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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帽子甩掉啦！

今年春节这么过

“我要请大家
吃‘团年饭’”

“我要请大家
吃‘团年饭’”
■ 李学明 四川省仁寿县珠嘉镇棚村村6组村民■ 李学明 四川省仁寿县珠嘉镇棚村村6组村民

◀◀ 李学明在挂红灯笼准备过年。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 益西拉姆（右一）
在与帮扶干部聊女儿的教
育。 周晓宏摄

◀ 益西拉姆益西拉姆（（右一右一））
在与帮扶干部聊女儿的教在与帮扶干部聊女儿的教
育育。。 周晓宏周晓宏摄摄

邀亲朋好友唱山歌跳锅庄
■ 益西拉姆 四川省康定市瓦泽乡安良村村民

我的老家在黄峪镇尖山村，是我
父亲 1969 年盖的土房子。过去，一家
人守着 20 多亩地，从土里刨食。地全
是山坡地，纯靠天收，收成很低。尖
山村海拔 2500 多米，是黄峪镇最偏远
的一个村，山大沟深，出行很不方便。

2016年，我们一家五口搬进了白家
坪移民安置小区。新房子面积近百平方
米，朝南，采光足足的。刚搬进来，我
就装上了暖气炉子，现在房间暖和得
很，中午有时候还要开窗户散热，三九
天也不用担心娃娃冻手冻脚了。

儿子现在是社区的保洁员。这是
镇上给我们脱贫户提供的公益性岗

位，一天只干 6小时，月工资 2700元，
还管一顿饭。经帮扶干部介绍，儿媳妇
在附近一家百合加工厂当包装工，一个
月能赚1700元左右。两人闲暇时，还去
打点儿零工。如今家里一年收入，少说
也有5万元，早就不是贫困户了！

这一年，我们的日子很幸福，安
安稳稳、没病没灾，吃穿住行都没啥
困难。你看，我这冰箱里塞得满满当
当！有菜、有肉。虽然已过腊月十
三，但我依然“心如止水”。要是以
前，进了腊月就得算着日子赶集，手
忙脚乱地准备年货。但现在，家门口
就有综合市场，鸡鸭鱼肉现买现杀、

吃喝用度随买随送，压根儿不用提前
备货了。再者说，现在想吃啥出门就
能买到，平时的日子吃得也跟过年差
不多了，所以办年货这件事儿往后就
真成了老黄历！

今年春节，除了走亲访友，我准
备多跟以前的邻居们串串门儿、聊聊

天儿。现在住进了高楼，见面真不如以前
在村里多了。我们还计划多往兰州市中心
走一走，逛逛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带孩子长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我们
一家人还想抽空去黄河风情线转一转，看
看花灯、猜猜灯谜，过个文化年！

本报记者 付 文整理

我是典型的因病致贫，因为从小
患有小儿麻痹症，妻子雷冬华又有癫
痫和脑积水，一年光治病就要花四五
千元。

再说住房。我们一家住在一栋破
旧不堪的老屋里，不要说漏风进雨，
还经常会有黄鼠狼和蛇。后来村里看
我们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安排我们住
进老村委会的办公楼，一家三口挤在
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住就是7
年。

2014 年，我们家被纳入精准扶贫

系统，享受着国家多项扶贫政策。村
里不但帮我们买了医保，每个月还有
810 元低保金。孩子现在莲溪小学上 6
年级，上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还有助
学金和生活补助。

2017 年，村里还给我安排了公益
性保洁岗位，每年有 6000 元工资。这
样算下来，全家每年的收入有 4 万多
元，足够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未来的希望
也多了起来。搬进新房后，我在家里
顶层养了 20 多只鸽子。自己养、自己

卖，一只至少可以赚 10 元。我妻子还
把后院围起来，养了 30 多只土鸡、土
鸭，每年能卖3000多元。

2018 年，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我
们搬进了新房。从那时候开始，我们
的生活眼看着越来越好。

