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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位于黄河中游晋西黄土高原吕

梁山西侧，境内山峁相连，沟壑纵横，是

一片留下过众多革命先辈足迹的红色热

土，也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之地。由于人

多地薄，贫困率居高不下，成为全省的深

度贫困县之一。

为了帮助临县啃下这根“硬骨头”，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从 1985 年开始，中

国科协就来到临县，将一腔赤诚倾注在这

片红色土地上。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政

策的深入推进，中国科协更是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智志双扶精准发力，助力临县在

攻坚深度贫困的战场捷报频传，摆脱贫困

的步伐越来越快。

第一书记和他的“爱心桥”

6 月 13 日，在临县城庄镇程家塔村，

一条河流穿村而过，将村民生活居住的和

耕种劳作的地方分割开来。河道里机车往

来，人声鼎沸，一座桥梁的几个桥墩已经

突出地面，一根根拇指粗的钢筋被精心地

排列成近乎长方体的阵列，几名工人正在

忙着最后的焊接工作。

“这工人们工作真是艰苦了，看看钢

筋有多结实，听说柱子打了十七米深，可

是给我们闹好了，刘书记多出了力了，北

京、太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 52 岁

的高金顺站在工地边感慨地说。他家距离

工地不远，每天上下地都要路过工地几

次。自从工程开工以来，他还养成了往工

地跑的习惯，每次都要停下来看好一会，

虽然专业施工他也不太懂，但看着密密麻

麻的粗钢筋还是觉得心里踏实。

被河水阻隔到另一边的水家沟有村民

们的一千多亩地，河上游有座曹家岭水

库，虽然平时河里水不多，可到了汛期，

水库不定期放水，有时能持续一个月，水

一多村民们过河就不方便了，尤其到了秋

收时，人还能穿上雨鞋过河，但运送粮食

的平车就过不去了，只能雇佣三轮车来回

跑。 “闹好了，为后代造下福了。”在村

子里的休闲广场上，正在施工的大桥成为

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和茶余饭后的一个重要

谈资，最后常常以这样一句感叹收尾。

中国科协派驻程家塔村的第一书记刘

洋是村民们口中的“刘书记”。2017年刚

来程家塔，刘洋就从干部群众口中了解到

村里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并暗下决

心要帮助解决。只是苦于工程耗资巨大，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筹资渠道，只能在中国

科协的支持下帮助村里成立起临县众民养

殖专业合作社、程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先带领村民们大力发展马铃薯、谷

子、蔬菜等种植和牛羊养殖等产业，逐步

发展产业，积蓄力量，寻找机会。

“正好遇上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

科协成立 60周年中国公路学会成立 40周

年，学会也想通过实际行动，响应中央

和中国科协关于脱贫攻坚的号召，于是

联合公路行业相关单位和会员共同为我

们村捐建了一座爱心桥，作为纪念。”刘

洋回忆道。当年七月，他有次回北京，

到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寻求可能，希

望通过社团党委找到一个学会的支持，

没想到得到了积极回应。

不过好事多磨，真正落实起来，也

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投资大，支持来

源多样，设计捐建单位多，相关程序比

较复杂，项目迟迟未能推进。为了让项

目尽快落地，刘洋一次次奔走在村子和

捐建单位之间沟通协调。5 月 24 日，在

中科协党组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由中

国 公 路 学 会 联 合 交 通 运 输 部 科 学 研 究

院、中社交通公益基金、省交通勘察设

计院、山西喜跃发集团等单位共同捐建

的 爱 心 桥 在 群 众 的 热 切 期 盼 中 终 于 开

工。桥长 88 米，宽 4.5 米，主跨 30 米，

总 投 资 超 过 百 万 。“ 桥 桩 已 经 基 本 完

工，现在桥台正在建设，预计 8 月份中

旬就能完工。我的任期就要结束，在我

离开之前也算了却了我和乡亲们的一桩

心愿。”刘洋告诉笔者。

扶贫先扶志 致富先治心

“ 贫 困 群 众 缺 乏 内 生 动 力 ， 成 因 复

杂。有的受小农思想限制，封闭落后，安

于现状；有的在发展产业中受挫，致富信

心不足；有的素质较低，缺乏脱贫致富的

能力。”对于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曾这样分析道。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坚定群众脱

