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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记者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加宜村采访。远远望去，寨子
里是一栋栋两层木质的小楼房，沿山坡地错
落有致排列，特别是各家楼前的幢幢谷仓更
显历史沧桑，干净整洁的水泥小道通到各家
各户，展现出南国苗寨风情。

孙健，苗族，榕江县委组织部信息中心
党建扶贫股工作员，榕江县计划乡加宜村第
一书记。2020 年 7 月 1 日，他被评为贵州省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他给记者讲
述的一个个脱贫攻坚故事，引人入胜，令人
动容。

宜居
从传统陋习到整洁新房

加宜村，一个传统的苗族高坡村寨，位
于榕江县西南部月亮山腹地的计划乡。全村
有 6 个自然寨，14 个村民小组，总共 409 户
1843人。

这里地势独特，九山半水半分田，山高
沟深，群众散居。当地群众曾过着半隐居的
生活，沿袭着千百年来人畜混居的陋习。两
层木楼房，楼下喂养猪、牛、鸡等家禽，楼
上才是生活做饭睡觉的地方。

2018年孙健来到村里，走村串寨，看到
的是污水横流，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有些
路段找不到落脚之处，粪水都排放在路上，
散发出臭味。”回忆刚到村里时看到的情景，
孙健说道，“当地群众已经习惯了人畜混居的
生活方式，要改，谈何容易！”人畜混居楼房
改造成为重要任务，不仅要改房子，还要改
陋习、改思想。

刚开始，驻村工作队入户宣传动员开展
人畜混居改造，要求清理一楼牲畜粪便，老
百姓说：我们世代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没
有什么不习惯的，而且粪便太多，还要拿来
种田施肥用。工作队经过多次入户动员，都
没能改变群众思想，没有一户肯行动起来。

后来，驻村工作队通过和群众交心谈
心，了解到群众不动的主要原因是：牲畜需
要迁移出去，没地方安置，而且清理粪便工
作量大。于是，工作队调整工作思路，与村
干部一起帮助群众把牲畜迁移到远离房屋居
住区的地方安置，并与群众一起清理粪便，
清理完成后，随即对一楼进行全面改造和地
面硬化，一栋宜居的楼房被改造出来。当群
众看到改造后房屋不仅卫生，没有了臭味，
而且好住，生活空间增加了一倍，群众改造
意愿逐步增强起来，为了提高群众改造积极
性，工作队还买来编织袋，免费发给群众，
就这样，一户一户，群众思想有了改变，大
家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人畜混居改造完成后，房子焕然一新，
但群众生活习惯依然没有大的转变，屋内环
境保洁不够，导致家中环境还是脏乱差。新
的难题被摆在驻村工作队面前，这就是要改
变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为
此，工作队以开展卫生评比、给予物质奖励
的方式，逐步推动苗寨群众生活习惯的转变。

与此同时，驻村工作队又给能够保持良
好习惯的先进农户，安炉灶、装烟囱、开窗
户、改格局，以前苗族人家不开窗的陋习终
于改了，楼上的火塘都搬到了一楼，房屋发
生火灾的风险隐患大大降低。苗寨人家千百
年来形成的习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现代

文明新生活全部取代了。
记者走进贫困户莫老全的新家，看到有

人来到家里，莫老全急忙从屋子里搬出凳
子，招呼大家到家里坐。一楼的房间干净整
洁，摆放着生火做饭的器具。“现在已经搬到
楼下生火做饭了，房间宽敞又明亮，家里还
有冲水的厕所。”莫老全用苗语讲述着房子改
造后生活发生的点点滴滴变化。

“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还能住上‘新’
房子。”莫老全口中的“新”房子，更是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以前怕猪牛被盗，各家各户都将猪牛养
在一楼，天气热整个寨子都很臭，蚊虫四处
飞。”莫老全说。

莫老全今年72岁，三个女儿已经全部出
嫁，家里就只有他和妻子韦老英一起生活。
老两口身体还算硬朗，时常下地干活，喂养
了 3 头猪和 100 只鸡，还有政府给予的低保
金、养老金，他们生活无忧！

