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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祥岭） 国庆长假

期间，山东省郓城县程屯

镇任垓村村民李明圆每天

都会早早赶到大棚里，护

理自己种的多肉植物。这

些植物，让他过上好日子。

大棚里，20多种色彩斑

斓的多肉植物让人目不暇

接。李明圆熟练地摆弄植

物，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

“这是今年棚里第二批货

了，除了批发给花商，每个

月网上我也能卖出七八千

块钱。”

今年 36 岁的李明圆，

因患有残疾一度消沉，日子

过得艰难。2016 年，李明

圆偶然发现，种植多肉植物

也许能够赚钱，他就在网上

自学种植技术，在家里试

种。李明圆的“小爱好”被

当地扶贫干部发现后，扶贫

干部不仅鼓励他好好干，更

直接帮他宣传推销，使得他

干劲更足了。

随着市场需求扩大，

李明圆一步步摆脱了贫困，

但新烦恼也随之而来，他无

法扩大种植规模。扶贫干

部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2017年底帮助他协调租赁

了村里位置最好的 1 号大

棚给他扩大种植规模。

2018 年 3 月 ，李 明 圆

的多肉植物开始大量投向

市场，但由于价格偏低，一

度 使 他 产 生 了 放 弃 的 念

头。为了帮他拓宽销路，

2019年，郓城县扶贫办、商

务局相互沟通，让李明圆

免费参加了电子商务进农

村培训。经过基础班、提

升班、专业班的培训，李明

圆的各平台网店快速步入

正轨，销量逐步上升，年利

润达到 6万余元。

“扶贫的关键还是在

‘扶志’和‘扶智’！”程屯镇

副镇长杨燕珍说，通过改

变贫困群众落后观念，引

导贫困户主动脱贫，调动

他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人心思进，

才能破除脱贫瓶颈，做到

真脱贫、脱真贫。

近年来，郓城县在脱

贫攻坚中，集中精力破解

“不能脱贫”“不会脱贫”等

难题，通过实施“扶志”“扶

智”引导贫困群众从“要我

脱 贫 ”向“ 我 要 脱 贫 ”、从

“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

转变，形成了“我脱贫我光

荣”的共识。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

们除了政策、资金的大力支

持，更是通过‘扶志’‘扶智

’，给贫困群众带来致富的

希望和理念，进而激发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郓城县

扶贫办主任时志荣说。

要说在村里什么东西既能体现藏族传

统文化特色，又是生活用品和旅游纪念品，

还能成为致富产业，那一定是黑陶。对此，

27 岁的藏族青年拉茸肖巴毫不怀疑。大学

一毕业，拉茸肖巴从昆明回到村里，就和父

亲一道摆弄宝贝——黑陶，并下决心把它作

为今后的事业。

拉茸肖巴家住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

格里拉市尼西乡汤满村汤堆片区。这个位

于山脚下充满浓郁藏族风情的村落紧邻 214
国道，因特有的土质，这里是生产黑陶的重

要基地，黑陶产品远近闻名。

游客路过这里时，走进路旁土锅鸡餐

馆 ，坐 在 餐 桌 前 ，服 务 员 端 上 用 黑 陶 锅 炖

制 的 鸡 汤 ，顿 时 香 气 四 溢 ，汤 汁 喝 起 来 也

格 外 鲜 美 。“ 土 锅 只 是 黑 陶 系 列 产 品 中 的

