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桐语

跨入2020年，荣昌区吴家镇经发办
副主任、双流村党总支书记杨媚迎来了扎
根农村工作的第10个年头。

2011年，杨媚作为大学生村官被选
派到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双流村，走上了
带领村民致富的道路。

十年磨一剑，杨媚让双流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蔬菜村，让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8000元。近日，她被中宣部、人社部
评为 2019 年“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
生”。

追梦
不顾父母反对辞职回到农村

对未来的方向，年轻的杨媚一直有一
个明确的答案，那便是回到农村。

“我目睹过父辈的艰辛，想着通过自
己的努力，去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生在
农家、长在田坎的杨媚说。

为了找到实现梦想的路径，高考报
名时，杨媚毅然选择了农村区域发展专
业；大学毕业后，她到农业企业实习了两
年，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全产业链
加工和销售等方面，深入全面地进行了
学习。

此后，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在亲
朋好友的质疑声中，杨媚毅然放弃优厚
待遇，辞职回到农村，来到吴家镇双流
村。

执着
掏出全部嫁妆建蔬菜大棚

吴家镇双流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水源方便，是天然的蔬菜种植地。杨媚来
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谋划特色产业发
展。

经过走村串户的调查，她发现，虽然
双流村有很多村民在种蔬菜，但由于蔬菜
季节性强、种植规模比较小、受气候影响
大，群众收入很不稳定。一番思考后，杨
媚心中萌发了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建蔬菜
大棚，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的念头。

缺乏启动资金，杨媚反复劝说父母，
将自己的嫁妆和装修新房的13万元拿了

出来，流转土地6亩，建设了8个标准化的
蔬菜大棚，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白天，杨媚独自在大棚里干活，晚上
就睡在不通电、不通水的窝棚。回忆起冬
冷夏热的潮湿窝棚，杨媚笑着说：“那段日
子特别苦，但想到能带动群众富起来，自
己感觉很充实，一咬牙就这样挺过来了。”

一年后，杨媚的大棚种植初显成效。
2012年上半年，黄瓜、茄子、番茄、嫁接苦
瓜等第一季菜产值超过8万元，纯收入近6
万元。在杨媚的示范带动下，2013年，50
余户村民陆续建起了近100亩蔬菜大棚，
当年实现经济收益150万元。截至目前，
双流村有100余户村民建立起了600余亩
蔬菜大棚，每年可增加收入500余万元。

圆梦
双流村成为富裕村文明村

“有杨专家在咱们村里，我们心里踏
实。”对于双流村的村民来说，杨媚不仅是
致富的带路人，还是名副其实的农业专
家。

原来，村民们的大棚搭建起来后，杨媚
每天都会到村民的大棚里指导，告诉他们
何时通风、何时施肥、怎样防治病虫害等
等。不仅如此，她还利用自己的50余亩基
地，办起育苗场和试验田，新品种在这里试
种成功后，她就会在全村推广种植。

2013年，杨媚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杨媚带领村级班子成员，整合组建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

2017年，杨媚利用荣昌区发展村级
集体建设试点项目的契机，率先在双流村
建立了产业发展协会、股份制合作社和农
产品销售公司3个平台。2018年3个平
台开始盈利，产业经济发展协会开展资金
互助服务72万元，股份合作社开展土地
代耕服务1200余亩。农产品销售公司购
买物流车2辆，建立冷库660立方米，每年
统一销售莲花白、黄瓜等蔬菜1000余吨。

如今，吴家镇双流村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蔬菜村，2018年荣获了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荣誉称号，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8000元，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
返回双流村就业创业，双流村成为富裕
村、文明村。

掏出嫁妆建大棚 带出全国示范村
——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杨媚扎根乡村10年带领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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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近日，黔江区濯水古镇热闹
非凡，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重
庆市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也来到
古镇，为游客们带来极具民族风
情的歌舞演出。

据了解，黔江区旅游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旗下的重庆市民族歌
舞团，是我市唯一的一个市级民
族院团，歌舞团现有大型原创民
族风情歌舞诗剧《云上太阳》《濯
水谣》《民族一家亲》及其它原创
舞蹈、声乐节目百余个，2019年
共演出200多场，深受观众喜爱。

“每年的3月份到年底，我们
歌舞团每周都在濯水古镇安排篝
火晚会演出，为游客展现我们民
族风情。”歌舞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歌舞团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
主线，创作了不少节目，通过歌舞

