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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湾村是个特困村，村里 608 口人有 428
人为贫困人口，201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900
多元。村路两边，不少房子低矮破旧，石块垒起
的围墙上，靠着一捆捆用来烧火取暖的秸秆，寒
风吹来，“哗哗”作响。

走进村民唐宗秀家，一张土炕占去半间屋
子，炕上摆着一个取暖的火盆。余下半间，就放
着两个柜橱和一张桌子。

67 岁的唐宗秀说：“总书记知道咱们这儿困
难，来访察访察生活好不好，不叫咱受罪。他进
来屋里，也没嫌干不干净就坐下来，说我的口音
像山西话，和我拉家常，可是亲切。”

“他问我种了几亩地、粮食够吃不够吃、养
猪了没有。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跟他说，现在
不赖，没什么要求。”唐大妈说。

唐宗秀家门外的小路用石头铺砌而成，走在
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她特意搀扶着送总书记走出
门外，“我叫他慢着点，他也叫我慢着点，说路
不好走。”

村民唐荣斌家，屋里一口水缸的盖子上放着
一桶食用油，地上是一袋50斤的白面，炕上一床
崭新的棉被和一件军大衣格外抢眼。唐荣斌说：

“这些都是总书记送给我的。这么大领导来我们
村，这是头一次。”

一台 21英寸彩电是唐荣斌家唯一的大家电。
他边把电视打开边说：“总书记就是站在这儿，

让我打开电视，问我能看几个台，还问我家里的
电话能不能打长途。”

让唐荣斌印象最深的是，总书记叮嘱他要把
小孙子的教育搞好，说
希望在下一代，下一代
要过好生活，首先得有
文化。

——摘自 《“只要有
信心，黄土变成金”——
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
看望困难群众回访》（新华
社河北阜平 2012 年 12 月
31日电）

头戴黑色毛线帽，身穿绿色外
套，黑色裤子有些肥大，黝黑的皮肤
和脸上的皱纹透露出长年累月的辛勤
工作，而眼角和嘴角还是释放出和善
亲切的笑意。这是今年 11月记者在河
南开封采访时，许世杰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今年 52岁的许世杰是开封市的
一位人力三轮车司机，乍一看，许师
傅与所有的三轮车夫并无二样；而当
他开口说话，你可能要拍手称赞了。

“In ancient times，Kaifeng was

called Bianliang， Bianjing， Dongjing.
During 2700 years，8 dynasties estab-
lished their capitals here…… ”（开封
在古时也叫作汴梁、汴京、东京。在
2700 多年的历史里，8 个王朝曾在开封
建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许师
傅将开封的悠久历史娓娓道来。不止
开封著名的旅游景点，甚至画家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上的细节，许师傅也能用
英语说道一番。在他那辆带着小篷的
三轮车上，写着英语大字“Kaifeng Jason

（许世杰英文名） rickshaw”。没错，这
是著名的“开封詹森”的人力车。

要说许师傅多有名呢？在开封的
三轮车夫中，他的外国客人是最多
的，许多外国人来开封游玩点名要找
他当导游。“说英语的开封三轮车夫”
是许世杰的标签，而许世杰本人也成
为了开封市的一个标签。在展示开封
城市形象的系列微视频里，专门有一
集讲他的故事；在红遍全球的旅游指
南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 里，

介绍开封，第一句话便提到了他。
许师傅第一次接待外国游客是在

十多年前，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
景。那是 2003 年 5 月 5 日的下午 5 点
多，他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看到一个
外国人在看导游书，似乎想要寻求帮
助。许师傅鼓足了勇气，骑到他身
边，用英文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果然，这位瑞典人想找住处，许师傅
开价 5 块钱，瑞典人嫌贵，说给 2 块
钱，许师傅答应了。于是许师傅按要
求将瑞典游客拉到了一家旅馆，帮他
办了入住，还将行李搬到楼上。瑞典
游客非常感激，最终给了许师傅3元人
民币。许师傅拿着钱，激动了许久。
他说：“我心里特别热乎，我想：英语
还是有用啊！”