一个，也是黑陶实用性方面的代表。尼西

藏 式 黑 陶 品 种 百 余 种 ，传 承 历 史 超 过 千

年。”提起黑陶，拉茸肖巴语气中充满自豪

感 ，还 会 动 情 地 背 诵“ 世 界 上 最 好 喝 的 茶

是 阿 妈 用 黑 陶 罐 煮 的 酥 油 茶 。”这 句 当 地

人口口相传的话。

高高瘦瘦的拉茸肖巴出生在一个黑陶

制作世家。他的爷爷是制黑陶高手，他的父

亲当珍批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一家人在村里制黑陶的名声响亮。

做黑陶的拍打声伴随着拉茸肖巴的童

年。 9 岁开始，他跟爷爷学做陶。做出一

个，爷爷奖一毛零花钱，这让拉茸肖巴对黑

陶产生浓厚兴趣。真正热爱上黑陶是上大

学时，每逢假期，拉茸肖巴会带着艺术专业

的朋友到家乡采风，自己也会到产陶的市

县开眼界。

“感觉黑陶在召唤我。”拉茸肖巴大学毕

业后，认定自己和黑陶的缘分，毅然回村协

助父亲发展黑陶产业。黑陶传承着祖辈们

的技艺，记载着民族文化符号，在拉茸肖巴

看来，具有无穷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发展，尼西黑陶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外学习和开过眼

界的拉茸肖巴认为，黑陶传承到现在不能仅

囿于传统的百余个样式，只做土陶锅、酥油

茶罐等，应有变化和创新才行。这方面，父

亲当珍批初是榜样。

多年来，当珍批初秉承古老技艺，连形

制、颜色、装饰都“循规蹈矩”。一方面，传承

祖先技艺成为他的使命，已融入了血脉，另

一方面，他也尝试改变。当珍批初 2005年创

办公司，致力于抢救挖掘和保护黑陶传统工

艺，还成立黑陶研究室，推动新产品开发和

技术突破。他招聘陶工 60 余人进入公司培

训，黑陶制品发展到 3 大类 190 多种。“父亲

借鉴外省土陶制作工艺，改进尼西黑陶制作

工艺，这使得制作过程和手法更讲究，作品

更细腻精致。”拉茸肖巴说。

没有转轮，用手捏制；取土、和泥、做胚、

烧制、打磨等工序严格；制作工具达上百个

……爷爷、父亲原汁原味地教授的黑陶传统

形制和流程，已深深印在拉茸肖巴脑海中，

父 亲 的 坚 守 和 创 新 也 令 拉 茸 肖 巴 十 分 佩

服。“祖辈们的技艺传承不变形，与时俱进的

提升和改变也要做。”拉茸肖巴说，面对游客

的喜爱和客户需求的多样性，自己也做了一

些新探索。

揉捏土团后，拍底座、取圆、拍面、拍形、

塑形……拉茸肖巴目不转睛，手中灵活地换

着拍子、雕笔、打磨用的麂子皮等工具，十几

分钟后，一个古朴的咖啡杯陶胚制作完成。

“这是纯手工活，制陶胚仅拍打就要成千上

万次，比如做个酥油茶罐要拍打两万多次。”

拉茸肖巴说。

传统黑陶以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品为主，

制作基本是老手法，品种少。现在，拉茸肖

巴等黑陶匠人们除生产传统用品外，还制作

装饰用品、旅游工艺品，做黑陶咖啡杯就是

新尝试。拉茸肖巴还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私

人订制类的生产，另外，在车间里开辟专区，

游客在匠人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做陶胚，匠

人烧制后快递给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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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在贵州省织金县金凤街道平寨村，

