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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海成家，徐海成对总书记说，自己一家
4 口，2016 年种植甜菜、马铃薯、莜麦的收入，
加上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务工收入，共计 4.3 万
多元，妻子治病和女儿上大学支付 3.5 万多元，
除去基本生活，家里没有多少活钱了。习近平一
边帮他算账，一边安慰他，说党和政府一定会持
续关心像他这样的家庭，让乡亲们过上越来越好
的日子。

习近平在徐海成家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
了座谈。村干部拿出村里自产的德胜牌马铃薯原
种和本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图给总书记看，习近平
肯定他们有思路、有办法。在详细了解全村脱贫

工作情况后，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我
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打好脱贫攻坚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做好这项工作，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下好“精准”这盘棋，做
到扶贫对象精准、扶贫产业精准、扶贫方式精准、
扶贫成效精准。要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
路子，多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多

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脱贫的机制，多给贫困群
众培育可持续致富的动力。要把扶贫开发、现代
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
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使党支部更好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成为带领农
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
骨，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摘自《习近平春节

前夕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

基层干部群众》（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5日1版）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高山峡谷占全
州面积的 98%，全州 54万人口中有一半多是
傈僳人，分布在横断山脉1.4万平方公里的半
山地带，长期与世隔绝。如今，中国政府坚
定有力的脱贫攻坚行动，让无数怒江傈僳人
告别了穷困。

今年秋天，本报记者走进了怒江大峡
谷，感受到了傈僳族人的脱贫勇气。

一户一方案

一边是刀砍斧凿的绝壁，一边是波涛汹
涌的怒江，沿着泥泞的道路从怒江州所在地
六库镇，驱车沿六丙公路蜿蜒 20 多公里后，
泸水市大兴地镇自扁王基村映入眼帘。

记者首先见到的人，就是受中交集团党
委组织部委派到怒江州泸水市大兴地镇自扁
王基村担任第一书记的王永刚。

2018年10月，王永刚离开工作生活了近
30年的故乡，以一名扶贫干部的身份赶赴全
国深度贫困地区云南省怒江州。

山高坡陡，土地贫瘠，适宜耕作的土地
面积少，发展基础差、产出率不高，老百姓
的经济收入低，让这位七尺男儿陷入了深深
的沉思。

王永刚最初与自扁王基村结缘于2009年
的“五四青年节”，他在泸水一中开展“中交
集团捐建多媒体网络教室”团日主题活动，

“当时这里的贫穷落后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我一直想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再回去看
看，再为他们做点什么？”王永刚说。

自扁王基村坐落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
脚下，蜿蜒曲折的怒江从村边流过。全村 600
多户人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占了267户。

“春种满满一山坡，秋收只有一笸箩”的
怒江州，是全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
一，至今还保留着“溜索”和“茶马古道”。

在对贫苦户首次摸底过程中，蔡南文一
家成了王永刚的“心结”。一面空心砖、一面
木头柱、一块石棉瓦顶棚，三位残疾人在里
面一住就是 15 年。第一次来到蔡南文家时，
作为怒江当地人的普琦也着实惊了，“一家3
口都是残疾人，这是多绝望的事情，这种情
况怎么能脱贫？”

普琦略感无力地望向王永刚，正好看见
了王永刚湿润的眼眶。

“一定要解决，而且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
忧。”被深度贫困震撼的王永刚一回到村委马
上行动了起来。

那段时期，王永刚没日没夜地为这事四
处奔波。3 个月后，在政府、残联、企业等
多方的努力和支持下，蔡南文一家的两层临
街小楼终于建了起来。

住房有了，王永刚还为这一家人做了更
长远的打算。他先是帮蔡南文把新房一楼租
了出去，保障一家人有固定收入；又联系公
益机构帮蔡南文装上了假肢，让他重新站了
起来。现在，蔡南文见人总笑，说起话来也
底气足了。

王永刚这次专门带记者实地参观了蔡南
文一家的两层临街小楼，记者发现该楼地处
商街，很容易作为商铺出租。楼周围地面已
经作了硬化，上下整洁干净，整个居住环境
焕然一新。

