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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村，习近平总书记挂念在心。
那是2017年全国两会，在参加四

川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谈到有关这
个村的新闻报道：“看着村民们的出行
状态，感到很揪心。”

脱贫攻坚的浩荡春风吹遍了山河
万里，上山的路很快变了模样。

就在今年两会，来自四川省民政
厅的益西达瓦委员带来了村子的新消
息。两张照片对比鲜明，一张是昔日
挂在峭壁上颤巍巍的藤梯，一张是今
日稳稳当当“飞”入云霄的钢梯。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细问孩
子上学、老人看病的近况，再问乡村
旅游进展。这一次，他放下心来。

从“揪心”到“放心”，中南海和
大山深处一个村庄的距离，那么远，
又那么近。

回首这些年，总书记花的精力最
多的，是扶贫。山脚下直通省城的
路、搬出土坯房的家、家门口就能读
书的课堂，那些人、那些事，都装在
他的心里。

“去年村里有多少人娶媳妇？”
2016 年全国两会，参加湖南代表

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来自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郭建群代表，
亲切地问。总书记清晰地记得，2013
年到访十八洞村时，大龄男青年“脱
单”是个老大难问题。

“7个。”郭建群代表答道。当讲到
全州还有50万贫困人口时，总书记又
问：“条件比十八洞村还差的有多少？”

再看2017年全国两会，参加四川
代表团审议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林
书成代表带来了总书记一直放心不下
的大凉山的消息。彼时，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绝大多数
都去过了，“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凉山
会尽快去”。

“文盲率高不高？”
“一个村里初中以上的都很少。出

去打工很困难，深山里彝族群众的脱
贫不是一次冲锋就能完成的。”

这一年初夏，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吕梁山区。转过年来，飞行 3 个多小
时，在深山里又辗转奔波两三个小
时，沿颠簸崎岖的山路深入大凉山腹

地。村里的琅琅书声，火塘边座谈时
憧憬的目光、质朴的志向，都点燃了
大凉山的无限希望。

不畏严寒酷暑，不惧山高路远。深
山小院里的欢歌笑语，农家账本前的细
致追问，一串串足迹在中国地图上星罗
棋布，丈量着
从贫困到小康
的路途有多远、
有多难。

——《这 十
年，总书记的两
会故事》

（2022 年 3
月 15 日 《人民
日报》刊发）

自4月13日抵达上海，北京航空总医院
援沪医疗队首批 16 名队员援沪抗疫工作，
已有 20 余天。目前，医疗队与北京电力医
院、核工业总医院共 3 家国资委援沪医疗
队组成的“三军联队”快速接手进驻“场
中路方舱医院”。在“三军联队”中，一位
优秀医院感染管理 （简称院感） 专家受到
了大家的关注与高度认可。她就是航空总
医院院感专家杜长丽，正是她带领的院感
团队，筑起了此次医疗队和方舱医院的坚
实院感防线。

杜长丽担任院感组长，带领联队中的 8
名医务人员，负责方舱医院和“三军联队”
的全部院感工作。 院感工作责任重大，是抗
疫工作的基础防线。杜长丽迎难而上，用 3
天时间，快速完成了管理制度的制定、流程
的梳理，实地改造现场所有院感监控工作，
并在各家医院快速推广。方舱医院院感工作
很快进入顺畅运行轨道，极大降低了可能存
在的感染风险。

院感组每天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两个班
次，由杜长丽带领8名团队人员轮流值守。每
天需要5个人、9人次进入方舱污染区，负责所
有医护人员四个班次防护装备的穿脱，防护用
品的检查和补充，清洁消毒、垃圾回收，以及清
洁区、更衣室环境消杀等。

虽然每个班次 6 小时，但实际工作时间
远超这些。白班每天早上6点50分从酒店出
发，到所有人员更换完衣服出舱乘车回到酒
店，至少9个小时，全程佩戴N95口罩，不
吃不喝。不要说每个班绷紧神经，一丝都不
能松懈地完成院感工作，仅这么长时间不吃
不喝，对每个人生理和意志而言，都是极大