加宜村到目前改造危房98户，人畜混居
改造 106 户，透风漏雨房屋整治 125 户。同
时，巩固提升房屋共完成82栋，拆除旧房及
废旧猪牛圈91处。村子里硬化路面已全面完
成，太阳能路灯安装 156 盏，老寨风雨长
廊、停车场、公厕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备。

崭新的房屋、清澈的自来水、整洁的硬化
路、明亮的太阳能路灯，村子旧貌换了新颜。

宜业
从无人问津到增收致富

在榕江县计划乡农业服务中心专家的带
领下，记者走进了月亮山腹地的茂密林区，在

此见识了一下当地越来越红火的林下经济。
在一条小溪边的林地上，长满了一株株

人工栽培的低矮的黄精苗，长得郁郁葱葱。
随行的农业专家介绍，黄精主要用其根茎，
在地里一年开一次花长一节，一般要长到
四五年后才可收获，这种养生补气的中药
材，在我国东南沿海十分畅销。

而在另一块长满松树的坡地上，则是在
人工种植天麻。只见技术人员挖开一块松土
地，埋着几根带菌的短木，就是让这菌木产
生特殊的肥效，让其附近的天麻迅速生长，
一般也要好几年才生长一茬。专家说，天麻
苗喜阴、潮湿，是林下生长的名贵中药材。

随行的农业专家介绍，实际这两种中药
材在月亮山腹地的茂密林区到处都在生长
着，只是以前老百姓没有发现其药用价值。
现在有大量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这批深山老
林中的天然财富肯定会源源不断地开发出
来，而且不会对自然生态造成影响。

加宜村山高坡陡，99%为山地，最低海
拔 680 米，最高海拔 1450 米；有原始森林 1
万余亩，成林楠竹3000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90%；林地面积 34373.4亩。该地属亚热带季
风性气候，具有气候温暖、降水充沛等特
点，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原始森林，是这个
苗族村寨百姓们的天然宝藏。

今年五月，驻村工作队邀请两家电商，
专门到深山老林，进行挖楠竹笋的现场直播
网上销售。身处浩瀚楠竹林区的优美风光，
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挖笋靓女、小伙们，在
一声声苗族干活号子的衬托声中，一个个新
鲜硕大的楠竹笋破土而出，滴着林中雾露，
着实吸引网民眼球！

当地苗族老人向记者介绍，加宜村有数
千亩楠竹林，只有每年都去挖掉一些楠竹
笋，整个林子才会不断茂盛生长。以前，这
满山的楠竹笋竟无人问津！

今年 4 月，疫情刚刚得到有效控制，加
宜村就开始组织各项产业的复工复产，当时
正值春笋生长旺季，加宜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看准时机，宣传发动群众上山采笋，并进
行收购、加工和销售，无人问津的山货被加
工成产品，成了市场上热销的紧俏货。

孙健介绍，今年加宜村扶贫车间收了6万
余斤春笋和1万余斤蕨菜，扶贫车间二楼还开
展品牌发饰工艺加工，加宜最好的技术能手一
天能生产 9件发饰，挣 180元，这里既带动了
全村群众增收，更解决了部分群众就业。

记者走进加宜村扶贫车间，有几十筒加
工成酸笋的大罐整齐排列，成袋的鲜笋已经
由烘干机直接做成了笋干。还有不少收购上
来的黄精正在晾晒，这片不少的黄精已经被
一家来参观的国企预定了。孙健专门给记者
看了一个收购上来的黄精，竟有十个结节，
估计它已在深山默默生长了十多年。

担任扶贫车间会计工作的蒙老嫩是加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身患残疾的他不能从事
体力劳动，但他头脑灵活，在扶贫车间做会
计后，每个月有800元收入。

“驻村干部叫我上班时，我激动得没睡着
觉，现在不但有工作和收入，更觉得生活有
奔头，找到人生价值。”蒙老嫩激动地说。

2020 年 3 月，加宜村成立“榕江美加宜
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把月亮山原生态产品转
变为商品销售，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目前