展现了土家族、苗族传统的祭祀、
庆祝等文化。

2016 年，歌舞团受邀参加
法国巴黎“第六届法国、中国电
影节”开幕式，2018年受保加利
亚外交部邀请参加“第46届布
尔加斯国际民俗节”演出，向世
界展示了土家族、苗族的民族风
貌。

此外，黔江区旅游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打造了“山韵黔江”特色
文化品牌，传承发展黔江鸡杂、绿
豆粉、民族服饰、西南卡普、根雕、
土家银饰等土特产品、手工艺品
50多种，成为黔江独特的区域名
片。

“通过发展旅游和土特产，我
们带动了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让
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该公
司负责人说。

黔江区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传承民族文化 展示民族风貌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饶桐语

“冉爷爷，小辣椒怎么样才
能长得好呢？”“要用黑泥土来
栽，还要让它晒太阳。”这个对话
不是发生在田间地头，而是在秀
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栖小学
的蔬菜基地里，孩子们口中的冉
爷爷则是校长冉胜。在凤栖小
学，每个孩子都能体验农民伯伯
的生活。

几年前，冉胜在和孩子们聊
天时发现，虽然很多学生生长在
农村，却分不清油麦菜和包菜。

意识到劳动教育的不足，
2017年，冉胜在学校建立起“农
耕文化艺术馆”，收集并展出少数
民族农耕生活用品和用具，并通
过学生开放日，让孩子们认识农
具、学会使用农具、了解生产过
程。

2018年，冉胜又决定将学校
自留地分成36块，由36个班级
分别进行集体种植。1000多名

学生各得一个辣椒盆栽，展开了
一场“农耕达人”种植竞赛。

“刚开始，我还担心盆栽放在
外面会被破坏，结果没有发生这
种事。有个娃娃见盆里的辣椒叶
子掉了，抱着花盆大哭一场。”冉
胜说，孩子们不仅认识了农作物，
还学会了珍惜粮食，更呵护了他
们宝贵的爱心。

秀山是多民族聚集地，拥有
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凤栖小学
是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的学
校，1749名学生中土家族学生占
50.7%，苗族学生占13.6%，其它
少数民族占0.07%。

除开办农耕文化节，冉胜还
通过建民族手绘墙的方式，让学
生们了解土家族和苗族的图腾文
化；开发收集有秀山本土民歌的
校本教材《乡趣童音》等，用歌声
进一步唤起学生们对家乡的热
爱。

“我相信，他们将成为传承秀
山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冉胜
说。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冉胜：

在孩子心中撒播传统文化种子

重 庆 市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集 体 和 模 范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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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责任担当书写扶贫答卷
重庆检察机关“四位一体”助力精准脱贫攻坚

“路彻底变了样，我们还要把村
子治理好！”2019年11月28日，在武
隆区后坪乡天池苗寨的村民议事厅，
乡亲们济济一堂，重庆市检察院副检
察长李建超正在开展“面对面”的法
治课。

去年 9 月 17 日，江后公路通车
后，天池苗寨开寨迎客。这条公路倾
注着政法人的心血，连接着后坪人的
梦想。

在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场
上，重庆检察机关围绕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面贯彻重庆市
委和最高检的要求，围绕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职责使命，扎实推进精准扶
贫、生态环保、法治建设、消费助力

“四位一体”对口扶贫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

从纸面到实践
立下军令状：扛起脱贫攻坚责任

2019 年 2月 22日，武隆区后坪
乡，雪下得正紧，市检察院扶贫集团在
大雪中留下了调研的脚印。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天池坝
苗寨广场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农家乐
示范点项目、生猪生态养殖场建设
……后坪乡文风村留下了市检察院负
责人调研的身影。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考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
和根本遵循。

2019年，市检察院第一次党组会
专题研究对口扶贫工作，扶贫集团基
层调研第一站选在后坪乡，第一次调
研就召开了扶贫现场会。

市检察院扶贫集团增加武隆区检
察院为成员单位，各级检察院“一把
手”带头蹲点对接贫困户，全市检察机
关76名干部到重点村担任“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形成了上下贯通、责

任到底、合力攻坚的“扶贫方阵”。
2019年9月5日，市检察院负责

人再次带领5个分院检察长来到武隆
区后坪乡文凤村，一分院副巡视员刘
千武接过了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乡
工作队队长的“接力棒”……

