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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酷暑，为了了解老人健康问题、生
活状况以及扶贫工作组的扶贫工作，为老人
们送去温暖与陪伴，近日，吕梁学院社会实
践团一行七人赴吕梁市石楼县裴沟乡马家
山村，以“了解扶贫，心系耄耋”为实践宗旨，
走进乡村，倾听老者之音。

山西作为一个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
困程度深的欠发达省份，全省119个县中58个
是贫困县，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36
个。在众多的国定贫困县中，处在吕梁山脉黄
河沿岸的石楼县是最为贫困的县之一，石楼县
裴沟乡马家山村是我们此次的活动地。

旭日东升，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霄，我们
一行人背起行李，拿起设备，开启了这充满意
义的旅途。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坐大巴只能
到达裴沟乡桥子头村，但热情好客的吕梁日
报社扶贫工作队主动提出负责我们一行人的
交通、吃饭问题，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老人多、青年少、离城远、居住散、特贫

穷”，是石楼县裴沟乡马家山
村的关键词。在我们的采访
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深刻地感
受到了马家山村的贫困程度，
也只有在了解过后我们才明
白了脱贫攻坚有多么艰辛与
困难，但却从来没有听过吕梁
日报社扶贫工作队员叫一声
苦，喊一声累。

马家山村有马家山、温
家沟、刘家山、薛家湾四个自然村，但偌大的
村子里，留下的基本都是老人。我们走访了
三十多户人家，大多都是孩子在外打工，老人
留在村里，村里的条件也甚是艰苦。但令我
意外的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在提到村第一
书记以及扶贫工作队员时，每个老人都会点
着头笑着说“好着嘞，经常见”。

我们走进的第一家是前村支书曹兴元
和张眼眼二位老人的家，由于孩子们在外务
工，所以没时间照顾两位老人，老人们自己
生活在刘家山村。得知我们的来意，二位老
人十分热心，当我们问老人最近生活过得怎
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否帮上忙时，老
人却笑着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在扶
贫队的帮助下解决了吃水问题，铺上了水泥
路，用上了无线网，平时还会看看资讯，聊聊
微信，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绽放出幸福的笑
容，滔滔不绝地说起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我
们在薛家湾村还见到了几家养殖户种植户，

这几户人家都曾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经济来
源，生活困难，但在扶贫工作队的努力下却
盖起了猪舍，搭起了大棚，现在不仅有了可
观的收入，日子还越过越好。在温家沟村，
了解到这里将整村移民，村民们脸上洋溢着
幸福。在马家山村，看到小小的党支部村委
会办公室，充分感受到了党建在助推脱贫攻
坚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村委会带领村民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决心和信心。

短短三天，就像十三天，这三天我们就
像度过了十三天那般疲惫和满足。早晨迎
着初升的太阳进村，中午就在村民家中吃
饭，晚上踏着皎洁的月色下山，如此简单却又
如此充实。7月 17日中午我们
与扶贫工作队在村民薛治春家
一起吃饭，在饭后闲暇之余，工
作队的同志拿起摆在村民家里
的核桃，满脸笑容地对我们说:

“看，这核桃多好，都是村民们
辛辛苦苦摘回来的，如果能卖
出去那该多好。”这就是一心为
贫困村的扶贫队员，满眼满心
都是村民脱贫致富的大事。我
们也真实地感受到那种无声无
形却又震撼人心的“扶贫情”。

活动结束时，我们采访了
第一书记任昱。让我印象最为
深刻的是，我们问他:“面对这样
一个极为贫困的村子，您有想

过放弃吗？”任书记回答道:“2018年秋天的一
天晚上，我填完几张表格就搬着椅子坐到了
办公室外院子，坐着坐着便睡着了，之后醒来
时凌晨 2点，万籁俱寂，甚至觉得有些可怕，
但透着微弱的月光看到远处的贫困人家，便
觉得一切都值得。”任书记没有正面回答我们
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令我肃然起敬，敬佩感
油然而生。我想，这就是扶贫工作队队长，他
会感到困难感到辛苦甚至感到惧怕，但他却
能义无反顾，还在坚持。他的坚持犹如这夏
雨，给予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力量。

这种力量，也是精神，在每一位扶贫队
员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山高路远山高路远 润物无声润物无声
□ 常倩

扶贫工作队与吕梁学院社会实践团座谈 贾志玲 摄

大学生 贫困村走进

石楼县裴沟乡马家山村，位于石楼县西南
山上，离县城 30公里，下辖马家山村、薛家湾
村、刘家山村、温家沟村 4个自然村，距离裴
沟乡政府所在地 5.5公里，是个实实在在的深
度贫困村。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82户
557人，这些人或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或因
学致贫，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交通条件
落后是这个小山村最真实的写照。