“美加宜”品牌的春笋主要分为鲜笋、酸笋、

干笋和榕江县葛根系列产品，通过线上与线
下同步销售，共实现销售额20余万元。

宜游
从养在深山到渐露峥嵘

去年的农历大年二十九，驻加宜村的 13
名工作队员准备回家过春节。当时没有通知
村民，大家想悄悄地离开，不愿打扰苗寨过
年。但刚出村头，就有一批一批的村民，各
人手里拿着鸡鸭等年货，塞进驻村工作队的
车里。孙健向记者回忆，当时许多人留下激
动的眼泪。后来，工作队员也从城里自发购
买了许多年货，回馈了百姓们的深情厚谊。

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驻村工作队大年
初三就回到村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村民们
在了解疫情后，防疫积极性高，防疫工作顺
利开展。

有个叫潘金科的农户，去年到浙江的桐
庐打工，由于年轻好学和一股子勤劳致富的
韧劲，去年被当地企业评为优秀员工，特地
拿回来个大奖状。今年由于疫情影响，到了
4 月份还在犹豫是否出去打工。孙健在做通
了这家农户的工作后，早上六点半，亲自开
车到潘金科家接两口子到县城乘坐政府组织
的车辆前往务工目的地，并给他们送上了驻
村工作队的大礼包，这把两口子感动得热泪
盈眶。不久前，潘金科从外地打电话告诉孙
健，两人都在当地找到了合适工作，目前二
人每月工资加起来超过了7000多元。据村里
最新统计，今年全村已经有 431 人外出打
工，比去年增加了88人。

谈到今后的发展方向，孙健给记者谈了
一个更大的发展计划。加宜村历史和民族文
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保护完好、建筑风貌
别具一格、旅游资源丰富，“森林中的古战
场”——孔明山，集原始自然生态、民族文
化、科研、考古、探险及三国历史于一山，
该山遍布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珍稀动植
物、名贵中药材众多，具有极高的开发价
值；加宜梯田一片连着一片，层层叠叠，雄
伟壮丽，形态各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
村寨结构别致，红色旅游文化与原生态苗族
文化相得益彰，构筑出一幅幅“山清水秀的
生态走廊、村容整洁的美丽乡村和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好家园”的壮阔画卷。

记者跟随驻村工作队员，来到正在加紧
建设的旅游民宿项目——榕江县加宜村乡村
旅游扶贫产业建设项目，记者在现场看到，
改建的 9 栋具有星级标准的乡村客栈主体结
构已经全部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这里
还建有游客服务中心和配套用房各1栋，楼前
面门口的具有苗寨风格的大牌楼已修缮一新，
预计半年后，该旅游项目就会红火起来。

目前，金秋时节即将来临，月亮山地区
计划乡加宜梯田的稻谷成熟，金黄色的梯田
流光溢彩，漫山铺金，丰收景象美如画卷。
加宜梯田是当地苗族祖先农耕文化留下的杰
作，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稻作文化符号。当
地部分群众依托这一独特美景，通过旅游业
的发展，增收致富。

由于寨子在山腰上，寨脚及四周都是层
层叠叠的梯田。栽种早的稻田里的稻谷已经
成熟，农民们也开始收割，处处是丰收的景
象。千百年来，金色的稻田环绕着村寨，孕
育着一方苗族儿女，犹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

“油画”，美丽而又壮观，让人流连忘返。

他经常干干净净出门，鼻青脸肿回家。
他的前额上有伤疤，脚踝因受伤而变

形，手腕关节曾脱臼。
他左下肢瘫痪，却常年穿梭在田间地

头、农户村舍间。
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墩坵村，只要望

见一个肩背药箱、拄着拐杖的身影，村民立
马就知道——杨中荣来了。

杨中荣守护这个村子，已整整 37 年。
1958 年，杨中荣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3 岁
时，他发高烧没得到及时医治，从此，左下
肢瘫痪，只能依靠双拐行走。杨中荣深知病

患的痛苦，懂事后，他立志当医生。1983
年，杨中荣办起了自己的诊所，成为墩丘村
一名“赤脚医生”。2000 年，杨中荣取得了
期盼已久的乡村医生资格证。

对杨中荣来说，出诊路上摔跤是常事。
瞧着鼻青脸肿的丈夫，妻子谢胜英很揪心。
思来想去，谢胜英决定，只要自己走得开，
就骑摩托载着杨中荣出诊。即便这样，杨中
荣的行医路也不平坦。