市检察院相继下发《对口扶贫实
施意见》《服务保障重庆发挥“三个作
用”的意见》，提出强党建、促治理、帮
产业、助环保、多消费、办实事“六大重
点行动”。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胜才将“重
庆市检察机关党员教育实践基地”牌
子挂在了文凤村活动室。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洪梅率领三
级检察院“莎姐”走进贫困村，为留守
儿童带去普法课。

巫山县检察院驻村扶贫干部制作
好脱贫攻坚挂图，牢牢钉在青石村的
墙上。

万州区检察院驻村扶贫干部通过
“中国社会扶贫网”手机APP完成57
户贫困户注册，对接社会资源平台
……

不同的动作指向不同的村庄，聚
焦的却是同样的目标：打赢脱贫攻坚
战。

从漫灌到滴灌
聚焦主战场：决战精准脱贫第一线

金竹乡，石柱县深处的一个“袖珍
乡”，全乡3个村10个村民小组459户
1649人，其中贫困户15户57人。

如何带动村民高质量脱贫，成为
结对帮扶单位石柱县检察院的“心疙
瘩”。

石柱县是中国辣椒之乡、黄连之
乡，若盲目地跟从其他地方种辣椒、种
黄连，容易造成项目单一化，导致脱贫
道路“堵车”。项目怎么选？这让石柱
县检察院驻村扶贫队员犯了愁。

一天，扶贫队员秦领到潘婆婆的
莼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走访后，发现
金竹乡的气候、地理情况符合莼菜的
生长要求，并表达了引进莼菜种植的
想法。

为打消部分贫困户担心试种失败
没有收入的现实难题，石柱县检察院
帮助试种贫困户争取到每亩2000元
的补助，以支持莼菜试种项目。

有了莼菜公司提供的免费种子、
种植技术和试种补助，贫困户们大胆
投入到莼菜的种植中去。半年后，第
一批莼菜出水，经公司检验为上品莼
菜。

“检察院对金竹乡的帮扶真的是
用心用力。”金竹乡党委书记杨海介
绍，在石柱县检察院的帮扶下，金竹乡
已整体脱贫，所有贫困村已“甩”掉贫
困帽。

变“产品”为“产业”，以产业为根
本，推动脱贫攻坚，是检察机关的共同
探索。

“多亏了驻村扶贫干部，现在花
椒树变成了我家的‘摇钱树’，全家老
小的衣食住行都靠它了！”荣昌区禾
苗村四组脱贫户李开怀说，他家因残
致贫，在驻村“第一书记”刘益的帮助
下，引项目、教技术。如今，他不仅种
植了花椒，还栽种了2亩蟠桃、3亩黄
精，积极发展多种农作物，实现了家
庭增收，对稳定摘掉“贫困帽”信心满

满。
产业和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
年，重庆检察机关驻村扶贫队员们结
合当地实际谋发展，想了不少招儿：发
动大伙儿养中华蜂，种植金银花、中草
药，建设神垭牛肉养殖场，村里集体土
地流转引进新企业……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壮大企业，绘就贫困农民精准脱
贫致富蓝图。

从忧居到优居
当好代言人：按下生态保护提速键

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
梅溪河的今昔，折射出奉节县检察院
秉持这一理念的决心。

2018年3月，奉节县检察院在走
访农户时了解到，康乐镇两河口东桥
头长期存在居民向附近的梅溪河中倾
倒垃圾的现象，在大部分垃圾被河水
冲走之后，仍在河岸边形成了约15立
方米的生活垃圾堆，污染了梅溪河环
境，影响居民饮用水安全。奉节县检
察院向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镇政府
随即对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增设了垃

圾桶、警示标识和一条垃圾清运线路，
受到群众好评。

“经过对本次排查表信息的梳理，
发现了2条关于饮水安全和乱堆乱放
垃圾的线索。下一步，我院将根据这
些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启动调查程序。”
奉节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宏介绍，奉
节县检察院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
并重理念，开展检察官巡山、巡湖、巡
田工作，推进辖区内山水林田湖等生
态环境资源保护。

“公益诉讼也是我们服务脱贫攻
坚的重要举措。”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梁
田感慨道。