考验。而夜班人员亦然，他们从下午6点50
分乘车开始，经常要坚持到凌晨3-4点。

和其他院感成员相比，杜长丽的工作
责任和压力更大。除具体负责方舱医院及

“三军联队”院感工作外，杜长丽还被推举
为国资委第一批援沪医疗团队 11 家医疗机
构的院感工作总负责人，负责本次对接的
方舱医院、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相关病区
以及医疗团队驻地酒店的院感防控全面部
署指导工作。作为方舱医院院感负责人，
每天下班回到酒店后，杜长丽要完成每天
的院感总结。作为国资委首批援沪医疗团
队的院感总负责人，杜长丽和院感团队核

心人员一起修订了“央企援沪医疗队生活
驻地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处置制度与流程”“穿、脱防护用
品流程”，并制作培训小视频及时下发到
各医疗队组织二级培训，常常忙碌到晚上
11点多。

凭借这样的打硬仗精神，杜长丽带领着
院感组全体成员，有序推进医院、驻地酒店
的院感防护工作。杜长丽表示，“生命重于泰
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党员医
务 工 作 者 和

“ 院 感 人 ”，自
己一定不负重
托，尽职履责
带 领 院 感 团
队，竭尽全力
坚 守 院 感 防
线，为抗疫工
作做出自己的
最大努力。

小区里就
有幼儿园，步行
只要几分钟

早上 9 点多，迎着初
升的阳光，家住昭觉县南
坪社区的阿火阿果忙着料理
家务，抬头一看，差不多快9
点半了，拉上5岁的大女儿某
色云梦冲出位于四楼的家，

“走，咱上幼儿园去！”
幼儿园就在小区里，从单

元楼出去，步行只要几分钟。送
完女儿，白天的时间里，阿果会和
家中的老人一起，照顾更小的一儿
一女，中间再腾出空来，把小区楼前
楼后的卫生打扫一番——这是她在
社区找的一份工作，通过帮助维护小
区环境卫生，一个月能挣上一笔工资。

这样的生活，在阿果家过去是难
以想象的。

阿果一家，是从悬崖村搬出来的。
曾经在很多年里，那里的村民主要是
靠藤梯来维系和外界的联系。2016年，
在凉山州和昭觉县拨款支持下，悬崖村
开始将藤梯改造为钢梯，出行条件大大
改善了。

2020年5月，悬崖村又传出好消息——
村里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迁入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当时，来
自全县28个乡镇、92个边远山村的群众，陆
续从大山深处搬出来，分别搬入沐恩邸社区、
昭美社区、南坪社区等社区，开启了在城里的
新生活。

阿果一家，和其他村民一起，亲历了从藤梯到
钢梯再到楼梯的历程。当时，为迎接这个大喜日
子，有的村民穿上了民族盛装，有的特别兴奋，早上
4点就睡不着觉了，还有的村民直播搬家过程。

如今的安置点里，一幢幢五六层高的楼房错落
有致，不少阳台上都挂着晾晒的腊肉。天气晴朗的
日子里，社区广场上，不少老人带着孩子坐在台阶上
晒太阳，还有绣娘搬着小板凳在刺绣。

“现在我们在县城的家，有100平方米，比在村里的
老房子大多了，还干净整洁，我们欢喜得很。”阿果说。

今年42岁的某色尔布是土生土长的悬崖村人，打小
时候起，他就跟着父母沿着藤梯上山下山无数回。

“因为路实在太难走了，我从小学起就住校，只有赶
上节假日或学期结束的时候才能回趟家。”尔布记得，每次
从镇上的小学回家，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路上啥也没耽
搁，到家也得到下午三四点了。

“现在的娃娃念书要方便得多啰！”尔布家现在也搬进了
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位于沐恩邸社区。平时，尔布回村
里忙农活，5岁的儿子跟着妈妈在县城里生活，“小区里就有幼
儿园，附近还有小学、中学，将来我儿子念书，再也不用像我
一样，那么小就要远离父母，又是爬山又是跑远道了。”