贫信心，需要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把贫困

群众的心捂热，才能有效激发他们的脱贫

意愿和干劲。经过认真研究，中国科协的

扶贫干部将目光盯在了红枣树上。临县号

称红枣之乡，红枣资源丰富，从群众最熟

悉又爱恨交加的产业入手是一个提振信心

的好办法。

在农业部热带研究院和河北省怀来科

协的帮助下，中国科协为临县红枣龙头企

业山西中鹰大红枣有限公司引进红酒、黄

酒、饮料加工技术，采用“公司+基地+
农户”“订单农业”的组织模式，建设有

机红枣种植基地，企业通过用工和保护价

收购贫困户红枣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 户 600 人增收脱贫。为解决红枣裂果

等难题，成立红枣院士专家工作站，邀请

中国工程院李文华院士牵头，中国林学会

秘书长陈幸良、国家林业局枣产业专家组

组长刘孟军等专家组成院士专家团队，重

点围绕临县红枣产业提质增效和加工升级

开展研究，并将实验室研发的红枣酵素等

产品应用到临县当地。

依托临县丰富的枣木资源，还支持临

县食用菌龙头企业千山菌业有限公司等食

用菌企业和合作社上马枣木香菇项目，聘

请河北平泉食用菌协会会长在临县成立食

用菌专家工作站，手把手上门指导培训，

对全县枣木香菇种植、管理、销售等环节

实行统一培训、统一品种、统一配方、统

一管理、统一防治，整体提高了管理水

平，平均每棒出菇可达 1.8—2 斤。“中国

科协利用临县枣木资源的优势，免费提供

技术支持，如今，临县枣木香菇远销天

津、北京、上海、陕西、内蒙古等地，我

们生产的枣木菌棒甚至远销海外。”临县

千山菌业负责人薛军军介绍说。

马铃薯是临县群众普遍种植的一种农

作物，但由于品种、种植水平所限，一直

都是低水平发展。中国科协按照“良种

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理念，

支持白文镇张朝村临丰种养合作社、城庄

镇程家塔村程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碛

口镇前后山村锦贵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建

设 881亩的马铃薯科技种植产销一体化示

范基地，聘请专家根据 3 个合作社的土

质、气候、种植条件等因素，制定不同的

实施方案，加强对年纪大的贫困户的技术

帮扶，并协同中国薯网进行保底收购。项

目覆盖的 3 个乡镇 300 户 796 人 （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219户 575人），平均亩产达

5000斤，种植户人均收入 2766元。

“ 中 国 科 协 免 费 给 我 们 发 种 子 、 肥

料，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去年他们提供的

种薯，产量比一般的要高一倍多。”6 月

13 日，在距离程家塔村爱心桥不远的一

片地里，54 岁的李金莲一边忙着侍弄西

葫芦和西红柿，一边高兴地告诉笔者。

播撒科学的种子 改良贫困的土壤

6 月 23 日，由中国营养学会、省商

务厅、市政府、临县政府等联合参与的

两场主题直播在四川成都和重庆市同时

开 播 ， 淘 宝 直 播 选 派 的 “ 秀 秀 厨 房 ”，

“吃货妹妹”两个著名主播，一边介绍临

县 农 特 产 品 的 营 养 价 值 ， 一 边 帮 助 带

货。端午节，在长沙市组织的淘宝直播

公益助学专场，三个主播帮助临县卖出

了 4700 多单，每卖一单向临县贫困学子

捐助 1元。

直播扶贫是中国科协结合最新技术创

新扶贫模式的产物。2018年 7月，在中国

科协的帮助下，临县农学会与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直播分会签署了三年战略合作协

议，引入一直播、淘宝直播、快手等直播

平台，通过主播和专家介绍临县的红枣

宴、红枣文化、枣花蜂蜜、千年枣树等特

色产品，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了解临县

红枣等农产品，带动了临县红枣等相关产

品的销售。并在北京和快手直播平台合作

举办乡村电商人才培训班，组织有兴趣农

民学习成为业余主播，平台通过流量支

持，培养适合当地农产品销售需要的农民

网红，扩大农产品销售的渠道。

情洒贫困大县，为把当地盛产的农特

产品卖出去，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科协在

临县挂职副县长周峰，充分发挥中国科协

的优势，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

组织带领临县涉农部门和吕梁山货等农特

产品加工企业，奔走在全国各地，叫卖推

介。据了解，今年，临县进一步创新电

商、快手、淘宝直播扶贫思路，在太原、

广州、江苏、杭州、长沙等地举办了 13
场网络直播扶贫专场活动，累计销售当地

农特优绿色产品总额近千万元，成功走出

一条网络直播销售农特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的新模式。

科普 e站是中国科协为吕梁引进一项

重要科技支持项目。目前，临县已经有四

十多家，覆盖了全部乡镇。利用科普 e
站，群众不仅在农闲可以收看专家讲课，

提升农业技术，还能通过中科云媒网，了

解最新的市场行情，指导种植。并先后组

织近 20 个考察团赴河南新郑考察好想你

枣业集团红枣加工、赴河南西峡考察枣木

香菇的新技术，赴河北平泉考察学习羊肚

菌和食用菌大棚技术等等。组织医护人

员、科技口干部 30 多人次参加各全国学

会学术会议、科普专题培训等。同时，在

山西省科协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各农技协

会开展了“医卫双优下基层活动”“蜂农

专业技术观摩”“羊肚菌实用技术讲解”

等专项培训班 10 多次，培训医护人员、

农民近 1000人次。

为让科技的种子真正扎根临县，中国

科协在捐建临县高级中学农村中学科技

馆、临县一中云教室的基础上，还组织临

县 100多名中小学生和科技教师代表分别

参加了中学生高校科技营、科技馆夏令

营、科技辅导员培训，并开展中国流动科

技馆临县站巡展活动，以“体验科学”为

主题，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

旋 律 、 生 命 奥 秘 和 数 学 魅 力 等 10 个 展

区、70 余件展品，每年让近两万名中小

学校师生、学生家长及社会群众近距离了

解科学的奥妙。

今年，中国科协还结合自身资源优

势，积极帮助地方做好发展规划。邀请中

国自然资源学会、重庆大学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国农学会等单位，为临县

精心编制了全县红色旅游规划、碛口乡村

振兴规划、三个示范村振兴规划。力求通

过顶层设计，为临县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临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年。

我们围绕科技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乡

村规划引领乡村振兴、订单式培训提升技

能素质等方面精准发力，确保帮助临县打

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让老区人民早日过上

美好生活。”中国科协临县挂职副县长周

峰告诉笔者。

始于使命，忠于责任，成于科技。中

国科协用三十多年在深度贫困地区的坚

守，生动了阐释了科学精神和知识力量的

威力。不仅帮助临县逐步走出贫困的深

渊，更将科学技术的种子撒向广袤的大

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生存的土壤，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

实践武器。

科技扶贫科技扶贫，，让临县脱贫摘帽更有力量让临县脱贫摘帽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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