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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到济南已经一年多了，王封军仍

会不时想起湘西，想起“凤凰古城”和凤

凰县，想起在那里挂职扶贫的近千个日

日夜夜……

2017 年 金 秋 时 节 ，王 封 军 得 知 自

己入选山东省济南市扶贫协作湘西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挂 职 干 部 工 作 队 ，将

去凤凰县挂职扶贫。当他知道自己还

是 工 作 队 第 一 批 出 征 队 员 时 ，王 封 军

的自豪感和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兴

奋 劲 儿 ，如 喷 涌 的 趵 突 泉 水 一 样 欢 快

地 奔 腾 在 他 的 心 间 ，他 恨 不 得 立 刻 就

飞到湘西……

两个多月后，王封军如愿踏上了湘

西大地，凤凰古城的美景让他沉醉，但

部分百姓的贫穷状况也震撼了他的心

——“篱笆房、泥巴水，出门全靠两条腿

……”这不只是“顺口溜”，更是活生生

的现实，是他们这些扶贫干部必须全力

去攻克的难题。

工作千头万绪，村子、村民的贫困

原因和程度千差万别，群众的诉求五花

八门、期盼多种多样。出征前，王封军

所做的思想准备、经验积累、工作规划、

解难预案等等，一时难以适应眼前的工

作。王封军明白，必须要尽快融入并找

到突破口。

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凤凰县

十七个乡镇一百多个村。刚开始，面对

当地百姓口音浓重的方言，王封军几乎

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笑，他也跟

着一起笑；他们皱眉，他就赶紧向同行

的地方同志请教，然后把情况记在记事

本上，一些现场学到的方言、俚语等也

一并记录在册。一个多月后，他再走村

串街与村干部和村民交流时，连听带猜

就能弄懂七八成了。这为他开展帮扶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一些后来被证

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都是在

一次次深入群众、深入乡村的调研中得

来的。

一个初夏的正午，他走到凤凰县廖

家桥镇时，突然发现有一个名叫“边城

茶社”的地方，门上挂着一副有趣的对

联，门楼边还有“家厨”“八斗丘”“天下

凤凰茶业”等招牌。这间风趣而不乏诗

意的茶社，猛然启发了王封军，让他注

意到了凤凰县的又一个侧面——茶产

业和茶文化。凤凰县出产西原茶，口感

不错。王封军想到了自己认识的一位

济南孟姓企业家。凤凰的茶香和茶趣，

孟经理一定感兴趣。如能得到孟经理

的支持，将凤凰西原茶推广开来，这儿

的百姓可凭茶叶实现增收，孟经理则拓

展了业务，广大茶友也多了一个饱口福

的机会，能品到来自凤凰古城的香茗，

岂不是一举多得？

说干就干，他马上邀请孟经理到湘

西实地考察凤凰西原茶。一次，两次，

三次……孟经理终于被王封军的真诚

打动了，同意“先到湘西看看再说”。没

想到，孟经理随王封军一起乘车，从山

下一圈一圈绕到海拔一千多米高的茶

园后，一下车就因晕车吐了起来。他也

因此切身感受到了扶贫干部的不易，竟

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样实打实地

为百姓的脱贫增收而绞尽脑汁想办法、

做实事。

“我只是来了一趟，王封军他们这

些青年扶贫干部，却要在这样的险路、

苦路上，来来回回几十次甚至是几年，

真是令人感动、敬佩！”孟经理也决定，

做 一 个 王 封 军 所 说 的 那 种“不 只 有 企

业，更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为东西

部 扶 贫 协 作 、为 湘 西 脱 贫 攻 坚 尽 一

份力。

此后，处于深山人未识的凤凰西原

茶，走向济南、畅销全国；湘西黄牛肉、

蜡染产品被推广到济南、南京、长沙和

国际市场。

促 成 这 桩 事 ，也 让 王 封 军 深 感 自

豪。他 在 扶 贫 战 场 上 淬 炼 成 长 ，头 上

早早生出了白发，心中的幸福感、自豪

感 却 如 汇 入 了 春 水 的 溪 流 般 更丰盈、

有力了……

二

与此同时，另一种湘西特产——十

八洞村猕猴桃，也从沈从文的名著《边

城》故事发生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跨越千山万水飞到

了济南百姓的餐桌上。

想到泉城家乡的父老能品尝到来

自武陵山深处的水果，看着眼前十八洞

村的果农高兴地数着卖桃挣来的钱款，

田然灿烂一笑，悄悄给自己竖了个大拇