村里果园的脐橙花开了，香得很

4月里，悬崖村山脚的一处果园里，400多株脐橙树上，洁白
淡雅的橙花争相绽放，清新诱人的花香与春风应和着，香气四溢。

上午时分，某色尔布在园子里忙着铺设滴灌水管和喷头，年
轻时，他曾外出到很多地方打工，学得一手好手艺，水电工活在
行得很。

尔布是从2016年3月底开始学着种脐橙的。当时，村里争取到了
15万元资金帮助村民种脐橙，尔布家是头一波尝试种植的农户之一。

过去，村里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土豆、玉米，现在想要学种脐橙，谈
何容易！

跟着农技员，尔布他们一样样从头学起。
“春季的活儿比较多，要浇水、施肥、打药、锄草，到了11月可以

开始采收、销售，然后还要收拾枯枝、修葺水池、清理果园。”尔布说，
果园清理不好，第二年就开不好花，病虫害也多。到了来年2月又将开
园，进行新一轮修枝、浇水等管护。

有付出就有回报。尔布家的脐橙从2018年开始挂果，当年就卖了1万

多元，去年又卖了5万多元，成为家中一大经济支柱。现在，仅悬崖村，
就有20多户村民在种脐橙。

帕查有格曾多年担任悬崖村第一书记，对村里的事如数家珍。他告诉
记者，这些年，村里陆续发展起了脐橙、油橄榄等农业产业，也有养鸡、
养羊等养殖业。下山进城后，因为距离较远，有的村民把地租了出去，有
的村民选择留在山上搞种植和养殖，还发展起了旅游业。

从2017年开始，村里开始试种油橄榄，随着油橄榄的挂果丰收，村里
决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橄榄果采摘下来后，由企业统一回收，可榨橄榄油，可用于制做香
皂、护肤品。村民除了流转土地所得收益外，还可以在油橄榄公司打工挣
钱，年底企业还根据收益给村民分红。”帕查有格说，有了收入让村民看
到了希望，现在，村里的油橄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200多亩。

悬崖村也吸引了旅游公司前来投资，阿果的丈夫某色拉博就是一位受
益者。拉博是悬崖村颇有名气的网红，这个“90后”的彝族小伙，因为爬
起山来矫健敏捷，在网上广为宣传悬崖村的故事，被众多网友所熟知。现
在，拉博在村里的旅游公司上班，当导游，做直播，继续向外宣介悬崖
村。“因为村子离县城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我的工作是在山上待24
天，再连续在县城里休息6天。”

不忙的时候，拉博会带着几分悠闲的心情欣赏古里拉达大峡谷的美
景，雨后初霁，云雾蒸腾，形成一片云海，这样美丽的景象，他拍过多
次，发在抖音上得到过很多点赞。

对于下雨，拉博的心境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以前，在悬崖村山上的
房子是土房子，每次下雨我都担心得很，担心会漏雨，担心会发生泥石
流，就算在外做工也心里不踏实。现在好了，我家搬进了城里，我再也不
用担心住房安全的事了。下了雨，地里的庄稼长势更好了，而这下雨的美
景，我也有心情欣赏了。”

“我工作的这个大平台在悬崖村上面的山顶，可以俯瞰村子全貌。”拉
博说，他还在网上自学了剪辑短视频等技巧。几年下来，拉博已成长为一
个户外向导，现在一个月能有约4000元的收入。

背着娃儿绣着花，做出彝绣能致富

2020年5月底，搬进县城里的新家后没多久，阿果生下了小女儿。
“生两个大孩子时，我在山上住着，临到要生的时候，挺着大肚子爬

梯子下山，再搭车去医院，想想都悬得很。这回生小女儿就好多了，县城
医院离家近得很，大人小孩都不遭罪。”阿果说。

阿果的老家在附近的美姑县，刚嫁给拉博时，悬崖村的钢梯还没完全
修好，她是交替爬着钢梯和藤梯嫁进村里的。这几年，眼看着村里修起了
钢梯，大伙儿又搬进了县城，“这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咧！”