生活好了，过年对我们来说，就

更顺心了。今年过年我给儿子准备了
280元压岁钱，这几年他的压岁钱每年
都在涨，从最少的时候 6 元，涨到 8
元、60 元、120 元到 260 元……以后我
们每年还要涨，日子越来越甜，也让
我们对于新的一年，有了更多的念
想！ 朱 磊 熊婷婷整理

庚子鼠年春节就要来了。我计划
着宰头羊，让扶贫同志来我家吃顿
饭，接受我的敬意，感受我们全家的
开心和幸福。

先前是人穷事少，我与老伴身体都
有病，都是药篓子，常年不离药，大病
小灾的不断，吃药打针需要钱。我也不
会做啥生意，家离城市远，孩子又小，
出不去，光靠种地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
家里的开销。尤其两个孩子，从初中时
住校，到高中、技校和大学，这一路走
过来，每年的学费、生活费让人心慌头
疼，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常常夜里睡不
好觉，气都不能匀着出，作难死了。逢

年过节，也不敢让人来家，招待不起啊。
卧龙区的扶贫干部好，安排我俩

到医院治病，还搞产业扶贫，根据实
际给我扶贫款购买良种羊，现在已经
有几十只了。扶贫同志还给我安排了
公益岗位，为村里打扫卫生，每月有
500元收入。危房改造，乡里补助了近
5万元；用电用水也有补贴，还有两个
孩子的生活教育补贴，都给的是真金
白银。我媳妇被照顾进了扶贫企业，
每月有两三千元收入。大孩子就读南
阳上技工学校，小的就读河南职业技
术示范学院，将来毕业就有工作，就
有收入。你说美气不美气。

今年要过个好年，因为我们再也
不怕有客人来拜年啦！以前房子破，
亲戚朋友来串门都没地儿坐，儿子更
是不敢把同学领回家，怕人家笑话。
今年不一样了，房是新的，电视机、
冰箱和洗衣机都是新的。鸡鸭鱼肉、

山珍海味，饭桌上啥好咱吃啥。
过完年，我还要买农用车，往地里

拉肥、运输卖羊都用得着。我琢磨着，
趁着好时候加紧干，多攒钱，将来孩子
谈对象娶亲时，给孩子买辆车，尽尽咱
这当老人的心。 鲁 钊整理

再也不怕有客人来拜年啦
■ 王勤昌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安皋镇杨庄村王岗组脱贫户

◀ 扶贫干部在和
王 勤 昌 （右） 唠 家
常。 鲁 钊摄

逛逛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
■ 王始旭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白家坪移民安置小区村民

◀ 王始旭在展示
冰箱里的食物。

本报记者 付文摄

给儿子准备了280元压岁钱
■ 章星辉 江西省南昌县八一乡钱溪村村民

◀ 一家三口全家福。
马 悦摄

20202020农历庚子鼠年指日可待农历庚子鼠年指日可待。。神神
州大地上州大地上，，成功脱贫了的人们正在认真成功脱贫了的人们正在认真
盘算着如何欢度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盘算着如何欢度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打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打算。。

我家的生活如今真不错，吃不愁、
穿不愁。这些年来，当地政府的扶持不
断，不是隔三差五的上门解决难题，就
是帮扶干部不断的电话问候和上门走
访，目前我们和乡村的干部都成了无话
不说的一家人。今年春节比较早，孩子
回来得也早，儿子丁真让布在外也挣钱
了。我家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一个年，还
要邀请长期帮助我们的干部们一起来热
闹热闹，有机会还要邀请亲戚朋友一起
唱唱山歌、跳跳锅庄，好好耍几天。

我准备用3天时间把藏房打扫得干

干净净，屋内屋外不留一处死角，用
最干净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然后到
新都桥镇或者康定城采购一天，把老
人喜欢的饮品、孩子喜欢的零食都买
回来，再把酥油奶渣、青稞酒、牛肉
干、果子、青稞花花那些本土零食装
盘准备好，让大家吃个够、耍个够。