指，暗暗鼓劲儿道：加油！

1978 年出生的田然曾在云南、四川

上军校、部队服役十余年，那边方言与

湘西话相仿，所以田然到了湘西没什么

“语言困难”。正因如此，他一到挂职扶

贫的湘西花垣县，就被委以重任：帮助

推销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出

产的猕猴桃。

这是他加入工作队后领受的第一

个任务，也是他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区

机关信访干部以来，第一次接触到的陌

生领域、陌生工作，难度不言而喻。作

为 工 作 队 中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干 部 的“代

表”，他不想初来乍到就“掉链子”。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田然一头扎

进猕猴桃园，仔细了解十八洞村猕猴桃

的情况，感觉以目前的品质，面对挑剔

的消费者，销售难度真的不小。但他也

知道，再难，也必须迎难而上。

望 着 云 遮 雾 绕 的 群 山 ，田 然 思 考

着、准备着。他一方面向选派他们到扶

贫一线的区委区政府汇报，争取最大程

度的支持；一方面广泛发动有销售能力

或平台的亲朋好友。“我们没有机会到

扶贫一线尽微薄之力，就努力当好咱们

济南扶贫湘西工作队的坚强后盾。”他

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这

位朋友带头一次性购进了二十箱猕猴

桃，获赞无数。人心齐，泰山移。价值

八十多万元的猕猴桃很快就销售一空，

其中大半是田然协助售出的。

首战告捷，田然信心大增。但年底

分红时，他发现分到十八洞村贫困人口

手 里 的 分 红 款 并 不 太 多 。 增 产 不 增

收，原因何在？深入调研后，他发现问

题 出 在 成 本 管 理 上 ：花 垣 县 地 处 湘 西

武陵山腹地，物流成本高；鲜果运输又

要 经 过 层 层 中 转 和 分 选 ，流 程 中 的 开

支和损耗让成本居高难下。最终分到

果农手中的钱，也就低于预期。

田然多方查阅资料和请教专家后，

决定从果品分选这个源头上做起，用扶

贫专项资金帮着建起了价值二十多万

元的猕猴桃分选线。因其能高效率分

选出不同等级的果品，田然他们就可以

理直气壮地按果品等级与销售方洽谈

对接，拿到最理想的价格，大大降低了

物流及损耗成本。次年猕猴桃进入盛

果期后，田然底气十足地联系济南连锁

超市前来采购，让十八洞村的猕猴桃能

销售得更快更好，走进更多济南人的视

野和果盘。

恰在这时，他听说一位在外打拼多

年的花垣县姑娘石佳回乡创业了，不仅

成立了服饰公司，还发起了一个“让妈

妈回家”的公益项目，即带领着家乡的

妈妈们学苗绣，让她们学成后在家就能

工作，挣钱和照顾家两不耽误。这是一

个不错的扶贫项目！田然很欣赏石佳

这名“八〇后”的闯劲和担当精神，决定

用“扶贫车间”专项资金，助她们一臂

之力。

但田然的这个提议却没能马上通

过，相关部门在专项资金的拨付上提出

了疑问：“扶贫车间”，必须要有厂房、车

间和基本的生产线设备。“没有厂房，也

没有生产线，怎么能叫‘扶贫车间’？又

怎么能动用‘扶贫车间’专项扶贫资金

给予支持？”

“再大的车间或厂房，再多再完整

的生产线，最终不都是为了解决就业、

增加务工者的收入吗？”田然为此一次

次与相关领导坦诚沟通，一遍遍找相关

部门陈情要义，几次带着有关工作人员

实地考察。他们看到那个小小绣坊里，

绣娘们满脸幸福地飞针走线做着活，一

个个造型别致、色彩鲜亮缤纷的传统服

饰绣品，变戏法似的从她们的手中一点

点长大、飞出，令人爱不释手……这样

的景象，让相关部门终于下定决心，按

田然所说的“试试看”。

拿到专项扶贫资金后，负责人石佳

立即扩大了作坊，聘请设计师和苗绣非

遗传承人，免费培训了上千名苗族妇女

学苗绣，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一百

三十多人。学会手艺后，绣娘们边绣东

西边照顾家，绣好的成品交到公司统一

销售，绣娘们按件拿工资，一月一结。

一些外出打工的妈妈们纷纷返回家乡，

在家门口快乐地就业挣钱。

扶上马，送一程。田然又与家乡槐

荫区有关部门协调，在济南市的热门旅

游景区内给他们免费提供了一个三十

多平方米的摊位；还帮他们在网上开辟

销 售 平 台 直 播 带 货 ，订 单 立 即 接 踵 而

来 。“ 产 销 一 条 龙 ”，更 有 持 续 发 展 的

活力。

“如今湘西的苗绣已走出了国门，

卖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石佳在 2020
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细数湘西