第 一 书 记 余 德 昌 早 早 赶 到 村 委 会 签

到。正值脱贫攻坚决战期，村里的扶贫

干部一刻也不敢松懈。

8 点 半 ，十 几 名 扶 贫 干 部 准 时 聚

齐。“今年要脱贫摘帽，我们要把贫困

户 情 况 再 重 新 核 对 一 遍 。”每 天 早 晨

碰头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布置当

天 的 工 作 ，即 使 假 期 也 不 例 外 。 说

完，余德昌便赶往他负责的平寨村平

寨组。

骑着摩托，戴着墨镜，余德昌头上

的草帽在风中来回摇晃。这个精神抖

擞的扶贫干部，主动请缨到扶贫一线，

一干就是 3年。生在农村的他，对土地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他看来，脱贫

攻坚自己不能缺席。

“最近地里就要播种蔬菜，我看很

多杂草都结了籽，要赶紧除一除。”每到

访一户，余德昌都要坐下来，跟他们拉

几句家常。他告诉记者，基层工作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走街串户，和群众打成一

片。

说着，他拿出村里的规划，叮嘱乡

亲最近要开始着手整治村庄环境。“概

括说就是‘栽花花，收渣渣’。”他解释

道，要在房前屋后、路边都栽上花期较

长的醉蝶花，还要规范一下村里的垃圾

收集等。

平寨组一共 82 户，余德昌要挨家

挨户通知，不知不觉便临近中午。像往

常一样，他根本顾不上回村委会吃午

饭，这天，午饭是在贫困户陈锡友家解

决的。

陈锡友前两天刚嫁了女儿，喜庆的

氛围还未散去，饭间，余德昌又将村里

下一步的发展规划介绍了一遍，陈锡友

听了十分认可。

饭罢，把钱拿给陈锡友后，余德昌

便又一头扎进了地里。

为了抢农时，扶贫干部们最近一直

忙着帮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犁地。在

整体规划下，平寨村通过订单种植应季

蔬菜，再过一段时间，村里近期种下的

土豆、韭菜、葱等便会登上周边学校学

生的餐桌。“有了订单就不愁卖，村民也

放心。”余德昌说。

整个下午，余德昌一直忙着犁地。

歇息间，提到自己上 5 年级的女儿，他

潸然泪下。自从驻村扶贫以来，他很少

回家，常常是女儿放假了跑到村里来看

望爸爸。

临 近 晚 7 点 ，余 德 昌 和 其 他 扶 贫

干部回到村委会吃了饭，坐在一起总

结 当 天 的 工 作 。 平 寨 村 村 主 任 张 德

友说了说村民养老保险的情况，扶贫

干 部 张 灿 谈 了 谈 核 对 贫 困 户 信 息 的

体会。

直到晚上 9点多回到宿舍，余德昌

才掏出手机翻阅各个微信工作群里的

信息，接着又拿出日记本，写下当天的

工作总结。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集体有

收益，百姓有钱赚。”一边写着，余德昌

一边嘟囔起了村里流行的顺口溜。他

说，经过近 3 年的努力，平寨村人均收

入从 3000 多元提高到了 6300 元左右，

贫困发生率也从 17.2%降低到如今的

2.51%。

金凤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坤厚感叹，

是扶贫干部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一张

张漂亮的脱贫成绩单。平寨村扶贫干

部是一个缩影，在假期，他们依然争分

夺秒，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近日在贵阳举行的 2019中国·贵阳国际特

色农产品交易会上，贵州茶叶产品琳琅满目。

其中，黔西南高海拔山区出产的紫茶，别具特

色。紫茶的生产正助力黔西南的极贫乡镇郊

纳镇走上“脱贫之路”。

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

县境内，生长着很多古茶树。古茶的核心区位

于郊纳镇八步村，这里的紫茶被当地人称为

“八步茶”。与贵州其他地区的茶叶不同的是，

这里的古茶属于比较稀有的紫茶。

郊纳镇镇长刘家均介绍，八步茶非常特

别，茶树嫩叶、茶花、茶果都是紫色的。更为难

得的是，八步茶的花青素含量是普通茶叶的很

多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发现的古茶树已经

有 8万多株，其中不乏千年以上的古茶树。”他

说。

但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八步茶曾长

期未被外界所知晓，只有当地人采来自制茶

叶，种植规模也不大。八步村所在的郊纳镇，

是贵州省 20个极贫乡镇之一。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脱贫攻坚改变

了这里，也改变了八步茶。为了促进当地的发

展，政府出资修了一条二级公路，记者前往郊

纳镇时，施工队正在铺设柏油。“道路完工后，

从望谟县城到郊纳镇的车程要缩短不少。”刘

家均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当地的古茶迎

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2017 年 11 月，在贵州省举行的全省秋季

斗茶大赛上，因其独特的口味，八步茶一举

夺得这次比赛的古树茶类“茶王”称号。“当

时参赛的公司用蛇皮口袋把茶叶带到活动现

场，因其外观不起眼，差点被直接淘汰掉。”

