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5 元 每月 27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4 版

2020 年 1 月 12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新华每日电讯

贫
困
村
里
有
个
﹃
院
士
小
院
﹄

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拉祜族群众刘扎
丕第一次听到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时，他下意识地愣住了：“院士是啥？”

今年 36 岁的刘扎丕家住云南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竹塘乡云山村，过去他一直在与贫
斗争，但却苦于不知如何增收。

当刘扎丕得知，村里的活动室要变成“院
士小院”，院士们还要在当地租土地，用现代
科技种植洋芋时，他内心依然有个问号：“种
个庄稼有啥科技含量？”

不仅是刘扎丕，当地很多人一直这样认
为，按照祖辈的方式耕地、播种、覆土就可行，
哪来这么多讲究。

澜沧县地处我国“直过民族”聚居区，人
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 . 3 年，素质性贫困是这
里最为突出的致贫原因。

“村里以前也种洋芋，但个儿小。”云山村
委会主任吉有清今年 56 岁，在他印象中，大家
种土豆的方式特别简单，在牛耕完旱地后，把
自家的土豆挨个放在沟里，盖上土，坐等收成。

2015年中国工程院开始对澜沧实施定点
结对帮扶，当刘扎丕第一次在“院士小院”聆听
朱有勇培训时，他震惊了。洋芋有这么多叫法，
还要选择品种、脱毒种薯、建垄打沟……

村民过往在冬季要么把地闲下来，要么
种些小麦、油菜，基本没有收入。但在 2016 年
的培训结束后，刘扎丕就报名种植冬季洋芋，
这是当地首次尝试在冬季种植。从 2 亩到 4
亩，再到近期种下去的 13 亩。种植面积扩大
的背后是洋芋的量与质的提升。2019 年上半
年，刘扎丕的马铃薯收入超过 2 万元。

“种植科技培训覆盖了所有的生产环
节。”澜沧职中对外培训负责人洪剑鸣说，在
“院士小院”开班培训有四个阶段，教授洋芋
种植基本知识、发放种薯给村民种植、采收评奖、总结经验。

他认为，这样培训与以往培训最大的区别就是，田间地头变
成了课堂，院士专家不仅布置“作业”，中途还到地里抽查“作
业”，最后还为“作业”评奖，以此督促大家将培训到的知识运用
到实际生产中，从而转变传统种植模式。

“去年我种的洋芋获得了单个重量冠军。”说起种洋芋，村
民张云珍喜笑颜开。在接受院士专家培训后，按照学到的理论
知识种植，当季收获最大的洋芋就有 1 . 41 公斤，还获得了
5000 元奖励。

“有了科技的引领，村民从‘要我发展’变为‘我要发展’。”
中国工程院派驻云山村的第一书记何朝辉说，村民过去不知道
洋芋种薯还有休眠期，切块后就等着全部发芽进行种植，有的
甚至不切块直接将洋芋放在地里，导致部分种薯带病种植，影
响外观和产量。而自从院士在村里开班培训后，不少村民带着
农具便匆匆挤进“院士小院”，向院士团队请教种植技术要领。

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指导班”2017 年在当地开班起，
以各个产业示范点为实训基地，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学员参加了
马铃薯和蔬菜、林下三七、中药材资源与种植等实训课程。仅冬
季马铃薯优质高产新技术就使每户平均增加收入 12000 元。

不仅如此，在去年“双十一”，“院士小院”还开设了扶贫电
商班。60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在拼多多电商平台上成功开店
38 家。半年内，电商班还将进行三次培训，确保大家掌握电商
运营管理技能。

“思路一变天地宽。”澜沧县扶贫办负责人说，在中国工程
院的定点帮扶下，“院士小院”正在辐射带动当地土豆、三七、
茶叶等产业快速发展。云山村贫困发生率有望从最初的
42 . 93% 降至 1 . 09%，贫困的拉祜山乡将告别绝对贫困。

（记者杨静）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10 日电缝纫机启动，
对折白布，随着针头上下窜动，几分钟的时
间，一个布袋就缝制好了。“现在这可以说是
我的‘福袋’了。”53 岁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克东县玉岗镇永久村脱贫户高立秋拿着布
袋笑着说。