毕竟，这是许师傅自学英语多年
后第一次跟外国人直接口语交流。许
世杰与英语最初的相遇，并不是非常
愉快的回忆。1980 年，刚上初一的许
世杰一点不会英语，还因为英语成绩
太差留了一级，于是他每天天不亮就
起来背诵和默写单词课文，终于在期
末考试中得了 100分。“要知道，那时
班上第二名才 62分。因此我开始对英
语感兴趣，我就想考外语系。”

不过，上高二后许世杰就辍学当
兵了。在部队期间，没有机会学英语
了，许世杰却放不下。他自己去新华
书店买了 《新概念英语》，把 4册都自
学完了后又开始自学英语词典。这期
间，许世杰没听过磁带，也没人可以
交流英语，他说“就是自己喜欢”。

许世杰确实是喜欢英语。第一次
接待完外国游客后，许世杰就开始用
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这段经历。他还

创作了介绍开封的英文讲解，英语越
说越溜，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日记写到第二本时，许师傅想起
要和他的外国客人合影，贴在本上，
还让外国人留下对他的评价、对开封
的看法。2009 年的一次接待，两位荷
兰人在日记本上留言：“我们送你一个
英文名 Jason。我们欣赏你做的一切，
让我们玩的非常快乐。”于是，许师傅
拥有了自己的英文名——詹森。

这么多年，许师傅的日记本写完
一本又一本，篇数已达到759次，这是
他引以为傲的“全家福”。日记在一页
页增加，开封旅游环境在一年年变得
更好，不变的是许师傅对学英语、讲
英语的坚持，他说“活到老，学到
老，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如今，他将每一次写完的日记拍
下来发在朋友圈里。一行行工整娟秀
的英文字、一张张喜笑颜开的合照，
记录了许世杰带外国游客游览、住
店、购票、买药等琐碎的细节，也记
录了一个热情好客的开封。

“蹬三轮很辛苦，我却从中找到了
生活的快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懂
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许世杰
说，“我还得好好学英语，帮助来开封
的外国人。”

“阜平不富，死不瞑目。”一走进太行山，聂荣臻元
帅留下的这句遗训，便不断在黄文忠的耳边响起。

黄文忠是河北省能源局驻阜平县骆驼湾村工作队队
员，他此行的目的地正是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保定
市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

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凛冽冬风，专程来
到此地访贫问苦，并叮嘱当地官员， “一定要想方设法
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从此，这个太行深山区、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三区合一”的村子，打响了一场脱
贫攻坚战。

几年间，在总书记的鼓舞与关怀下，干部群众艰苦
奋斗，让阜平逐渐脱了贫。但离“富起来”，却还有一段
距离。黄文忠暗下决心，“阜平不富非好汉”！

摘了贫困帽，无奈依旧在

“骆驼湾又少了一个年轻人。”
刚来骆驼湾时，有一天黄文忠跑步晨练，看到村口

路边有个大大的背包，一看就知，又有人要背井离乡，
外出打工了。跑了一圈回来，那个背包已经不在了。望
着空无一人的乡村大道，黄文忠心里一沉。随即，他找
到外出打工者的那一户人家。

原来，这户人家的父子二人其实原来是打算回村办
农家院的，但是来这里旅游休闲的人太少，生活来源依
然没有保障。无奈，只得再次远走他乡。

黄文忠算了一笔账。
去年，骆驼湾全村脱贫时，人均纯收入 4960元。收

入主要包括打工、土地流转、低保，但土地流转 （人均
流转费用为 1000 元/年左右） 和低保 （4900 元） 是固定
的，占比也很低。村里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收入格局，没有因为脱贫而改变。

摘了贫困帽，荒山依旧在，无奈依旧在。
过去几年，扶贫队做了很多工作，兴修新民居、

更换取暖源……卓有成效。但是，要让骆驼湾成为
“富裕湾”，还必须因地制宜，发展致富产业。然而，
受银河山自然保护区政策限制，村里确定的林果、食
用菌和民俗旅游三大产业，短时间内还不能给村民带
来稳定收入。