苗绣喜人的前景和石佳所取得的成绩，

田然比自己拿了冠军还骄傲，嘴巴乐得

合不上。

同时他还不忘提醒我：多喝点茶，

这是来自湘西凤凰古城的西原茶，很甘

甜，很润心。

三

“刚到湘西时，真的是各种的不适

应，用一个字形容是‘冷’，两个字形容

就是‘窘困’。”与田然年纪相仿的王大

见 ，既 是 济 南 市 卫 健 委 派 遣 的 挂 职 干

部 ，也 是 一 名 皮 肤 病 治 疗 专 家 。 回 想

起第一次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 族 中 医 院 的 情 景 ，王 大 见 几 次 潮 湿

了 双 眼 —— 谁 能 想 到 ，一 个 在 当 时 还

算 是 州 里 比 较 好 的 皮 肤 科 ，所 有 的 设

备仅有一台陈旧的电离子机和一个损

坏 数 年 、无 法 维 修 的 激 光 治 疗 仪 ？ 最

基 本 的 设 备 都 缺 乏 ，如 何 开 展 医 疗 工

作？王大见真有种“有劲儿使不出”的

纠 结 感 ，但 同 时 也 真 切 地 感 到 了 扶 贫

工作的重要，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

将要面临的挑战。

但他有信心。“东技西引”“双重结

对”的济南扶贫协作模式，“湘西所需，

济南所能”的真情帮扶情怀，是支撑他

完成任务的坚强后盾。他一方面积极

向济南市卫健委等家乡有关部门汇报、

沟通和协调，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业务专

长，用实力和事实说话。

下乡走访、义诊时，他发现潮湿的

天气和辛辣的饮食习惯等因素，让这里

的皮肤病患者为数颇多，但不少人尤其

是一些偏远地方的老人，对皮肤病基本

没有概念，看他这个皮肤科医生的眼神

也怪怪的。加上他的湘西话还不熟练，

沟通和诊疗都颇为困难。

有一次在凤凰县腊尔山镇流滚村

义诊时，其他科的医生诊桌前都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王大见跟前依然一个病人

也没有。好不容易，他瞥见旁边一位看

胃病的大爷手上缠满了纱布，立即热情

地上前问：“大爷，您双手这么重的皮肤

病，怎么不看医生？”