凭借制作布袋，如今高立秋年收入达到
1 . 6 万元。然而，就在数年前，她还是村子里
有名的贫困户。

2013 年，高立秋突发心脏病，到医院抢
救 6 个多小时才捡回一条命。治病花光了高
立秋家里的积蓄，还欠下数万元的外债，身体
也垮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干重活了。

2014 年，高立秋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虽然及时得到了帮扶，但她心情却十分
复杂。

“一方面感谢大家的帮助，另一方面总觉
得不能白要人家的。”高立秋说，“有手有脚
的，凭啥不干啊？”

曾几何时，下沙场拉沙子、下稻田修田
埂，男人干的活，高立秋也照样干。“下稻田的
活最累，一天干 10 个小时，一直泡在泥汤子
里。”高立秋回忆。

“以前我干活‘不要命’，人家就给我起了
个外号叫‘虎妞’。”高立秋说。

久而久之，“虎妞”的外号渐渐传开，附近
村屯都知道永久村有个能干活的“虎妞”，用
工季节，很多人找到高立秋，让她帮忙组织劳
动力。

“以前自己那么能干，现在连抱柴火、倒

脏水桶这样的活都干不了了，压力特别大。”
高立秋说，生病后，想用柴火，都只能拿袋子
装一点，慢慢拽进屋里。

致贫后的“虎妞”高立秋，失去了“虎劲
儿”，变得沉郁起来。

高立秋的情况，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
派驻永久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看在眼
里。“她是一个要强的人，要想让她重拾对
生活的信心，就得让她有事做。”永久村驻
村第一书记葛江洪说。

经集体研究，工作队想到，地质工作中
需要大量地质样品袋，以前都是在外采购。
村里许多妇女有缝纫的技能，可以让贫困
户来制作，增加一份收入。

2017 年底，葛江洪找到高立秋，建议
她尝试制作地质样品袋。“一开始我也是将
信将疑，心想这一天能做几个啊。”高立秋
说，虽然最开始对自己没信心，但也用家里
的老式缝纫机坚持制作。

裁剪遇到问题，就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
研究，加工工序遇到问题，就和工作队员一
起学习。不能干重活的高立秋，重新有了“营
生”，对生活的信心也逐渐重新建立起来。

看到项目可行，工作队采购 6 台电动
缝纫机，腾出一个专门的工作车间，又让高
立秋牵头，带动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制作布
袋，时隔多年，“虎妞”又一次张罗起活来。

“很多人看高立秋干得好，也受鼓舞，
参加进来了。”同村脱贫户高玉红说，“人多
了，大家互相帮助，还比着干，也不觉得寂
寞，现在一个人一天能做出五六百个袋。”

“布袋”已成为永久村的特色产业。在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通过入股分红等方
式，9 万多个布袋使永久村 69 户脱贫户户
均增收 800 元。

如今的“虎妞”，又恢复了以往的“虎劲
儿”。“我困难时大家帮过我，我想回报大
家。”高立秋说，她现在一心就想带大伙儿完
成更多的布袋订单，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参与记者梁冬、杨喆、徐凯鑫、谢剑飞）

脱贫户“虎妞”的“福袋”

新华社沈阳 1 月 11 日电（记者石庆
伟、于也童）凛冽北风中，银白色的卧龙湖
冰面一眼望不到边。伴随着“鱼把头”修士
忠的号子声、20 多名渔工的欢呼声，一大
网活蹦乱跳的白鲢鱼、鲤鱼、草鱼从冰水里
被捞出，在冰面上跃动翻腾，再现“冰湖腾
鱼”盛景。

“今年卧龙湖的湖鱼又丰收了，渔工们
的收入又有了盼头！”裹着严实的羊皮袄，
身材高大的“鱼把头”修士忠，抱起一尾近
30 斤重的大鲤鱼，开心地说，“生态环境一
年年好起来，方圆 120 多平方公里的卧龙
湖里，各类野生鱼类资源至少有 1000 万公
斤。”

第八届辽宁康平卧龙湖大辽文化冬捕
节从 11 日开始举行。凿冰捕鱼、踏冰观光、
湖鱼竞卖、冰雪农家乐、农产品大集等一系

列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为湖边农民带
来新商机，显现出“冰上脱贫”环湖致富的良
好效应。