拿林果种植来说，种植土地都流转给阜裕公司
了，苹果树也是公司统一种的，政策很好，公司付工
资雇农民管理，苹果挂果后公司与农户按照纯利润进
行五五分成。但今年春天，因树种不合适换了一部
分，再加上苹果储存、管理、市场销售等因素影响，
未来收益堪忧。

食用菌种植，也让黄文忠心里隐隐不安。骆驼湾村建
有75个大棚（产权属于阜裕公司），去年承包大棚效益好的
农户，经过一年辛苦，最后剩下的钱还没有到外地打工挣
得多，效益不好的还赔了钱。今年，农户承包大棚的积极
性不高，75个大棚，今年只承包出69个，6个闲置……

林果、食用菌和民俗旅游，村里这三项主导产业，
即便留住了劳动力，年轻人不外出打工，近期内也很难
有稳定的增收。

怎么办？黄文忠彻夜难眠。

“开天辟地”，创办村企

黄文忠不停地访农户、做调查、查山林、看农田，
并费尽心力去找来外省农村脱贫致富先进经验。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终于顿悟。黄文忠发现，虽然
各级政府注入了大量资金，具体使用时，资金流向却没
有体现“共享”理念。

比如产业扶贫，原打算先富带共富，把扶贫资金给
特色大户，再让贫困户参与产业大户的分红。可实际
上，最终能获得多少分红，普通农户并没有发言权。这
样，扶贫成了扶大户，效果明显事与愿违。骆驼湾种植
大棚，就是典型的例子，群众的满意度不是太高。

显然，这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冥思苦想
后，黄文忠想起了一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词，集体经济。

“过去由于不适应时代，集体经济总量大幅度下滑。
但如今我们只要赋予它新的内涵，就可以帮助群众实现
共同富裕。”黄文忠告诉本报，他打算在原有概念基础上
创新。

有了思路，行动刻不容缓。黄文忠召集村两委干
部，充分酝酿研究，准备成立村集体企业。

“返乡者有岗！”黄文忠为村办企业提了个口号，意
思是回到村里的每一位村民，无论男女、老年或青壮
年，只要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的，企业都给提供一
份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收入不低于外出打工。

按照这个目标，今年 4 月 26 日上午，黄文忠带领驻
村工作组，组织召开了村两委班子扩大会议，邀请 11名
村民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省能源局联系帮扶企
业捐赠的 50万元资金作为启动资本金，成立由村集体全
资的公司，并由这个公司代表村集体发展产业项目。

今年 5 月 4 日，“阜平县骆驼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工商局注册营业执照。这是阜平县成立的第一家农村集
体企业。

架新支点，振兴集体

集体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支撑。
先得打造“火车头”。发展集体经济，要选出一个过

硬的“火车头”，打造高效团结的掌舵班子。
黄文忠驻村后，恰好赶上村委换届。面对复杂的乡

邻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干群关系，黄文忠和驻村工作
队成员多次找党员交流谈心，连续7次召开村委换届选举
培训会……经历无数磨合，5月22日，一举完成村委换届选
举。2018年7月，骆驼湾村党支部当选阜平县优秀党支部。

还得打造“赛龙舟”。集体企业，往往有个“死
穴”，就是缺乏效率和竞争机制。基于此，骆驼湾在完善
民主管理制度的同时，大胆地引入了竞争机制。他们以
村集体创办的集体企业为“母公司”，公司每发展一个板
块，就引进投资公司，让新引进的公司控股，成立一个
合资的子公司。集体企业的“母公司”以村集体拥有使
用权的道路、旅游房产及山、水、树等自然资源为入股
资本，在子公司里占一定股份比例，但管理经营由引进
的公司负责，赢利后按照股份比例分红，经营不利产生
的负债，则由引进的公司负责。

