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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脚下的闽宁镇，是东西部扶
贫协作的一个样本。19 日上午，总书
记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小镇。

1997 年，来宁夏扶贫的习近平深
入调研，启动一项根本性工程“移民
吊庄”，让生活在“一方水土养活不
了一方人”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
这里。他亲自命名“闽宁村”：“闽
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
金沙滩。”

春去秋来，沧海桑田。昔日“天
上不飞雀，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砾满
地跑”的干沙滩，真的脱胎换骨成了
金沙滩，闽宁村升级成闽宁镇，村民

收入翻了20倍。
红瓦白墙，小楼鳞次栉比。习近平

一行先是乘车绕着小镇转了一圈，看
看新村新貌。永宁县委书记钱克孝回
忆路上情形：“他一路都在问老百姓的
收入、上学、就医，问村里基础设施
配套。他说‘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

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
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
这对我们来说是光荣的担子。”

原隆移民村是永宁县最大的生态
移民村，安置了来自固原市的 14 个村
组10515人。戴着两千度近视镜的万军
红，家中老人年迈、爱人残疾。移民

闽宁镇后，他在农业科技大棚务工，
手头一下宽裕了。这天上午，他正专
心侍弄蘑菇菌棒，一抬头，总书记进
了菌棚！万军红激动万分。“我总是一
遍遍想起当时场景，今后更要好好
干，不辜负总书记嘱托。”

……

闽宁镇党委书记钱冬深切感受到
两份真挚情感。一份情感是脱贫致富
的百姓对“带路人”习近平的感恩，
听闻总书记的到来，村民们纷至沓
来，都想讲一讲自己的美日子；一份
情感，是总书记在字里行间、举手投足
时流露的真情，“他热爱这片黄土地，始
终挂念着黄土地
上的百姓”。

—— 摘 自
《“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 回访
习近平总书记宁夏
考察》（人民日报
2016年7月23日）

“刚刚喂完牛，这不就赶紧来看看额
（我） 的‘金蛋蛋’咋样哩！”六盘山下，在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利民村的温室大棚前，村
民李宝山操着浓郁的地方腔说道。4 年前，
因为铡草时发生意外，李宝山失去了右手，
但他依然不失乐观，黝黑的脸上似乎永远挂
着笑容。

“这就是额 （我） 种的‘金蛋蛋’，像这
样的就可以摘了，不过摘的时候可得小心。”
走进大棚，李宝山单手娴熟地从菌床上削下
一株成品香菇，轻轻地捧在手里，“就靠种菌
菇，额 （我） 去年就挣了 3 万多块钱，多亏
了福建朋友帮额们 （我们） 出主意！”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
战略决策，承载着总书记的殷切嘱托。1996
年以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遵循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
展”的方针，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
坚 的 历 史 使 命 ， 将 单 向 扶 贫 拓 展 到 两 省

（区） 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
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用智慧和
汗水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
宁模式”，缚住贫困苍龙。

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7 月 16 日清晨，利民村显得格外热闹，
原来是又到了企业进村收菇的日子。种植户
们穿梭在大棚里、菌床旁，将刚摘下的菌菇
有序装篮，再统一送到不远处的卡车集装箱
上，大家伙忙得热火朝天。

“别看现在菌菇种植搞得红火，2 年前，
村里的400栋温棚有一半都是闲置的。”利民
村第一书记侯志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利民村
是生态移民村，建档立卡户较多，且主要劳
动力为老人和妇女，有能力搞大棚蔬菜种植
的是少之又少。

随着一个人的到来，利民村发生了改
变。2018 年底，福建干部袁云福来到固原，
挂职担任原州区副区长，分管扶贫工作。

眼见易地搬迁后，村民生活还是没起
色，初来乍到的袁云福，立刻着手调研。他
白天进村入棚，考察种植情况，晚上逐户串
门，了解村民需求。经过一个月的走访了
解，他认识到，利民村致富受阻，主要是因
为没能利用好现有优势。