刘家均说。

为了充分发挥本地特色资源的优势，为当

地群众增收，当地政府大力发展八步茶生产。

通过茶树枝扦插育苗的方式，八步茶种植逐渐

在郊纳镇推广开来。截至目前，郊纳镇的八步

茶种植面积已达 6000 亩，另外还有茶苗 1000
亩左右。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初步形成了种

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有力带动当地

村民增收。

郊纳镇副镇长廖绍康表示，通过土地入股

分红、茶园务工、土地流转等方式，有效增加了

周边村民的收入。得益于茶叶的规模化种植，

当地部分劳动力不需要到外地打工，就可以

“在家门口挣到钱”。

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茶企，42岁的万再

珍一家每年就有 5000多元收入。现在，没有种

地的她拥有一个公益性岗位，每个月有 800元的

收入。“工作很轻松，马路脏了的时候扫一下，余

下的时间可以到基地去种茶，每天有 100元钱。”

她说，以前种自家的 10多亩田土，除了喂猪养牛

外“只够吃”，现金收入只能靠外出打工。此外，

她们家的几十棵古茶树，每年卖茶青也能收入

2000来元。

“水田的流转费是每亩 500 元，旱地 300
元。”当地一家茶企的负责人舒腾显告诉记者，

随着八步茶的“出名”，茶叶的价格稳步上涨，

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一个新途径。“以前茶叶

的成品每斤才 50元左右，现在卖到两三百元一

斤。”他说，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品牌的

逐渐确立，八步茶必将给郊纳镇的村民带来更

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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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喜悦的氛围还未

散去，江西省新干县麦斜

镇隋岗村贫困群众黄保女

挂在家门口的五星红旗迎

风招展。“之前村里还拍了

视频，庆祝新中国生日，也

记录现在的好生活。”黄保

女说，如今村里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

夹在群山之中的隋岗

村以前是“十三五”省级贫

困村，交通闭塞，产业基础

薄弱。村民守着一亩三分

“口粮田”，年轻人大多选

择外出务工。

2016 年，黄保女丈夫

刘燕平不慎摔伤，瘫痪在

床。黄保女回忆说：“家里

本就困难，加上两个小孩都

在外读书，正是用钱的时

候，那时感觉天都要塌了。”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干

部得知消息后，一边为刘

燕平争取赔偿金，一边募

捐协调治疗费用，并鼓励

黄保女加入村里的合作社

学习养殖技术，给家里增

加收入。

“对于贫困户一时的

困难，我们都会尽力搭把

手，但长久彻底地摆脱贫

困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隋岗村第一书记

刘君介绍说，为了给村民

和贫困群众创造发展产业

的条件，村里成立了“连心

合作社”，结合隋岗村传统

种养特色，发展了白莲、灵

芝、杨梅、枳壳及家禽水产

养殖等多种产业。

目前黄保女已成为合

作 社 负 责 养 鸡 的 固 定 员

工 ，每 月 工 资 收 入 3000

元，年底还有分红。连心

合 作 社 通 过 规 划 多 轮 种

养，让地里一年四季都有

活干，带动周边 50 多名贫

困户及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增收。

随 着 脱 贫 攻 坚 的 深

入，不仅贫困群众钱包鼓

起来了，隋岗村村庄面貌

也焕然一新，贫困落后村

逐渐蜕变成秀美新乡村。

走进黄保女家新建的

小洋楼，门前是宽敞整洁

的硬化巷道，屋内衣柜、冰

箱、电视等家具电器一应

俱全。黄保女特意带着记

者 参 观 了 家 里 的 冲 水 厕

所，她说：“以前家家户户

门口是茅房，有时村民还

会挑粪浇菜肥田，村口就

能闻到味道。”