卧龙湖位于沈阳北部，是科尔沁沙
地与辽宁中南部城市群之间的生态屏障
节点。然而十余年前，由于过度开发 ，卧
龙湖曾一度干涸，湖底土地沙化严重，鱼
鸟散去 ，当地的农业和渔业生产受到
重创。

年过六旬的修士忠说：“我家祖祖辈辈生
活在卧龙湖边，我 16 岁起就跟着父辈们学习
冬捕技术，积累了隔着厚厚冰面判断出鱼群
位置的经验，学会了古法冰下走网的要领。可
痛心的是，卧龙湖干了，我这身本领再也用不
上了。”

“要让绿水青山、冰湖雪山，成为脱贫
致富的金山 ！”近年来，康平县委县政府痛

定思痛，实施卧龙湖生态治理工程，采取
全域围封、退耕还湿、涵养水源等措施，
投入大量资金，全面恢复卧龙湖的生态
屏障功能。

湖里又有水了，环湖湿地面积扩大到
了 120 多平方公里，重现鱼跃雁归来的生
态美景。

“卧龙湖王者归来，我这个‘鱼把头’又
有用武之地了！”修士忠又穿上翻毛羊皮
袄，戴上大棉帽子，组织渔工们参加每年一
度的冬捕节。“冬捕收入年年增长，乡亲们
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修士忠捧起一条大
鱼说。

鱼产业越来越火，“冰上脱贫”之路也
越走越宽。“ 10 日第一天开业，16 桌鱼宴
就被预订一空，能来 150 多位客人。”卧龙
湖岸边，卧龙湖管委会新投资的鱼馆负责

人告诉记者。
附近的冰湖上，刚出水的鲜美湖鱼一

箱箱堆起来，吸引了各路食客的目光。湖边
农家的特色农产品也逐渐开启“热卖”模
式，来自附近村落的石磨面粉、小米、地瓜、
花生等特色农产品纷纷借助冬捕节打响了
品牌。

“卧龙湖的冰雪旅游开发，为当地的特
色农产品拓宽了销路。地瓜从原来的几毛
钱一斤，涨到了几元钱一斤。全村 40 多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纷纷加入地瓜合作社，收
入多了，实现了脱贫增收，日子也有了盼
头。”康平县方家屯镇王家村村支部副书记
薛亚波说。

据了解，康平县已完成辽宁省首批贫
困县脱贫摘帽任务，重点贫困村全部销号，
正加力巩固脱贫长效机制。

冰湖雪山变金山，“冰上脱贫”路更宽

决战决胜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搬进美丽“新苗寨”，搭上文旅“致富车”
新华社长沙 1 月 11 日电（记者蔡潇潇、

陈泽国）一大清早，坪朗村石氏豆腐作坊飘出
一阵阵清醇的豆花香。43 岁的时菊花正在作
坊内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嫩白方正的豆腐整
齐摆放在铁丝架上，等待烘烤。

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
镇的坪朗顺心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是
当地有名的豆腐工作坊。时菊花和 12 岁的女
儿就住在合作社附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每个月她都会来作坊打零工。

时菊花是矮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
2018 年 10 月搬到了坪朗村扶贫安置点，她
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4 年，时
菊花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为了治病，她花去
了十几万的医疗费。到现在，她的身体仍在
恢复中。原先开朗的女儿也受家庭境况影响
而成绩下滑。谈及女儿，她的心里总有一丝
歉疚。

如今，时菊花搬到了具有苗寨建筑风格
的新家，一卧一厅、一厨一厕，对于她和女儿
来说，已是一个无比温馨的小家。家门口道
路整洁宽敞，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和
水果大棚。除了在豆腐作坊的工作，时菊花
还会在矮寨镇政府食堂打工，加上政府补
贴，每个月有近两千元的收入。

“这里环境优美，对我的身体也有很大好
处。如今我和女儿的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时
菊花满脸笑容地说。

2017 年，吉首市坪朗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建成并投入使用，安置了来自矮寨镇 4
个偏远贫困村寨建档立卡贫困户 3 5 户
135 人。