“这算啥病？就是碰着时有点疼，

不 碍 事 ，不 用 看 。”大 爷 说 完 ，转 身 就

要走。

王大见连忙拉住大爷，让他坐下，

一边轻轻解开纱布，细心地消毒、上药，

一边给他和周围的村民宣传、讲解皮肤

病的危害。

几天后，那位大爷带着一名老哥找

到了王大见。一见面，大爷就给王大见

竖了个大拇指，连声说“济南的医生厉

害”，说他的手现在怎么碰都不痛了，让

王医生快给跟他来的老哥看看。

撩起那位老哥有意遮盖着双手和

胳膊的袖子，王大见不禁愣住了：一些

伤口已明显感染成溃烂之势，再不抓紧

治疗，有可能引起全身感染。

这事更坚定了王大见的决心：一定

要说服有关部门积极协调，想方设法把

州民族中医院皮肤科打造成一个整洁

规范、设备齐全的特色专科，同时还要

培养一批理论扎实、业务过硬的皮肤科

医护人员。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一次次的义

诊、宣传，一个个患者的诊治、康复，慕

名而来找王大见咨询、诊治皮肤病的男

女老少越来越多，完善、打造特色皮肤

科的提议也终获通过。

王大见被任命为州民族中医院皮

肤科第一主任。制定“三步走”发展规

划；利用现有条件，巩固和规范原有治

疗项目；争取支持，开展多项诊疗新项

目；规范查房、治疗及手术流程，切实提

高皮肤科医生诊治水平……一项项工

作红红火火地开展着。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王

大见的建议下，济南市先后组织安排了

两百余名医疗专家赴湘西组团式精准

定制帮扶，同时湘西州各医疗机构选派

了 三 百 多 名 中 青 年 医 师 到 济 南 进 修

学习。

“初入神秘的湘西，这片云雾茫茫、

山路弯弯的大地，曾让我倍感陌生；如

今这片土地摆脱了贫困，我也被这人杰

地 灵 、山 美 水 秀 的 湘 西 大 地 深 深 地 吸

引，它已成了我情相连、梦常回的第二

故乡。”这是王大见的感怀，也是工作队

所有队员的心声。

图为花垣县十八洞村猕猴桃园。

周建华摄

奔走在湘西大地上
蓝 茹

一个人和一座城似乎有一种难以

割舍的缘分。我出生在塞外古城大同

市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小孩子总

是向往城市的热闹光鲜，“成为大同城

里人”的念头也一直萦绕在我幼小的

脑海里。可是我也有些遗憾：在课本

上看到很多城市都是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但彼时在大同城里，能看到的绿

色除了夏天的田野就是大同公园，只

有那里才有为数不多的垂柳、碗口粗

的松树、松软的草坪，至于男孩子们奢

望的在草地上踢踢球、打打滚只能是

一个梦想。

“一年一场风、从西刮到东”是过

去大同气候的真实写照。那些年，一

年中总有几场大风伴着黄沙，特别是

春季的沙尘暴，似乎要把人吹走，把房

子吹跑。印象中，人们总盼着夏天早

早来临，因为那时候小草绿了、树叶绿

了，大地绿了，风就小了。我也从小就

盼望着大同有更多的绿地和绿意。“春

风又绿江南岸”，课堂上学到这么美好

的 诗 句 ，让 我 对“ 绿 ”更 多 了 几 分 憧

憬。我也去过其他的城市，南方城市

的绿意盎然每每令我心生向往，也期

待 着 春 风 从 江 南 过 来 ，把 大 同 快 快

吹绿。

二十几年前，我拿着派遣证到大

同市城区一所学校报到。从上学到参

加工作，再到几个工作岗位的变化，我

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在工作和生

活中，我又从点点滴滴中逐渐了解大

同的过去和现在，也在解读着这座古

城两千多年的成长密码。我也一直想

着、忙着，为她增添一些绿色，好让我

的梦想早日实现。

也不知从何时起，“绿”开始在大

同萌动了。报纸上“绿色发展”成为热

词，电视上绿色的画面越来越多，眼睛

里能看到的绿更是愈加茂盛浓密。过

去老家村子旁的运煤马路，变成了布

满绿荫的旅游专线公路；周边曾经光

秃秃的山头如今树木葱茏，成为喜鹊、

野鸡、野兔的乐园。近年来陆陆续续

的古城修复保护工程，给黄色的土城

墙重新披上青色的外衣。城门也都建

好了，护城河水流淌起来了，青砖碧

瓦、角楼林立、古色古香，与周边的带

状公园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城市里，

人们再看不到黑色的运煤车了，几乎

干涸的河流重新有了清水的滋养，像

一条条绿带围绕在城市周围。已经成

型的“一轴双城”城市框架、宽阔的街

道、林立的高楼、新修的几大场馆、公

园，使多少游子归来时居然不认识了

回家的路，回来了又不想走。

绿，在大同人心目中渐渐清晰起

来。周日，四岁的小儿子嚷着要去公

园玩，我竟不知应该带他去大同的哪

个公园，因为每个公园都有特色，我也

带他去过好几个了。儿子说：“就去那

次咱们一起看到的，阿姨不让淘气的

小哥哥踩草坪的文瀛湖公园吧！”绿草

有 情 ，也 一 定 不 会 辜 负 一 个 孩 童 的

期待。

我和儿子来到文瀛湖公园，这里

的湖水在十年前曾一度干涸见底，被

不少人视作“荒郊野外”。如今，站在

湖边，看到那一大片、一大片茵茵绿

草，一簇簇争奇斗艳的花朵、相扶相依

的老人、轻轻牵手的情侣、笑逐颜开的

一家三口，湖边图书馆、博物馆、体育

馆出出进进的人群，湖面上穿梭的游

艇、湖心岛上茂盛的树林，我不禁感慨

万千。这座城的变化太快了，这座城

市的人赶上好时代了。

绿色又岂止在一草一木，更深入

大同人的理念和生活。“公交车又换

了 ”，从 燃 油 车 、天 然 气 车 到 纯 电 动

车，再到现在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身为上班族的我和广大市民一起见

证着大同公共交通的飞速变化，感受

着这些改变带给人们的“绿色出行”

观 念 。“ 锅 炉 房 全 拆 了 、黑 烟 囱 不 见

了，会不会没有暖气？冬天大同人会

不会受冻？”可我分明看到很多时尚

的大同人，冬天在室内还穿着短袖。

当 年“ 冬 天 穿 浅 色 衣 服 会 被 煤 烟 弄

脏”的“衣着禁忌”已经成为往事，人

们用光鲜亮丽的服装展现着新生活

的美好，绿色生活已经渗透进大同人

日常的方方面面。

我在日记本扉页上曾记录过这样

一 句 话 ：“ 只 要 根 在 ，生 命 之 绿 便 永

存。”一座座城虽然千姿百态、各不相

同，却是很多人命脉所系。生于斯、长

于斯、扎根于斯，大同的山山水水、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为我的生活增添

着色彩。我热爱大同这座古城，她就

是我的生命之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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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同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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