近年来，驻村工作队

和村干部通过统一规划，

带领村民拆除各类危旧土

坯 房 600 多 间 ，新 建 房 屋

200 余栋。生活污水处理

工程、文化体育广场、蔬果

冷库、公共厕所等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干瘪的村庄

“丰满”起来。

“以前不愿多来的城

里亲戚，如今进了村都夸这

里好。”黄保女说着说着笑

了，“如今村子有城里人羡

慕的好环境，干净又舒坦。”

据了解，江西像隋岗

村一样的“十三五”贫困村

共有 3058个，截至 2018年

底，已累计退出 2671个。

黄 保 女 2017 年 脱 贫

后，自发在村里当起了脱

贫 攻 坚 政 策 义 务 宣 传

员。 新华社10月7日电

新华社 10 月 7 日电 （记
者 柴海亮 勿日汗） 虽然传统

蒙古袍搭配休闲布鞋看起来极

不协调，但 57 岁的牧民乌日金

不得不这样穿。因为常年饮用

含氟水，她的脚已变形，凸起的

脚骨让她无法穿上与蒙古袍最

搭配的皮靴。让人欣慰的是，

今年她终于摆脱折磨她家几代

人的“高氟水”之苦。

乌日金一家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生活在国家级贫困旗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

旗 浩 日 庆 敖 包 嘎 查 。 这 片 草

原，地下水含氟量比国家规定

的安全饮用水含氟量最高界限

高出一倍。这里的很多人到了

晚年就会弯腰驼背、关节变形，

而这正是氟超标导致的骨骼畸

形。她说：“父亲 60多岁临去世

前几近瘫痪，我们一直以为这

是积劳成疾，没有想到有水的

原因。”

比父辈们幸运的是，内蒙

古加快推进的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工程，让人们不再遭受“高氟

水”“高砷水”等不安全饮用水

的伤害。内蒙古从 2018年开始

计划投资 4.96 亿元解决 7.6 万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按照

计划，这一目标到今年年底将

全部实现。

在 乌 日 金 家 狭 小 的 厨 房

里，一台壁挂式净水器格外显

眼。这台今年 6 月由政府提供

免费安装的净水器，能将自来

水含氟量降低到安全范围内。

净水器还配有蒙古文使用说明

书，方便蒙古族牧民使用。

“除了氟超标，每人每天可

用水量低于 35 升、人力取水距

离超过 800米、人力取水往返时

间超过 20分钟的都属于饮水安

全不达标，只要饮水安全不达

标，就不能顺利脱贫。”正镶白

旗水利局副局长王金虎说。

与在草原上分散居住的乌

日金家不同，人口相对集中的

正镶白旗大红山村刚建起净化

水质的小型水厂，集中净化入

户的自来水。

63岁的陈河从小生活在这

个地下水氟超标的村庄，是村

里 7 户贫困户之一。已经弯曲

的双腿，让他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 。 他 盼 着 今 后 安 全 的 饮 用