为防止建档立卡搬迁户返贫，当地政府
为搬迁群众组织培训，与农家乐、坪朗豆腐、
苗绣等产业进行了有效对接，并将民族文化
融入旅游资源中，打造民俗风情游。

坪朗豆腐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石清香正是这家豆腐作坊的负责人。“自己
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真富。”石清香不仅带领
村里贫困户和易地搬迁户从事豆腐制作、加

工、销售和农家乐经营，还组建了苗鼓、苗歌、
舞狮等文艺队伍，带领不少村民走上了致
富路。

除了坪朗豆腐，坪朗村的苗绣也是远近
闻名。坪朗村苗绣队将苗绣手艺传授给了不

少搬迁户妇女，并提供销售平台，帮助她们
脱贫致富。今年 50 岁的吴怕伍于 2017 年
底搬入安置区，现在是坪朗村苗绣队的一
员。“空闲时间，我会做做苗绣，一年光做苗
绣就可以挣近 6000 元。”

近年来，坪朗村着力实施文旅融合，先
后建立了州级苗鼓文化传承基地和全市苗
绣传习所，并以此为阵地，为村里建档立卡
户和易地搬迁户实现增收。2019 年安置区
内搬迁户人均收入达到 1 . 3 万多元。

▲村民吴怕伍在坪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自家门口制作苗绣（1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玉岗镇永久村脱贫户高立秋（前右一）和同村妇
女一起缝制布袋（1 月 9 日摄）。 新华社发（谢剑飞摄）

寒冬腊月时节，正在陕西省镇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挂职
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习林杰，心
里美滋滋的。

镇巴县位于大巴山西部，是陕西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习林杰来后，不仅依靠所学知识帮助镇巴县建立了腊肉全
产业链标准与追溯体系，而且还在 2019 年 10 月的中国杨凌
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期间介绍该体系时，邂逅了爱情。

“这个体系能帮助提高腊肉产品的整体质量和附加值，提
升镇巴腊肉的品牌效应，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习林杰说，任
期已满，但他并不想离开，他还想见证当地腊肉产品上市。

和习林杰一样，本批“研究生助力团”的团长韩硕也将在 10
日结束本届派驻任期。在过去的 5个月中，看到镇巴县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当地农业土特产品的包装款式单一、陈旧，艺术设计专
业出身的韩硕就与同学们协商，一起结合当地特点，重新设计了
包括腊肉、香菇、木耳、树花菜等 28 类产品的包装图案。

考虑到镇巴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族居住区，韩硕在
为一家腊肉企业设计的包装盒上，设计了一个苗族姑娘背着
装有两筐腊肉背篓的卡通形象，这个设计受到了广泛的肯定
和好评。

在镇巴县杨家河镇，有一个肉牛养殖场，来自西农大动物
医学院兽医专业的二年级硕士生韩晓芳驻镇工作期间，及时
提醒场主注意饲料保存工作。

“吃霉变饲料对牛的肝损伤特别大，出肉量会减少，会让
养牛的贫困户蒙受损失。”韩晓芳说。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研究生助力团”的团员甄琦理
发现很多镇巴县乡镇小学的学生均为留守儿童，为了开拓孩
子们的视野，团员们在镇巴县 14 个乡镇发起了 17 次科普大
讲堂活动。韩硕说，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通过这项活动，
当地 2000 余人次的小学生了解了磁悬浮、机器人、3D 打印
等知识，完成了人生中与科学的美好“初遇”。

从 2018 年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先后派驻三批
“研究生助力团”、42 位优秀硕博士研究生到镇巴县挂职，累
计组织研究生走访调研 38 个贫困村、278 户贫困户和 29 家
涉农企业，开辟农业科技示范田百余亩，举办面向成人的科技
培训讲座 30 余场，直接培养当地乡土实用技术人才 125 名。

在 2019 年 5 月宣布脱贫摘帽的陕西省合阳县，该校通过
“研究生助力团”“书记帮镇助力团”和“专家教授助力团”直接
带动当地贫困户达 2300 户。

（记者姚友明）据新华社西安电

大 巴 山 下 有 个

“研究生助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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