搬进县里的悬崖村村民，都像阿果家一样，逐渐适应新生活。
在沐恩邸社区，甲拉尔洛是一位楼栋长。“我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

广东东莞打工，我一边带孙子孙女在社区里读书，一边帮着给居民做做宣
传，搞下卫生评比，并把居民需求反映给居委会。”甲拉尔洛说。

“我蛮喜欢现在的社区生活，日子过得充实得很！”甲拉尔洛说，以前
在悬崖村生活时，出门不方便，看病更是远，房子也不好，现在这里什么
都方便了，房子漂亮，环境好，孩子读书太方便了，“我可以安心带孙子
孙女上学，儿子儿媳出去打工挣钱！”

在沐恩邸社区党支部书记石一阿西看来，从悬崖村搬进县城社区生活
的村民们，从原来的土坯房住进崭新的单元楼，不仅完成了地理上的迁
徙，更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他们生活得舒适、愉快。

“我们社区致力于助力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有就
业，能致富’，让他们真正实现‘阔步迈向新生活’。”石一阿西说。

现在，随便走进哪户新居，家家都宽敞明亮，家电设施齐备。说到搬
迁后的好处，拉博给记者掰着手指头数起来：新家水电气齐全，一年四季
能洗澡；附近有工厂可以打工，不担心收入；最重要的是安置点边上就有
学校，孩子上下学再也不用走山路了。

石一阿西说，为了把群众的心“安”下来，解决搬迁群众后顾之忧，
社区还组织了职业培训，仅去年就组织了 6 次培训，内容包括电工、焊
工、烹饪、家政、彝绣等。“社区帮着接订单，我们很多彝族妇女都有刺
绣功底，经过培训，她们做的彝绣销售出去后都能贴补家用。”

阿果从前在服装厂打过工，平常有空的时候，她就做点彝绣，家里人
的彝族服装都是她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还有富余的，就拿出去销售。做彝
绣，已经成为她家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刺绣我从小就会，如今背着娃
儿绣着花，做出彝绣能致富，日子越过越舒心。”

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作为土生土长的昭觉人，彝族作家阿克鸠射一次
又一次爬藤梯、攀钢梯，深入悬崖村实地探访，出版发行了长篇报告文学

《悬崖村》等著作。
“如今，悬崖村的村民继续奔忙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仅生活好

了，思想观念也在改变。”阿克鸠射说，“凉山暖了，我的心更暖。”
尽管帕查有格已经在去年换岗，到古里镇任镇长，但他操心最多的，

还是悬崖村的发展。
“每当回忆起这些年的奋斗经历时，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点变

化都让我们记忆犹新，特别感动。”帕查有格说，将来，在乡村振兴的路
上，悬崖村还要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使村庄更美，让群众更富，在推动
村镇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悬崖村，习近平总书记挂念在心悬崖村，习近平总书记挂念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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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专家杜长丽——

筑起援沪抗疫防线
田 琨

杜长丽（右）检查上班人员穿防护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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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5月，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古里镇悬
崖村的首批村民，搬进昭
觉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的新家就将满两年了，
村 民 们 陆 续 住 进 了 楼
房，山上的交通设施也
得到了改善，村民有的
做 旅 游 ， 有 的 搞 种
植，还有的做彝绣，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告诉你一个好
消息啊，就在最近，
悬崖村完成了一项
旅游道路的升级改
造，还新建成了一
座自来水厂，村子
的旅游规划，正
在 有 序 推 进
中。”昭觉县古
里镇镇长帕查
有 格 欣 喜 地
告诉记者，乡
亲 们 坚 信 ，
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

悬崖村昔日藤梯悬崖村昔日藤梯。。
（（本文照片均为阿克鸠射摄本文照片均为阿克鸠射摄））

干净整洁的沐恩邸社区干净整洁的沐恩邸社区。。

20192019年年99月月，，悬崖村在钢梯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悬崖村在钢梯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70周年活动周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