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蕊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
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深藏于青藏高
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 是典型
的高山深切割地貌。 全州高山陡坡多，可
耕地少，垦殖系数不足 4%，是我国深度
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一。

四年前，中国大唐公司与云南省人民
政府签署《帮扶云南省傈僳族聚居区精准
脱贫攻坚合作协议》，围绕安居工程、提升
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培育特色产业、
改善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保护 6 大工程，
对怒江、丽江、楚雄三州六县市 180 个傈
僳族聚居村建档立卡户实施帮扶工作。

四年后，大山深处的傈僳族村庄实现
了“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贫困群众住

房条件得到改善、 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贫
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完善。 截至 2019
年年底 ， 傈僳族聚居区 158 个自然村
51559 户 192200 万人实现脱贫。

“从前自己种地，一亩地一年的收入
很低， 现在来草莓基地帮忙种养草莓，加
上 6 亩地的地租收入， 每个月能挣 1500-
2000 元 ， 从 3 月至今合计收入已有近
8000 元，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说起现在
的生活，70 多岁的怒江州兰坪县通甸镇
村民杨玉章满脸笑容。

杨玉章工作的草莓基地位于兰坪县
通甸镇丰华村，这里是大唐云南公司的定
点帮扶村，也是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政
府和果业公司共同打造的乡村振兴现代
农业产业园所在地。 就在今年，在中国大
唐云南公司云南公司帮扶丰华村村集体

产业扶持资金
的支持下，兰坪
海升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不仅

解决了短期融资难
题， 更带动了村集

体经济增收创效。
和杨玉章一样，目前在

水果园基地务工的村民每
天最多能达 200 人。 未来，
现有基地加上在建基地 ，
300 亩水果园每亩年产值可

达到约 3 万元，这对村集体和村民而言，
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这一切，丰华村党总支书记杨五金看
在眼里，感触在心里：“有了大唐的帮扶资
金和产业帮扶，村民们不仅学到了技术和
管理经验，而且闲置劳动力致富积极性也
得到了有效调动， 村里村外有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改变。 ”

产业是脱贫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丰
华村在大唐云南公司帮扶下，通过生猪养
殖、黑山羊养殖、面条加工、火腿加工、水
果种植等多种形式，对全村农户进行了产
业全覆盖，并借助内部订购、搭建电商平
台等方式，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加入丰
华村合作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年
均增收 3000 余元。

产业扶贫为傈僳族百姓脱贫带来了
信心，而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国大
唐更为大山里的教育事业下足了功夫。

从兰坪县驱车前往啦井镇， 一路颠
簸泥泞。 因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昔日的啦井幼儿园教学场地简陋、设
施不齐。 如今，由中国大唐出资援建的一
座崭新教学综合楼在啦井幼儿园拔地而
起，孩子们徜徉其中，欢声笑语阵阵。 同
时，在与啦井镇毗邻的营盘镇，由该公司
参与援建的营盘中心小学和营盘中学，
现代化的校园建筑矗立于群山中， 这里
将孕育出一代代的能把澜沧江畔沿途村
镇建设得更富更美的有生力量。

新建校园校舍之外，大唐云南公司还
成立了扶贫助学基金， 四年募捐 33.37 万
元，资助 123 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就
读于云南中医药大学的贫困学生杨顺目
前已受助五年，对这份帮助，他心怀感激：
“一份助学金、一份驻村干部的守护，让我
圆了大学梦，我会努力学习，不忘责任，用
优异的成绩回报他们。 ”

同时，大唐云南公司主动与云南水利
水电职业学院签订精准扶贫校企合作框
架协议，举办三期“大唐宏志班”，推进职
业教育发展和电力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按
照“建档立卡户子女优先、帮扶地区贫困
家庭子女优先、省内‘直过民族’傈僳族贫