刚来到自扁王基村，王永刚便列出了保
证 2020 年全村脱贫出列的一份“军令状”，
自扁王基村共 27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初来

乍到，王永刚与村干部先是花了20多天时间
摸底盘查，最终确认22户的住房问题亟待解
决。王永刚与村干部商议采取“一户一方
案”的措施来落地危房改造相关事宜。如
今，这22户贫困户住房都已经改造完毕。

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王永刚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着
很多资料盒，里面装的都是当地贫困户的资
料，从贫困户的家庭住址、致贫原因、联系
方式到帮扶责任人、产业信息，十分详尽，
他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掌握了全村贫困户
的第一手资料，便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
计划和帮扶措施。”王永刚说。

在去自扁王基村崎岖的盘山路上，有一
块耕地“挂”在陡坡上，因为这块坡地状如
灯笼，人们叫它灯笼坝。

2016年10月，王永刚的前任、驻村第一
书记王慧奇协调各方帮扶资金一百多万元建
起火龙果基地。

刚开始种火龙果这个项目时，就碰到了一
大难事：火龙果种苗买好了，辅助种植的农业
专家也请来了，村民们却不积极加入合作社。

王永刚了解到，主要是因为怒江州从没
种过火龙果，大山里的傈僳族乡亲更没有见
过火龙果。

王永刚就组织扶贫工作队人员，挨家挨
户上门游说：“其实，咱村的日照、气候最适
合火龙果生长，火龙果这种优质水果一年四
季都结果，每个月可采摘，市场也能卖上好
价钱。”

“火龙果基地的建设资金是为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申请来的，不是贫困户就是交钱也
不能加入；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不用交一分
钱，火龙果卖出后就可以参与分红；贫困
户还可以在基地打工，出一天工，挣100元
工资。”

终于，蔡南文的妻子文又凤等首批3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了。由于火龙果的长势
与收成直接与每个员工的利益挂钩，他们工
作格外精心。

为了让广大贫困户燃起对种植火龙果项
目的致富热情，王永刚决定搞一次灯笼坝分
红仪式。

灯笼坝分红，在这个贫困山村还是破天
荒头一次。钱虽不多，但在村民心中分量
不轻。

2018 年 8 月，火龙果卖出了几千斤，收
入 3 万多元，村里召开了分红大会，每户分
得1000元。

2018年12月，傈僳族“阔时节”即将到
来时，灯笼坝再次分红。乡亲们身着民族盛
装，唱起感恩歌，并将一套精美的本民族服
装赠给王永刚。

很快，主动要求加入火龙果合作社的村
民越来越多，王永刚采用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等形式，让火龙果基地越做越大。小小的
灯笼坝从 82 亩扩大到了 230 多亩，成了怒江
州最大的火龙果基地；村里还建起了两个大
型养牛场；成立了一家经营农产品的村办企
业怒江乡味经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 自 扁 王 基 村 实 现 整 村
脱贫。

今年 7 月的一个好日子里，灯笼坝上挤
满了老老少少，格外热闹。

上午10时许，王永刚走上台，清了清嗓
子：“乡亲们，2019年咱村产业帮扶项目效益
不错，纯收入 53 万余元，今天给大伙分红
啦！”全村 267 户贫困户 838 人，平均每户受
益1327元，人均422元。

“我种了几十年地，没想过自己还能成为
股东。”傈僳族贫困户李义妹掩饰不住内心的
喜悦，“我已经是第三次参与分红了，这要感
谢永刚书记，是他和村干部扶着我们过上了
好日子。”

祝兴妹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年到
头，一家四口，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得知
情况后，王永刚带领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多
次到祝兴妹家里，鼓励他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业。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祝兴妹家
加入了自扁王基村荣新火龙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并在今年7月份领到第一次分红。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福利。”祝兴妹激动地说，她的改变全因王
永刚的一句话。原来，在一次入户调查时，
王永刚曾经鼓励过她“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
倒，要鼓足干劲创造幸福生活”。没想到，这
不经意的鼓励竟让她充满了信心和动力。看
到此情此景，王永刚悄悄落了几次泪。大兴
地镇党委书记李雪花说，“从北京来了两年
多，永刚做了很多大事，皮肤晒黑了，头发
也白了不少。”