在武隆区，文凤村曾经一栋栋凋
敝的房屋、一个个破败的猪圈，如今已
脱胎换骨，民宿、火锅店、咖啡馆、特色
餐馆布满整个苗寨,成为村民们脱贫
致富的重要帮手。

在合川区，247户农民拿到了因
耕地被污染的赔偿款。

在荣昌区，6个镇（街）完成了厕改
工作，改建完成109户厕所。

在酉阳县，150余家农药经销店
网点全部建立采购、销售台账……

鲜明的图景、生态的反差之间，重
庆检察机关奔跑奋进的足音清晰而有
力。

从打赢到打好
深耕责任田：唱响法治建设协奏曲

2019年10月30日，城口县治平
乡阳某颤着双手接过司法求助金时热
泪盈眶。

2012年12月，阳某的儿子被故意
伤害致死，由于被告人无偿还能力，导
致阳某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给儿
子处理丧葬事宜和维持生计，阳某一
家还借上了高利贷，几年来一直疲于
还债，并被纳入了贫困户。

“由于不懂法，阳某老两口从来不
知道儿子的案件可以申请司法救助。”
城口县检察院检察官冯昌燕回忆。

在厘清案情后，城口县检察院决
定双管齐下帮助阳某，争取司法救助
的同时必须让他从高利借贷的恶性循

环中脱离出来。为此，城口县检察院
多次与福建莆田司法机关核实案件事
实、有无重复救助等情况。

在2019年7月9日召开的公开听
证上，听证员纷纷表示认可，一致同意
检察机关给予阳某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5万元，用于解决现实困难。

“强化司法救助与脱贫攻坚联动，
为农村综合治理贡献检察力量。”城口
县检察院检察长黄斌介绍，城口县检
察院院结合该案，给治平乡政府送达
检察建议，要求乡政府加强对非法民
间借贷的监管力度，加大关于非法民
间借贷的政策宣讲范围。

“重庆检察机关助力脱贫攻坚，要
诀在于‘责任’二字！”市检察院政治部
主任钟勇时如是说。

司法救助的责任为因案致贫、因
案返贫的困难群众打开了希望之门。

脱贫攻坚从“打赢”到“打好”，重
庆检察机关一直在深耕责任田。

在涉农犯罪领域，2019年9月，铜
梁区检察院针对一起以“精准扶贫”为
名骗取贫困群众财产的犯罪案件，启
动快捕快诉机制，以涉嫌诈骗罪依法
批捕曾某等3人。

在职务犯罪领域，2019年7月，检
察机关对挪用集体复垦资金220万元
的原村委会主任彭某提起公诉，严惩
扶贫领域贪腐犯罪。

2019年，黔江区检察院4名“80
后”“90后”检察官背着背篓走进全区
219 个村社，把基层矛盾化解在一
线。涪陵区检察院驻白涛检察室开通
广播，让普法电波飞入寻常百姓家。
武隆区检察院在文风村设立“法治扶
贫工作室”，推动该村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发展……
新年伊始，巴渝大地春潮涌动，重

庆检察干警依然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
上，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书写着脱贫攻
坚战场上的“检察情怀”。

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干警在老乡家了解收成情况

张博 陈伦双
图片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崔力)2020年1月6
日，“心有光芒，必有远芳——2019马云
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在海南三亚举行，
来自全国的100名乡村教师获奖，其中我
市酉阳乡村教师张家林和彭水乡村教师
张宏伦榜上有名。他们将在随后三年里
获得总计10万元的现金与学习资助。

今年获奖的两名重庆籍教师中，来自
酉阳的乡村教师张家林，积极引导乡村学
生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开展人人都是小发
明家等活动，为乡村孩子从小树立自信和
创新意识。而来自彭水乡村学校的张宏
伦老师则是在教改中提出“以生为本，智

慧解读，优效训练，共同成长”的理念，大
胆实践素质教育理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习惯和同学间合作精神，让整个班级充
满活力。

颁奖晚会上，张家林和张宏伦老师表
示，这次获奖和整个评选过成不仅是一个
荣誉，更是一次和全国先进乡村教育工作
者学习交流的机会，让自己在校园管理、
团队建设、课程创新等各方面受益良多。

5年来，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育计
划已服务了获奖校长60人、获奖老师500
人、入选师范生200人，开展了9所乡村寄
宿制学校试点和39所乡村少年宫。

2019马云乡村教师奖三亚颁奖

重庆两名老师榜上有名

1月6日，海南三亚，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现场，我市酉阳乡村教师张家林（左）
和彭水乡村教师张宏伦获奖。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