“我们福建莆田，有很多村民就利用日光
温棚搞菌菇种植，听说效果不错，利民村能
不能照搬这种模式？”在扶贫日记中，袁云福
这样写道。

想法究竟可不可行，还得权威人士说了
算。通过援宁工作队，袁云福邀请了几位福
建农科院的技术专家来到利民村实地考察。

“没想到还真行！专家说固原昼夜温差大，特
别适合香菇、滑菇等生产出菇，而且菌菇种
植劳力需求小，老人、妇女都能胜任。”听到
肯定答复，袁云福很兴奋。

2019年6月，袁云福请调200万元闽宁资
金，从福建引进一批香菇优良品种，按每户
发放4000袋菌包的标准，投放给利民村的69
个建档立卡户，李宝山家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给额们 （我们） 免费发了菌包，但
毕竟是第一次种，万一失败，不就白忙活了
嘛。”得知村里要组织种菇，李宝山心里也是

没底。“后来才知道，额 （我） 想的问题，福
建干部早就想到咧！”

“农学专家不能长期驻村，那我们就去请
‘土专家’！”袁云福四方打探，从莆田聘请了
一批具有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农民技师，
手把手“传帮带”，在采摘、储存、烘干以及
病虫害预防等方面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从
而确保菌菇成活率。

只保障生产还远远不够，销售环节同样
需要统筹兼顾。“我们了解到在一些地方，菇
贱伤农、丰收不增收的现象时有发生。”为
此，袁云福积极联系销售渠道，并很快与一
家企业达成协议，制定了每公斤 5 元的保底
收购标准，顺利解决了销菇难的后顾之忧。

事实证明，这小小菌菇已经为利民村撑
起了“致富之伞”。“不到一年时间，全村共
出产了 3万多公斤菌菇，村民获利达 90多万
元。”侯志说。

“去年我们家 2 个大棚就采摘了 5000 多
斤菌菇，今年我又新租种了 1 间，不出意外
的话，收入肯定能更好。”李宝山信心满满
地说道。

牡丹花“榨出”过冬煤

“今年正好是油用牡丹的丰产期，抚育压
力可是不小。”在原州区河川乡，大山环抱
中，黄土塬牡丹山庄的花田层层叠叠，首尾
衔接，技术人员带班组长童金梅正忙着除草
养护。

殊不知，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童金梅
曾尝尽了生活的苦楚。该上初中时，由于家

里实在困难，作为家中老大，她主动退学，
开始在附近工厂打工谋生。出嫁后，家庭
条件同样艰苦。“最难时，2 块钱一包的食
用盐都买不起。”童金梅说，“那时候，真
的穷怕了！”

2015年初，听闻附近有人招收贫困户种
牡丹，尽管心中有所怀疑，但每天80元的工
资诱惑还是驱使童金梅决定去看看。

“万万没想到，种牡丹彻底改变了我的命
运。”童金梅告诉记者。

2006 年，闽商林锦云在第 5 批福建援宁
干部的牵线搭桥下，来到固原开始投资建
厂。从二手车收购到化肥生产，从煤矿开发
到装修施工，最初的几年，林锦云的发展方
向一变再变，帮扶效果却微乎其微。

“2014 年，国家发布了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一下
子打开了我的发展思路。”彼时，河川乡寨
洼、南洼等村刚刚完成搬迁，撂下了大片的
荒山梯田，这让林锦云动起了种植油用牡丹
的心思。

说干就干。2014 年底，在甘肃、安徽、
山东等地考察了一大圈后，林锦云采购了一
批牡丹苗种，专门开辟五六亩试验田，开始
第一次试种。“虽然牡丹抗寒性不错，但 12
月的原州已经入冻，气温实在过低，再加上
外地苗木‘水土不服’，第一年试种失败了很
多。”林锦云告诉记者。

“我们这数辈务农种的都是马铃薯、玉
米、小麦，看来这种牡丹是真不行哟。”作为
山庄招收的第一批试验人，看着面前冻死的
大批牡丹花苗，童金梅心里也是直犯嘀咕。

但不甘心的林锦云，并未轻言放弃。“种
植季节不对，那就调整栽种时机；苗木不适
应水土，那就自己育苗栽培；土壤盐碱度
高，那我们更要严加选地。”在经过多次尝试
后，牡丹存活率成功达到97%以上。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宁夏，居然只是来搞
绿化？”尽管林锦云的牡丹种植已证明切实可
行，但在许多不了解实情的贫困户眼中，通
过种植牡丹脱贫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帮助村民们迅速转换观念，林锦云
掰着指头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种玉米一亩
收益只有600到800元，而种油用牡丹一亩收
益可达4000多元，加工成产品，收益还能再
翻一番……“我们不单单要让老百姓赚到
钱，学到技术，还要帮助大家改变致富旧观
念，这是我们闽商来到宁夏的责任使命。”林
锦云说。

