，“种”出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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