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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
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
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
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
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
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
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
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
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
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
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
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
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
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

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

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
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
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
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
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
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
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

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
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
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
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
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
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
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
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
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
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
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

《林海雪原》 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
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
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
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
了，就搞得和别处不
一样了，搞成一个不
可推广的盆景。钱也
不能被吃喝挪用了，
那是不行的。

——摘自 《习近平
总书记的扶贫情结》（人
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
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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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扶贫
叶晓楠 张滋宜

寒山在湖南江永县的村
民家里过春节

“减贫是一个全世界都能认可并接受的话题。当我
走出中国的北上广，来到广袤的边远地区和农村时，我
亲眼见证了中国扶贫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也愿意把在中
国发生的扶贫故事和面临的扶贫任务，讲给世界上更多
的人听。”

7月初的北京，28岁的美国人寒山，坐在北京三里屯
一家餐厅的阳伞下，向本报讲述了他参与撰写中国扶贫
故事书籍的经历。在即将带回美国的行囊里，他特意放
了几本进去，“我要把我写的故事，带给父母和家人看
看。”

寒山所指的书，是今年6月出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
159届理事会边会上的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英文
名字叫 《The Way Forward》。这本书由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 （IPRCC） 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中国网） 共同编
纂而成，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国内首部
由外国人执笔撰写的、全面介绍中国减贫成就的英文图
书。

据了解，这本书不仅视角更加创新，由来自美国、
英国、加拿大等 4 国的作者，从一个个普通外国人的视
角，用自己的笔触，写下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故事，同
时，传播方式也更加创新，直接用英文撰写并出版发
行，并最终将再译成中文进行出版。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扶贫面临
的难题不尽相同。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理念在不少地方
都有生动的实践。而在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 一书
的背后，这些外国作者所亲眼目睹的中国扶贫实践，更
加精彩，更加壮阔。

迈开脚步：
走出北上广，看到更广大的中国土地

寒山 201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如今已经能熟稔地用
中文交流和写作。他的英文名字叫 Carson，寒山是他为
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当然，这个名字与中国的那个名句‘远上寒山石径
斜’相重，不过，这实际上来自于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中
国唐代诗人的名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
未释，日出雾朦胧。’我很喜欢他的诗。”寒山说。

来到中国后，寒山先后在北京、长沙、青岛等城市
陆陆续续学习或生活过一段时间。直到第四年，他的中
文老师、一位来自湖南江永县的瑶族女士，邀请寒山一
起回她的婆家，共同体会中国的春节习俗。于是，寒山
带着第一次来中国的父亲，来到了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山
村里。走过刚修好的山路，来到人口稀少的山里，寒山
第一次看到了农村的景象。

“最初来中国，我只去过几个大城市，那些地方都发
展得很好。但现在我发现，其实中国不只有这些大城
市，还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各自
的魅力。”

中国的许多地方在扶贫中都打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标语，对“一边做扶贫，一边做环保”的
方式，寒山不仅深有感触，也十分认同。

在谈到扶贫方式时，让寒山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中
国的扶贫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政府、
企业要做的，不只是提供资金，而且要调动多方共同参
与、共同建设。”

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来自英国的可茹比寒山更早来
到中国，并已关注中国扶贫事业多年，她与寒山对中国
的认识，有着相似的经历。

到 200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路
程，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多外国人来到中国，
可茹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她到大连读书，一待就是一
年。“大连是一座现代化城市，那就成为了我对中国的印
象。在那儿读书时，我住在一套漂亮的公寓里，房东一
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直到有一次，我到中国西南地区
旅游，看到当地比较落后的生活条件，我才意识到不同
地区生活水平差距如此之大。”正是这份“震惊”，给可
茹未来的职业和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2011 年，可茹搬到了北京，为一家从事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非政府机构工作。借工作机会，她做了大量扶贫
方面的研究，也跑了很多贫困地区。她告诉笔者，在她
了解到的扶贫案例中，四川“悬崖村”的故事令她印象
最为深刻。“直到我开始从事相关研究，我才意识到，中
国有如此多的贫困地区，而改善这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
施条件又是如此困难。”同时，可茹称赞道，“悬崖村”
的故事令她对当地百姓适应环境的能力和韧性感到敬佩。

中国的扶贫事业强调“精准”，追求因地制宜。“一
个在青藏高原农村行得通的办法不见得适用于内蒙古草
原的扶贫工作。”可茹表示，尽管各地可以相互学习借鉴
扶贫的方式方法，但要想让地理文化环境各异的贫困地
区采取完全相同的方法实现脱贫，并不现实。“而这也正
是中国在扶贫工作中面临的真正困难。”

作为一位多年近距离观察中国扶贫的外国人，在可
茹看来，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
功，主要有两个“秘诀”：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
是贫困地区群众有毅力、有动力为自己和子女创造更好