水，让他的孩子彻底摆脱“高氟

水”带来的痛苦。

在没通自来水的正镶白旗

哈夏图嘎查，牧民家的净水工

序稍显复杂。在刚刚脱贫的牧

民格日勒图家里，进门处放着

一台像床头柜大小的反渗透净

水器。牧民们需要先用水桶提

过来井水，再用它来净化。

“我们吃的水终于‘苦尽甘

来’，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越

来越‘甜’。”格日勒图说。

锡林郭勒盟水利局局长包

广华说，在内蒙古两大牧区之

一的锡林郭勒盟，目前农牧区

饮水安全人口普及率由 2005年

的 40%提高到 93%，集中供水

率由 14%提高到 50%。

新华社 10 月 7 日电 （记
者 姚友明） 在脱贫攻坚中，陕

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要抓

手，盘活腰鼓、皮影和竹编等传

统文化资源，不仅推进了传统

文化的传承创新，还拉动了当

地就业，带动了百姓致富。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生活的重担曾险些将贫困户李

东东压垮。他父母患病，妻子

罹患癌症，孩子也患有脑瘫。

正在绝望之时，他参加了政府

组织的免费腰鼓培训班。在当

地，腰鼓是流传 2000 多年的民

俗，丰收、年节或嫁娶时，人们

总会打起刚健激昂、大气磅礴

的腰鼓。

李东东很快就从腰鼓培训

班毕业。他惊奇地发现，打鼓

能将贫困“打跑”——他和几十

名贫困户参加的腰鼓团经常受

邀到各地演出。“去年在北京、

江苏和甘肃等地进行了 32 场

商业演出，光靠演出就赚了一

万多元。”李东东说。

除了商业演出之外，李东

东现在还被当地幼儿园和中小

学校聘请，教孩子们打腰鼓，使

这项古老的艺术发扬光大、传

承不息。

如今，李东东只花 1 万元，

就住进了当地政府提供的宽敞

明亮的贫困户安置房。他用打

腰鼓和务工挣来的钱购置了洗

衣机、沙发、热水器等家具和电

器，还利用政府提供的 5 万元

无息贷款养鸡，并向病情有很

大好转的妻子传授腰鼓技艺。

“现在的生活，放在几年前

根本想都不敢想。我想让我老

婆也能跟我一起出去表演。赚

钱是一方面，主要是想带她四

处走走看看，领略下祖国的大

好河山。”李东东说。

剪纸、农民画、曲艺和民歌

也是安塞区助力村民脱贫的重

要“武器”。数据显示，通过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安塞近年来

已有 2000 多名经过培训的贫

困人口参与到各种文化艺术工

作中，直接带动 350 余户贫困

户实现脱贫。今年 5月 7日，陕

西省政府宣布延安的贫困县全

部“摘帽”，在摆脱贫困的征途

上，腰鼓、剪纸、农民画、曲艺、

民歌这 5 张“文化名片”功不可

没。

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

看 似 普 通 的 牛 皮 和 竹 子 通 过

手艺人独具匠心的打磨，成为

一 件 精 致 的 艺 术 品 。 制 作 皮

影或演出皮影戏，成为越来越

多 当 地 年 轻 人 谋 生 的 手 段 。

在 华 州 皮 影 制 作 技 艺 非 遗 传

承人薛宏权的影子坊中，31 岁

的聋哑人马浩负责雕刻皮影，

而 他 的 妻 子 则 负 责 给 皮 影 染

色 ，两 人 每 月 收 入 超 过 8000
元。

华州区委书记霍文军介绍

说，经过几年的培育及保护，华

州皮影已成为华州区的特色文

化主导产业。2018 年底，全区

相关从业人员千余人，有 20 余

家 相 关 企 业 ，年 产 值 3000 万

元。今后华州将积极引导华州

面花、华州背花鼓等 43 种各类

非遗文化对接市场，让它们得

到传承的同时撑起百姓的钱袋

子。

紫茶种植助力黔西南郊纳镇走上“脱贫之路”
□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施钱贵

“日子越来越红火”
——一位贫困群众的感言

□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拉茸肖巴家的黑陶传承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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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郓城：扶贫扶起精气神

陕西深挖非遗文化宝藏
助力脱贫攻坚

内蒙古：贫困农牧民
饮水“苦尽甘来”

贵州织金：驻村干部假日扶贫不松懈
□ 新华社记者 刘智强 吴思 李凡

10月 7日，在河北省枣强县枣强镇刘 后村，村民在田间劳作。

近年来，河北省枣强县在实施精准扶贫工程中，引入“托管式订单种植”模式，发展花生规模种植。目前，该县已发展“订

单花生”2000亩，带动 1000余名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河北枣强：“订单花生”引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