谢胜英记得，那是 2006 年的一个雨天。
杨中荣接到一个电话，村里有位老人突然头
晕目眩，走不动路了。“老人来不了，我有拐
杖，我可以过去。”跟妻子说完，杨中荣夹起
药箱就要出门。

望着窗外的大雨，谢胜英不放心。于
是，她提出，骑摩托车送杨中荣。雨天路

滑，摩托没开多远，两人就摔倒在泥坑里。
谢胜英爬起身，看到丈夫满身泥污，紧紧抱住
药箱。“我摔一下不要紧，要是药给毁了，我们
还要返回去，就太耽误时间了。”杨中荣说。

两人重新上车。摩托开到快到村民家门
口时，停了下来。面前出现一个小陡坡，谢
胜英怕再摔倒，就决定背丈夫上去。没承
想，下地时，杨中荣重心不稳，又摔了一跤。

“摔倒了，只要能爬起来，他就会坚持去给
人看病。”谢胜英心疼丈夫，但也为他骄傲。

行医路上，妻子是杨中荣的“拐杖”。不
管白天黑夜，两口子经常结伴出诊。墩坵村是
一个山区村，人口2000多，不少村民住在半山
腰，摩托上不去，妻子就一步步将他背上去。

2015年，杨中荣和谢胜英收到了一份惊
喜——全国妇联颁发的全国最美家庭提名奖

荣誉证书和奖牌。
3年后，夫妻二人又收到一份惊喜。
长期以来，杨中荣一直有个心愿，拥有

一个真正的卫生室。原来，杨中荣是在自己
家中辟出房间，作了卫生室。卫生室跟生活
区没分开，家里一烧饭，病人就跟着吸油
烟。卫生室也不大，一遇上村里体检，乌泱
泱的人挤进来，检查起来非常不方便。

2018年，传化慈善基金会联合兴国县政
府，在墩坵村建起了一个崭新的“传化·安心
卫生室”。120平方米的卫生室，诊察室、治
疗室、药房、值班室等一应俱全。新的卫生
室还配备了紫外线消毒车、高压消毒锅、氧
气瓶等医疗器械。

“通过健康扶贫，我们在全国援建了
1000 多所这样的卫生室。”传化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越来越多像杨中荣那样坚守农村
的医生，有了更好的诊疗环境。

如今，村里的路也修得更好了，村民更
方便到卫生室看病了。走进宽敞明亮的卫生
室，他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幕：诊疗桌上，摊
着两本书——《杏林医选》《现代中医临
床》，书页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笔记。桌旁，
杨中荣与村民聊完病情，摸起拐杖，拄着去
隔壁药房拿药。

之后，习近平乘车来到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
考察。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原来的村名叫“荒
茅田”。这些年，脱贫致富成效显著，改名为

“花茂”，寓花繁叶茂之意。习近平走进现代高效
农业园区的智能温控大棚，看大棚蔬菜产品展
示，向正在劳动的村民了解园区解决农民就业、
促进增收的情况。随后，他到白泥组党员群众之
家，听取村级组织建设和脱贫致富情况介绍，察
看驻村工作室、金融便民服务点、藤编工艺和制
陶工坊，了解开展精准扶贫的具体项目和实际效
果。在经营农家乐的村民王治强家中，习近平进

房间、看院落，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
大家高兴地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开
心。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十分关心广大农民特别
是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农
村发展。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

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
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
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
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习近平对该村
把扶贫开发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

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表示肯
定，希望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干部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汗
往一处流，共同把乡
亲们的事情办好。

——摘自 《习近平

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看

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

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

谋划发展》（人民日报

2015年6月19日01版）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
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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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加宜村：

苗寨越来越宜居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残疾村医杨中荣：

37年，拄双拐，守护村民健康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杨中荣与妻子谢胜英。 资料图片

▼ 在 加
宜 村 扶 贫 车
间，村民对竹
笋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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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宜村村民正在直播带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