困生优先”原则，分别从水电、新能源相关
专业中择优 36 名学员进入 “宏志班”，共
同制定培养方案，明确课程设置，共建实
习和实训基地。

来自福贡县的傈僳族小伙儿普义福
目前就读于“大唐宏志班”，专业是水电
站运行与管理， 已经大三的他对未来有
诸多期许：“很快我就会去水电站实习，
表现好就能转正，有了这份工资，就能为
家庭分担经济压力。 ”

通过识别、培养及精准就业，大唐云
南公司最大程度解决了贫困建档立卡
户子女学习 、就业问题 ，有效推动了傈
僳族聚集区贫困人口持续脱贫，打破了
贫困代际传递。 目前，已有 12 名毕业生
进入该公司就业。

大山深处，江河奔腾，产业兴旺，读书
朗朗，山再险、川再深，扶贫人跋山涉水，
播撒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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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山山深深处处小小康康路路

刘中才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粮食局）清江泛舟

零零钱钱换换来来灿灿烂烂

■赵闻迪

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家乡的电厂工作，
一去便被安排在机修加工车间的检修岗位。
接到分配调令， 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因
为同一批进厂的大学生几乎都分配到了管
理岗，只有我下了基层班组。 带着满腹的委
屈和不平，我不情愿地去厂里报到。

接待我的是机修加工车间的班长，也是
我后来的师父。 那天见面时，他一身工作服
和劳动鞋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油污，一双手
的掌纹、指甲缝里也都是油污，浑身散发出
浓浓的机油味儿。

机修加工车间厂房简陋、机械声轰鸣、油
污随处可见， 还有洗不完的棉纱……我越待

越心烦， 尤其想到一起进厂的大学生都坐在
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心里越发委屈难过。

细心的师父注意到我情绪低落， 得空就
找我聊天。 一开始，我不愿吐露心声，渐渐
地，我打开了心扉，将失落、苦恼一古脑儿倒
出来。师父说：“你刚走上工作岗位，遇到这点
所谓的‘挫折’就怨天尤人，不好好工作，对你
自己有什么好处？ 你的路还长，难道就打算这
样自暴自弃下去？ 我想你父母也不希望你这
样吧？ 年轻人，千万别输在心态上。 ”

“年轻人千万别输在心态上”，这句话点
醒了我，我努力摒弃杂念，克服不良情绪，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认真干工作时才发现，机修车铣远非想象
中那样简单，同样加工一个零件，职校生很快

就能完成，我这个大学生却笨手
笨脚，五六个小时都做不好。 沮
丧之际，师父安慰我：“万事开头
难，别着急，也别害怕，不懂就多
问，手生就多练，谁也不是天生
就会干这个。”一番话，说得我心
里敞亮起来， 逮空就用边角废

料练习，三个多月后，终于加工出了合格的零
件，那种成就感，别提多美妙了。

有一次， 快下班时班组接到一项紧急任
务，一号发电机组即将启动，急需一组专用固
定螺栓，大家当时都慌了手脚。 师父却不紧不
慢、指挥若定：“你们两个人去现场测量尺寸，
保证精准加工；云丽，你上电脑查往年记录；
小赵，你去……”分配完任务，师父说：“众人
拾柴火焰高，越着急的时候越需要大家团结
协作，共同完成任务。 ”那天夜里，大家埋头
干着手里的活儿，不时商量几句，进展顺利，
不知不觉，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我到机修加工车间工作的第三年，参
加全厂技术比武得了第四名， 言行中不免
流露出得意之情。 师父提醒我：“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取得好成绩不能沾沾自喜、固步
自封，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一席话，让
我很快冷静下来，沉下心继续钻研。

后来，我调到另一个部门，离开车间时
竟恋恋不舍。 师父拍了拍我的肩膀：“机修车
间虽然苦，却是个特别锻炼人的地方，有了
在这里吃苦的经历， 相信你在别的岗位上
也能干好。 俗话说，嚼得菜根香，百事都能
成。 走到哪里都别忘了吃苦耐劳四个字。 ”

如今，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我常
常会想起在机修车间的那段经历， 我怀念
那轰鸣的机械声犹在耳畔， 那浓浓的机油
味也变得清香。 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笔弥
足珍贵的财富。