经过多年摸索，林锦云的牡丹种植基地
现已发展为集农业种植、生态修复、民俗体
验等为一体的休闲农业示范园，直接为 147
个建档立卡户解决就业问题。

“这些年，我哥哥、嫂子、公公都来到山
上一起种牡丹。现在，一家人年收入能达到
10多万元。”童金梅说，“原来过冬，家里穷
的只够买 1 吨煤，不够还得上山捡干柴烧，
现在家里买的煤是越来越多，日子也是过得
越来越红火！”

马铃薯换来“安稳活”

7 月 17 日，隆德县西郊，厦门大学康业
扶贫产业园内，人头攒动。一辆自厦门驶来

的货车，刚刚停稳在黄土地农业食品有限公
司大门前，瞬间便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
了个水泄不通。“大家伙这是想看看，厦门大
学又给企业送啥好东西啦！”黄土地公司总经
理杨俊有笑着说道。

“这次运来的是9台高效液相色谱仪，是
学校为园区质量安全控制实验室提供的第二
批设备。”隆德县副县长、厦门大学派出干部
马龙介绍道。

2012年底，厦门大学与隆德县建立结对
关系，确立以产业扶贫为重点的帮扶思路。
在2015年国家扶贫日当天，康业扶贫产业园
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在厦大历任
派出干部眼中，产业园建设是帮扶隆德的重
中之重，马龙也不例外。

“黄土地公司主要用本地特产马铃薯做原
料，生产水晶粉丝和方便粉丝，吸纳了一百
多名建档立卡户。”马龙说，“我们学校有专
门销售隆德食品的特产商店，黄土地生产的
粉丝产品非常受欢迎。”

杨俊有告诉记者，自 2017 年来到隆德
后，厦门大学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替企业发
展出谋划策。“马县长更是一周一趟地往园区
跑，主动催我们提问题，企业的产值、就
业、销售数据，他记得比我还清楚。”

2018年，在了解到企业有提升粉丝产品
质量的具体需求后，厦门大学联合宁夏大学
与黄土地公司，决定共建一个 450 平方米的
质量安全控制实验室。同年 6 月，厦大便捐
出了价值80万元的第一批设备。

“有了这批仪器，我们实验室能做的产品
检测肯定就更多了！”如今，看到第二批设备
顺利送抵，黄土地公司机械操作员张强很是
激动。

“要不是来这里上班，我应该还在外面漂
着咧。”38 岁的张强原是陈靳乡的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了摆脱贫困，他不得不外出
务工。“搬砖、下矿、物流我啥都干过，收入
倒是不错，但就是离家太远，那时候做梦都
想在家门口找份安稳活。”

得知黄土地公司大量招收建档立卡户，
张强立即决定回家工作，成为黄土地公司的
一名叉车司机。

“他特别朴实肯干，每次运货都是行得稳
码得齐。考虑到设备维修需要有员工尽快掌
握，我们就有意安排他往机械操作员转型。”
杨俊有说。

“刚开始学习那会儿，我压力特别大。”
张强说，尽管有专业团队为自己培训，但因
为自己只有初中文凭，以及书面学习和实际
操作有差别，一开始他始终掌握不到窍门，
只能领到保底工资，特别发愁。

“但老师们不放弃，仍然继续耐心指导
我。渐渐地，自己对操作流程越来越熟悉，
维修检测都能自主完成了。”张强表示。

如今，张强已顺利完成转型，并且还考
取了电焊工职业资格证，但他似乎并不满
意。“虽然现在一个月能有 3500 块钱的收
入，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去厦门大学深入
培 训 一 次 ， 好 让 我 的 操 作 技 术 再 ‘ 升 升
级’。”张强笑着跟记者说道。

六盘山下，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留下“今
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著名诗句，
如今，“闽宁模式”，正在缚住贫困苍龙。

“他热爱这片黄土地，始终
挂念着黄土地上的百姓”

“他热爱这片黄土地，始终
挂念着黄土地上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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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纪事——