口袋富脑袋也在富起来

跟着王永刚的步伐，记者来到了火龙果
种植基地灯笼坝。在大中午火热阳光的照耀
下，几位美丽的傈僳族妇女身着民族传统服
饰，正在采摘成熟的火龙果。果园里，还有
许多火龙果树正盛开着鲜艳的花，在蓝天、
白云的映衬下，在怒江边构成了一幅十分艳
丽的美图。这令几位同去的专业摄影发烧友
激动不已。

面对这么美的画面、这么好的风光，王
永刚说，在乡村振兴规划中，他萌生了发展
观光农业的念头。实际上，周围的村子有好
多农户正在抓紧装修，准备发展农家乐。

走入火龙果种植的地头，记者看到了第
一代和第二代、第三代种植方式的不同。刚
开始的种植方式是一株株火龙果散种，这造
成了采摘、施肥的不方便。第二代的种植方
式是一行一行的连片种植，便于施肥、采摘
的半人工操作。目前，这里火龙果的种植又
开始采取新的方式，主要是引进新的火龙果
品种，对果实进行深加工等。

王永刚向记者说，这得益于火龙果种植
新技术的突飞猛进。

今年 4 月开始，灯笼坝龙火果基地里，
细心的村民发现，突然来了好几位陌生人，
他们戴着大草帽，在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他们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
地质研究所罗为群博士团队，都是永刚书记
寻来的“宝贝”。

罗为群博士团队来了之后，王永刚带着
他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15天后，患上
溃疡病的80亩火龙果治好了；40天后，40多
名村民学会了新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治理技
术；90 天后，一个占地 8 亩的新品种育苗基
地种上了新苗……

“每天几乎都在改变，我算是彻底见识了
科技的力量。”村民文又凤说。罗博士团队无
偿提供的种植技术和品种，不仅改变了以往
火龙果靠人工授粉的方式，减少了人工劳
动，而且新品种产量高、口味好，储藏的时
间也更长。

在由中交集团援建的两个冷库里，记者
看到，几位傈僳族村民正在抓紧包装发货，
火龙果两天内就能发到上海。由于采用新品
种、新技术，又不用农药、化肥，这里的火
龙果十分畅销。

被誉为致富带头人的祝荣新，是自扁王
基村现任团总支书记，今年荣获“云南青年
五四奖章”。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2017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中交
集团的帮扶下，祝荣新成立了泸水荣新火龙
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了火龙果基
地。合作社采取“公司+种植大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经营和分配模式，把全村贫困户
267户838人纳入合作社，火龙果成为自扁王
基村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龙头产业，祝荣新
迈出了带领乡亲一起脱贫致富的第一步。

2018年，村里成立村办企业怒江乡味经
贸有限公司后，祝荣新担任总经理。公司主
要经营草果、核桃、火龙果等当地农副特产
的生产和销售。截至目前，共为乡亲销售各
类农副产品总额达220万元。

用祝荣新的话说，傈僳人要彻底脱贫致
富，在富口袋的同时，要让脑袋富起来。这
两年，祝荣新组织了大批农村年轻人，到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学 习 先 进 的 种 植 理 念 和 技
术。他先后数次去我国火龙果主要产地广
西学习溶岩
地带的种植
技术，还到
上海和江浙
地区考察冷
库保鲜技术
以及火龙果
切片脱水加
工技术。

一场秋雨过后，浙江建德的古楠木森林公园空气清
新如洗。这里有全亚洲唯一的、涵盖面积最大、原生态
保护最完整的古楠木群。放眼望去，群山绵延中，一排
排三四十米高的大树直入云霄，枝叶交错，犹如一张张
擎天大伞。树下溪水潺潺，野花遍开，蝴蝶和蜜蜂东飞
西舞，沉醉在这片盎然绿色中。

背上水壶和干粮，拿上柴刀，胡秀忠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一天的护林巡查工作。1990 年，胡秀忠成为保护
这片林区的护林员，一干就是30年。