我家6口人，最让我骄傲的是女儿汪
秋。这孩子不仅尊敬长辈，还非常勤奋，
现在成都文化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科一班
读书。如今生活更加富足了，我们除了吃
好穿好耍好，还不能忘记孩子的学习。

我读书少，不晓得什么大道理，
但是我想通过我们的年俗留住孩子的
心，让孩子利用知识把我们丰富的文化
延续下去，用艺术形式把村子的一点一
滴传播出去，让孩子不仅学到现代的知
识，也不要忘记厚重的文化。这几天，

我要求孩子钻研一下本土文化艺术，再
结合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力争把它们像
糌粑一样好好融合在一起。

我们这一代摆脱了贫困，过上了物质富
足的生活。希望下一代不仅物质富有，
精神更加富足。 周晓宏整理

这几天，我和老伴一直在张罗请乡亲们、镇村干
部、帮扶干部的“团年饭”。

老伴长期患病，前段时间，我也一直生病住院，如
果不是医疗扶贫政策让我们可以报销 90%的医药费，我
们根本“治不起病”。最近，身体有了好转，精神也很不
错。这顿“团年饭”要请哪些人、吃什么，我们老两口
整整商量了3天。

“帮助过我们的乡亲们一定要请！”
“镇村干部要请！”
“还有县上来的帮扶干部一定要请到！千万不要搞忘了哈！”
“还有隔壁的王婆婆一个人在家，也要请哈！”……
“鸡、香肠腊肉、鱼这些不能少，还有……”
老伴一直在我耳边说，生怕我漏掉了一位。商量好

要请的人、要做的菜，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乡亲们、镇村
干部、帮扶干部能不能请得来。其实我就想请他们来我
家吃一顿简单的饭，敬他们一杯茶，再向他们真诚地说
一句“谢谢”——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好不容
易把我拉扯大。那时候，家境贫寒，几乎没有吃一餐饱
饭，除了盐，没有其他调味品。逢年过节，能吃上一碗
挂面，就觉得非常幸福了。

小时候虽然穷，但是母亲一直教育我要感恩。每逢
帮助过我家的亲戚来串门，母亲就会煮米饭，给客人盛

上满满的一碗饭，而我们的碗里表面是米饭，碗底下都
是厚厚的红薯。遇到爱喝酒的客人上门，母亲还会拿出
生产队分的干豆子，放在锅里炒成“香脆豆”，做下酒
菜。客人走后，我们就要节衣缩食很多天。

每当回忆起以往的艰苦生活，我觉得现在的幸福来
之不易，像做梦一样。22岁那年，我和老伴结婚，后来
我们有了一儿一女，虽然经济拮据，住在简陋的土坯房
里，但我们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孩子们都大了，各自在外成
了家，我和妻子守着老房子生活。2010 年，妻子不小
心摔断了腿，从此落下残疾，走路也不太利索了。也
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病痛越来越多，小病小痛就自己

“捱”过去，实在严重了才去医院，不但花光了家里的
积蓄，还负了几万元的债。更有甚者，2014 年冬天，
我们的老房子也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却收获了来自乡亲们的关怀。邻
居胡德民让我们住在他家，在他家煮饭吃，其他人为我们
送来了过冬的棉被衣服。那一年，我们家被评为贫困户。

生活困难，但我们没有放弃。2016年，在扶贫干部
结对帮扶下，我通过务工有了收入。通过种植补贴，我
家两亩地全都种上了柑橘。老伴有低保和残疾补助，加
上我俩的养老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8000 元。短短两
年，我们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今年柑橘开始挂
果，未来收入还会稳步增加。

更让我们高兴的是，易地搬迁让我们家住进了有热
水、有电视、有厕所和厨房的新房，房前屋后还有“小
菜园”，过上了从来不敢想象的生活。

“我们不能只享受别人的帮助，也应该为大家做点儿
事情。”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和老伴每天都去打扫公共区
域的卫生，她干得很慢，但是每次都很认真。

今年春节是我们在新房子里过的第二个年，
村上的干部早早就给我们送来了春联和灯笼，让
新家更有年味。“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
兴”，这正是我们的期待啊！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