“闽宁模式”，缚住贫困苍龙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马书记扶贫记
杨 明

马书记扶贫记
杨 明

“咱村的光伏发电运转怎样？最近雨水少，山上的林
果旱了吧？有没有因为疫情返贫的情况？”尖山子村脱
贫2周年之际，马书记忍不住又问起村里情况。浑厚的声
音和关切的眼神中满含着对脱贫群众的关爱。

村民口中的马书记，是马春永，2017年3月被河北省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遴选接任青龙县茨榆山乡尖山子村
第一书记兼脱贫攻坚队长，驻村开展帮扶工作。“年底就
要脱贫验收，我没有一点驻村帮扶的经验，真有点像热
锅上的蚂蚁。”怎么办？边学边干，一天掰成两天用。摸
清村情后，马书记决定“用脱贫验收标准倒逼工作推
进”，用“电”破难局。

尖山子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长久以往考核肯定不
达标。思来想去，马书记决定，上光伏发电！这一想法
得到市里和区里的大力支持。

但选址定在哪？选在小学房顶，风吹雨打怕有安全
隐患；选在合作社房顶，因土地性质问题也不能安；最
后只好定在村部东北角。为了增大采光系数，马书记组
织建设了一个彩钢棚。钢棚上方有网线，旁边有几棵
树，影响光伏板的安装。找网通公司、说服村书记、找
来施工队……他磨破了嘴，跑断了腿，累弯了腰。25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落成后，年发电量近3万度，年收入2万
多元，完成了贫困村退出的重要指标。光伏公司的负责
人很有感触地说，“没有马书记的韧劲，光伏发电项目早
泡汤了。”

村里大部分是山地，林果种植效益不高，基本靠天
吃饭。“想要把水抽上来，也得先解决电的问题啊。”拿
着写好的请示，马书记跟乡里一起找到相关部门，请求
尽快增设5台变压器。在北戴河区、青龙县领导合力推动
下，变压器终于到位了。“施工时有的村民不让挖坑，有
的硬是不让高压线从庄稼上过，有的要调整点位离自己
地近些。”困难总是接踵而至，但耐心却始终“满格”。
白天说、晚上唠，一户户做工作，马书记的耐心和恒心
深深打动了村民，村里山场终于通电了！

完成了引水上山最关键的一步后，马书记又急忙带
着工作队员和村干部爬山越岭，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确定
打水点位，完成了引水上山工程考察设计。村民们一看

“好饭”摆到了嘴边，劲头儿更足了：抢着挖坑砌水池，
建水塔，铺管线……一个月下来，完成引水上山工程建
设 11处。看着源源不断的水流滋养着山地，村民们笑着
说，“终于解决了灌溉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的林果能卖
出好价钱啦！”

为了尽全力帮尖山子村尽快摆脱贫困，马书记努力
争取并得到了北戴河区的鼎力支持：区委区政府投入 40
万元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区里每次慰问都
给贫困户送来近 10万元米面油；北戴河医院到村里免费
义诊 1000多人次；区疾控中心对整个村子进行消杀，净

化村内环境，大大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
2017 年年底，马书记驻村察看光伏发电情况时，脚

下所踩的石堆突然坍塌，摔倒在三棱石上，腰椎肋骨三
处骨折，后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为尖山子村的扶贫工作
作出了“货真价实”的贡献。即便是这样，他还打电话
联系企业，促成企业给小学捐赠文体设施，帮村民卖出
一万多元的农产品。村民们由衷地说，“咱看得出来，马
书记是真心实意为咱村。”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他将全部身心都放
在扶贫上，无暇关心身患冠心病、哮喘病且刚刚孑身一
人的老母亲，一直靠着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小
家，却把脱贫“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服务群众的“最美
零距离”。

如 今 脱 贫 奔 小
康的尖山子村，漫
山遍野的果花散发
着 沁 人 心 脾 的 香
气 。 村 民 们 的 笑
声，时常在山谷中
回荡。

今年今年77月月，，林锦云林锦云（（右一右一））与童金梅与童金梅（（左一左一））查看牡丹籽的生长状查看牡丹籽的生长状况况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企业收购的香菇，进入利民村冷库进行分级。企业收购的香菇企业收购的香菇，，进入利民村冷库进行分级进入利民村冷库进行分级。。

在黄土地农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在黄土地农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张强在进行设备维修张强在进行设备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