这种经营方式，通过引进股份制竞争机制，避免了
集体企业“吃大锅饭”的弊端。

更得打造“同心结”。要兴办集体经济，必须把农民
重新组织起来，打造团结全体村民的“同心结”。

“集体观念”的确立，需要耐心培植。黄文忠觉得，
不仅需要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乡村思想文化、

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提升。
公司成立时，黄文忠组织召开村民大会，举办公司

开业典礼，邀请龙泉关镇 12个自然村的民间艺人，举办
骆驼湾第一届旅游文化节技能大赛，筛选出虎头鞋、刺
绣、剪纸等工艺品，把村民家用的老手艺变成了能卖钱
的商品。在活动中，村民的干劲被激发，逐渐实现了从

“散”到“聚”的转变。
就这样，村里的集体经济有了三个支点——领导

力、制度力、文化力。

面向市场，长远发展

“没有面向市场的产业支撑，农村集体经济走不远。
这是脱贫致富的‘硬骨头’。”黄文忠对本报感慨。

为此，他以市场为导向，打造了多个致富项目。
先是旅游开发，给城里人一个“大氧吧”。骆驼湾虽

不富裕，却有秀美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是天
然的大氧吧。

经过驻村考察，黄文忠决定由公司租赁已经改造好
的 12 户新民居和已投用的大酒店，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如今，每家每户都可提供农家特色饭菜、打扫卫生等服务，
参与公司经营，实现打工收入和农产品销售的双收入。

这只是起步。黄文忠还想聚合周边自然村落，打造
影视拍摄基地。“不仅要让骆驼湾一村富起来，还要打造
无数个‘共富群’。”

让老百姓没想到的是，骆驼湾的黑猪也开始发挥大
作用。

今天的人们，吃猪肉没有猪肉味。但骆驼湾的黑
猪，每天 10个小时在山间撒欢儿，吃的是鲜嫩嫩的野草
花，喝的是清凌凌的山泉水，呼吸的都是负离子，因此
这里的黑猪肉，全是“野味”。

经过协商，决定让公司收购农户手中的所有黑仔
猪，仍利用农户现有的养殖场地和散养方式，集体雇人
饲养。这既能保证黑猪肉的品质，降低猪得病带来的意
外风险，也减少了猪舍投资，成本大大降低。

除此之外，骆驼湾的食用菌也正在形成“产业链”。
过去，骆驼湾的食用菌大棚虽多，却全部由县里一

家公司统一经营，农户即使承包大棚，也只能处于“产
业链”最低端。黄文忠决定，由村集体与外来公司谈
判，通过土地收益的方式，最终公司转让了 15个左右大
棚由村集体经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统一经营和销
售。劳动力成本降低了，销售价格提升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黄文忠为村里引来了两棵光伏树。
今年 5 月 18 日，由黄文忠和驻村工作队协调帮扶资

金，购买了两棵光伏树，并“栽植”到骆驼湾村的公路一
侧。这两棵树不光造型精美，还可以遮阳避雨、休闲娱乐、
提供 WIFI 信号。更关键的是，它们能带来财富。按照骆
驼湾村的日照情况，每棵光伏树每月平均产电 1200度，全
年产电约 1.2万度，能连续发电25 年，每棵树能为村集体
带来万元收入。群众好奇之后发现，光伏树，是棵“摇钱
树”，于是大家伙一起自发投资，15棵光伏树即将落地。

有了村民们的支持，黄文忠觉得，再苦干几年也值
得。他想以集体经济，在新时代帮村民们实现共同富裕。

总书记知道咱们这儿困难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阜平不富非好汉”
——黄文忠驻骆驼湾帮村民脱贫致富纪实

刘少华 张要松 杨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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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杰许世杰 （（左一左一）） 和他接待的外国游客合影和他接待的外国游客合影。。

黄文忠在大棚里查看食用菌.黄文忠在大棚里查看食用菌黄文忠在大棚里查看食用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