（作者供职于安徽淮南平圩发电公司）

车间里的财富

■崔向珍

热辣辣的初秋，空气留香，蔫巴了一个
酷夏的丝瓜和扁豆，突然清醒过来，金黄和
紫红的花朵绽放在蓝天下，热热闹闹，明媚
亮眼。

城郊的农人们，起个大早，迎着湿润微
凉的清风，听着高高低低的虫鸣声，掰下
还沾着露水的青玉米棒子，摘来长长短短
的丝瓜和红红绿绿的豆角、茄子，分类装
进塑料桶和编织袋， 沐浴着霞光赶进城
里，在早市有序地排开，开启收获的一天。

卖青玉米的，大多是女人。 她们脸上裹
着馨香的阳光，脚下堆着的玉米，整整齐齐，
鲜鲜亮亮。 我选了东南角的一个摊位，卖玉
米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上围着一块褪
了色的蓝布方巾。 见我在摊位前蹲下来，她
眼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惊喜，忙不迭帮我
挑选。

老人挑的玉米，个头大，皮色翠绿，颗粒
饱满，每根都剥了老皮，只留下三五片柔软
的内层皮。 10 块钱，12 个玉米，我掏出手机
准备扫码付钱， 相邻摊位的年轻女人把她
的二维码递了过来：“大姐，扫这个，我俩是

一家的。 ”我诧异地看看老人，再看看年
轻女人， 迟疑之际， 老人笑着点头示意
我：“放心扫吧。 ”

收完钱，年轻女人立刻从腰包里拿出 10
块钱，递给了老人。 我笑问：“你们不是一家
的嘛，咋还分得这么清。 ”老人看看我，再看
看年轻女人，又笑起来：“这么好的闺女，我
倒是愿意和她一家呢。 我们两家的地紧挨
着，我没有那个码，出来卖玉米棒子都是
她带着我，帮我收钱。 ”

回到家，我煮了满满一锅玉米，将熟玉
米粒用刀细细地刮进盘子里， 给缺失了牙
齿的母亲吃。 玉米很香，母亲吃得很慢，我
边吃边把买玉米扫码的事讲给她听，听到
后边， 她突然停下来嘱咐我：“下次买玉米
时一定多带点零钱，别老扫码。 上了年纪的
老人不方便。 ”

第二次去买玉米时， 那个老人和
年轻女人都在。挑选好玉米，我把手里
的十块钱递给老人， 老人和年轻女人
都笑了。

附近摊位上的棱丝瓜和豆角新鲜，
我捎带又挑选了一些。 卖菜的大爷用
细长的蔓草分别捆好，装进袋子，我拿

出零钱给他， 他高兴极了：“可算是见着现
钱了，好不容易种了这点菜，可卖菜的钱都
进了那个码，想花也不知道咋花。 ”一边说
着，大爷又往我袋子里塞了一小把香菜。

这个秋天， 我那个闲了好几年的钱包
又派上了用场。 一次又一次，我把零钱付给
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他们开心得
像稚气未脱的孩子，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
笑得很灿烂。

(作者供职于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乡乡
村村
九九
月月

■马从春

调皮的秋风
在日子和农历中奔跑
雁群整装待发
应着季节的口令
将归期交给万里之外的云

孕育收获的大地上
成熟是一个个动词
稻谷金黄 红薯飘香
每一粒丰收的果实
都是留守在故乡的兄弟

从春天出发
在秋的深处抵达
娇艳的鲜花
搭乘光阴的列车
蜕变成枝头的累累硕果

动人的秋声又起
秋雨沙沙 秋虫唧唧
这幸福沉醉的天籁
沿着坚韧的秋藤缓缓上升
缠绕远方游子漂泊的梦境

远眺乡村的九月
桂子开了 月圆了
秋蝉躲在黄昏的门口
寂寞地扯着嗓子嘶吼
一遍遍催我早日打马还乡

(作者供职于淮南市寿县
教育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