初见胡秀忠，瘦小精干，浓眉大眼，穿着一身军绿
色的迷彩服更显精神，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无言诉
说着日复一日护林的辛勤与汗水。“这游客很多，一旦发
现有人吸烟或者乱扔垃圾，我们要立刻制止。”无论天气
有多恶劣，胡秀忠始终坚持每天巡护，爬遍了林区 6000
多亩大山的沟沟壑壑，对林区的动植物如数家珍。

“你看，我们这可有宝藏哩，刨花楠、红楠、华东
楠、紫楠共有3万多棵，都是清朝后期自然生长的，最年
长的有 300 多年。”说起这片古楠木林，胡秀忠十分自
豪，迫不及待和笔者介绍起来。“其中还有 4 株同根生，
径达 1.5米的‘楠木王’，3个人都抱不起来。”胡秀忠边
说边张开双手，试图展示一下“楠木王”的直径。

近几年，木材价格一路飙升，特别是香楠、紫金
楠，一株市场上估价就要10-20万元，也就是说，只要砍
掉林子里的一棵楠木，就可以“一夜暴富”。面对唾手可
得的“摇钱树”，免不了有觊觎偷盗之人。

2006年，林区内有3株自然倒雪压木失踪，胡秀忠查
监控一路追踪到偷树的村民家。“他说自己是清白的，甚
至拿起刀威胁我。”胡秀忠辗转找到该村民的哥哥，通过
一系列工作，才让他承认了偷树事实。

“楠木王国”的盛名吸引投资者纷至沓来。“前些年
有一名投资老板没办任何手续，就要在林区内大肆动工
动土。”胡秀忠赶到现场阻止，老板让手下人威胁，“你
再搞事情，把你手脚打断！”

“国家有森林法规定，没有审批就不能动土！”胡秀
忠一身正气、毫不退缩，最终让老板灰溜溜地走了。

天然优良的生态环境让白鹇、黑麂、穿山甲、蕲蛇
等野生动物在此安了家。胡秀忠打开手机，一一给笔者
展示着林区的珍惜保护动物。“你看，这是白鹇，这是穿
山甲，野猪也时常排着队出来找吃的。”

丰富的动物资源引来了不少盗猎分子。“有一次，
一辆可疑摩托车停靠在林区道口，傍晚 5 点多还不见人
开走，我就进山寻人。”胡秀忠目光炯炯，“找了一个多
小时都没人影，我只有蹲候着。果然，被我抓到四名石
蛙盗猎分子。”他生动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像是打了个大
胜仗。

在当地森林公安的支持配合下，至今林区未发生过
一起严重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凭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过硬
的护林成绩，胡秀忠被省林业厅授予“浙江省公益林建
设优秀护林员”称号，被建德市林业局党委评为“优秀

党员”，还3次被评为“林场先进工作者”。
“这都不算什么！”今年 52岁的胡秀忠对这些荣誉轻

描淡写。“父亲教导我，要踏踏实实把山管好。”提起父
亲时，胡秀忠一脸崇拜。

“上世纪70年代到山上偷柴禾的人很多。我父亲当时
也是护林员，他在山脚听到砍树的声音，大声一吼，几
分钟时间就能赶到偷柴人身边，吓得对方瑟瑟发抖！”

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亲近大自然，胡秀忠打心眼
里热爱上了护林工作。1991年，父亲把管了20余年的林
子亲手交给儿子，从此，胡秀忠成为了胡家第二代守林
人。“林区的营林生产、森林资源管护、森林消防等工作
任务还很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守护好祖先流传下来
的‘无价之宝’。”

以脚步兑现无声誓
言，用青春浇筑绿色丰
碑。全国有 40 万左右像
胡 秀 忠 这 样 的 护 林 员 ，
他们以山为家，以树为
伴，常年坚守在绿海松
涛间，书写着一段段动
人的护林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要因地制宜探索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

以前，“春种满满一山坡，秋收只有一笸箩”，如今云南怒江州傈僳族乡亲——

火龙果富了口袋富脑袋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浙江建德护林员胡秀忠——

30年守护亚洲最大古楠木群
马明阳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在自扁
王 基 村 冷 库
里，村民在整
理火龙果。

王永刚 （右） 与村民促膝谈心。

村民正在摘火龙果。

（本版照片均为杨烨摄）（本版照片均为杨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