的生活条件。而这些，也正是她笔下的故事想要告诉读
者的。

实地印证：
用事实说话，写出更生动的扶贫故事

与专家和机构通过数据分析中国经济不同，对中国
扶贫事业的记录，需要更多鲜活的故事来表达对中国实

际情况的了解和思考。
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4个国家的6名外国

媒体记者或在华留学生，参与了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
编》 一书的撰写，从电商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易地
扶贫搬迁、旅游扶贫、生态扶贫、国际合作等多个角
度，写了22个中国扶贫故事。

“为了写好这些故事，他们先是通读素材资料，广泛
地了解扶贫案例的详细内容和中国扶贫的政策背景，形

成一个直观的故事框架。之后，我们安排他们随同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研修班，赴福建、湖南
等地实地考察扶贫项目，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扶
贫的具体措施和成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
介绍说，“在考察过程中，他们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扶贫官
员的互动交流，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的印象和
需求，最终写出了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书中，寒山讲述了北大荒养蜂产业的扶贫故事。
这个话题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寒山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
亚的一座农场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养蜂人。

北大荒当地的蜂农合作社通过与电商公司开展合
作，为大家教授养蜂技巧、统一采购农资、统一回购蜂
蜜，甚至还为贫困户提供贷款支持。经过四五年的发
展，许多当地百姓摆脱了贫困。

当蜂农们给寒山寄来自产的有机蜂蜜时，这位养蜂
“世家”也赞不绝口，“这里的有机蜂蜜口感的确很好，
能尝出来和其他品种不一样。”

谈到两个国家农园生活的异同，寒山认为，不同点
是气候条件、土地面积等地理要素的差异，相似的地方
则是文化上的共通。“我认为我们都是很看重家庭传统
的，家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和邻居也有比较亲近的
关系。”

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肤色，但
在寒山看来，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讲述中国扶贫这件事，
并不困难，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情感。“我相信世界上没
有人愿意过那么艰苦的生活，大家都想让后代、让家人
吃饱饭。所以‘扶贫’这个概念是很好理解的，就是为
了给后代人带来更好的机会。”

中国网的发展门户网副总监焦梦负责 《中国扶贫案
例故事选编》 这本书的基础校对工作。由于中外在文化
背景和写作习惯上的差异，该稿在成稿过程中，每个细
节都要经过仔细推敲。“从对一些中国特有词汇的理解，
到土地单位、长度单位的使用，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外文
化习惯的差异，我们要尽力确保这些差异不会传递给读
者有误的信息。”

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罗世礼认为，在扶贫工作中，人们往往倾向于从经济
角度分析问题，或是使用数据说明问题，但讲故事其实
也是非常好的尝试，《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一书就填
补了这样的空白。

面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既要避免过于
严肃生僻的政策解读，又要在情感上保持冷静和克制。

“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注重一种平衡，用故事细节去表达
他们想表达的东西，而不会刻意添加太多煽情的部分。”
中国网总编助理郑文华说。

传播更广：
共话扶贫路，用更创新的方式传播中国经验

“当人们与基层的农民共事时，相比枯燥的数据和信
息，讲故事往往更能影响他们做决定。”罗世礼表示。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经典扶贫
案例涌现出来，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扶
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菲律宾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者联盟主席苏撒妮塔·特
斯尔娜表示，她对于中国私营部门深度参与扶贫这一点
深有启发，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更广泛地借鉴中国经
验，让更多企业加入到扶贫队伍中去。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穆赫坦称，《中国扶贫案例故事
选编》 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中国在脱贫事业中取得的成
功，讲述了如何以社区为驱动、自下而上的攻克贫困难
题，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值得各国学习。书中收录的故
事正是国际社会所需要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尤其欣赏
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创新做法，在他看来，
这一突破性的尝试使中国的减贫事迹生动丰富、鼓舞人
心，并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本书是又一次里程碑式
的尝试，表明了中国致力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推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决心。”马文森在给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
这样写道。

马来西亚农村和区域发展部农村社区处首席助理秘
书娜苏哈·宾蒂·阿卜杜拉表示，“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
为它收录了许多典型的中国扶贫案例，生动讲述了他们
如何摆脱贫困，过上更好地生活。书中案例非常适用于
马来西亚，我会把书带回去进一步研究和学习，并落实
到执行层面。”

可茹认为，“尽管中国在扶贫方面所面临的很多挑战
都具有特殊性，但其中的许多做法都可以为国外所借
鉴，反之亦然。”国际合作可以产生多边互利，开展共同
的研究、交流和培训等能够大力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

郑文华介绍说，在这本入门书籍出版之后，一本
“进阶版”的书也在酝酿之中。“下一本书将由在减贫领
域更加专业的人士撰写，会更有针对性。例如我们会邀
请一位巴西专家写中巴减贫模式的差异。”

由此可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到、看懂了中国的
减贫事业，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给更多人听。

可茹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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