就是这个小山村，在 2019 年将要完成
一件历史性的任务，就是实现整村脱贫。

我们对这个山村的第一印象是路途遥
远、交通不便、住户散乱、老年人居多、整体
较穷。所以，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乡村
里，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在国家精准扶贫
的政策和健康中国的战略支持下，这个村庄
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几年来，该村的精
准扶贫实施情况如何？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等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在其变化发展的
背后有多少人的努力和支持？在脱贫攻坚
的道路上又发生过怎样让人感动的故事？

这一切，都是我们社会实践团想了解的
内容。

这个地方，山高水远，道路崎岖，出行很
难，村民居住相距甚远，有时你在这户人家
时根本看不到另一户人家在哪里，从村庄的
上方俯瞰整个村，每一家村民都像是被随手
丢在山中的一般，村民之间如果想要交流，就
得启动“隔山喊话”模式。村庄的贫困让大多
数青壮年劳力选择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和
生活的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只有离开
乡村，他们才能更好地生活。这里的村民收
入来源少，有的只能种地为生靠天吃饭，年景
好的话多下些雨，收成也会好一些，村民日子
相对好过一些，年景不好的话，就很难说了。
就像今年，由于天气干旱，长出的玉米苗只有
一只鞋那么高，秋后收成可想而知。

2015年以来，吕梁日报社开始帮扶马家

山村。四年多来，通过报社所有党员干部的
共同帮扶以及一系列扶贫政策的落实，村民
的生活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乡村路由原
来的沙土路变为水泥硬化路面，老百姓再也
不怕下雨、下雪了，虽然还是没有城乡客运
可到达，但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在饮用水方
面，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村民们用水问
题在很多年前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喝，甚至
人畜抢水喝，现在新建了人畜饮水工程，有
效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

“多亏党的好政策，我们才能发展养殖，还
有人提供技术指导。”养殖大户张冬花说，在金
融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她家的小猪仔从 2014
年的10头发展到今天的120多头，家里的欠债
基本还清，生活也没有太多负担，基本实现了
发家致富奔小康。不仅如此，在产业发展方
面，全村建立了两个合作社，即石楼县裴沟乡
马家山村新起点脱贫攻坚造林合作社和石楼
县裴沟乡马家山村绿意蔬菜大棚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和养殖在金融扶贫政策的影响下，
大大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

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吕梁日报
社更侧重于“造血”。鼓励贫困户参加护工
护理培训，走出农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实
现脱贫致富，目前，马家山村已有 20多个人
培训了护工护理技术，外出打工有了一技之
长，收入也提高了。

吕梁日报社记者、扶贫队队员王耀告诉
我们说：“扶贫工作要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住
房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在我
们走访中看来，这些都做到了，在物
质极其丰富的今天，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群
众已不为吃穿发愁。住房上，危房
改造政策、整体移民政策让贫困户
住上了红砖白墙、整齐干净的房子，
旧貌换新颜。医疗上，贫困户的医
疗费用可以报销 90%，家里的负担
减轻了，人民生活的信心更足了。
教育上，九年义务教育已使得绝大
多数人上得起学，扶贫政策针对大
部分在校学子，有充分的优惠政策

和鼓励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全村没有一个孩
子辍学，从2014年以来，共有47名学生考取了
大专、本科大学。2018年8月7日，吕梁日报社
扶贫工作队组织了马家山村大学生座谈会，

“阻击”贫困代际传递。大学生们谈家乡变化，
说父母辛苦，论读书情怀，思人生之路，做优秀
人才，展宏伟蓝图。现场发言不时有几位大学
生双眼泪光闪烁，纷纷表示，无论何时何地大
家都要留住乡愁，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青春已成过往，艰难岁月也渲染最美
的主张。希望跨越时空，爱来到正前方，轮
椅导航，有你有我山高水长。拥抱梦想，相
信扶贫的力量，风雨兼程一路向前闯，爱把
心点亮。”这是 2017年 10月吕梁日报社扶贫
工作简报里的一首诗，反映的是为薛家湾残
障村民们捐赠轮椅的故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马家山村的脱贫致富，不
仅仅要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还应该
记得作为马家山村帮扶单位的吕梁日报社和62
名帮扶责任人为扶贫工作作出的贡献。

跟着党的政策走，幸福的日子在后头。
马家山村的脱贫，指日可待。入户走访 张子阳 摄

吕梁学院社会实践团 张子阳 摄

吕梁学院社会实践团在马家山党员活动室前 张子阳 摄

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精准脱贫
□ 贾志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