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9日，黔江区中塘乡双石村茶
树基地，记者远远看到王运洪时，一大群村
民正将他围在中间，很是激动地说着什么。

难道又起争执了？——毕竟，双石村
群众工作难做，在整个黔江都是出了名
的。记者走近才发现，大家在讨论茶树冬
季管护技术。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大意
都是“王书记，只要是你说的，我们就听”。

53岁的王运洪是黔江区委宣传部副
调研员，2017年主动申请来双石村当驻
村第一书记。他上任第一天，正好有部门
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上百名群众围上来
反映问题。王运洪在旁边听了半天，发现
村民的意见集中在道路和饮水上。

双石村基础设施薄弱，村里也没有
支柱产业，全村900余户3800多人中，
就有贫困户127户511人。

王运洪告诉记者，20多年前他当老
师时，就喜欢给学生讲身边的典型人物
故事，比如黔江“土家愚公”简旺超带领
子孙苦干15年，硬把87个乱石坑改成
22块梯田，“现在有政策，条件也好，我不
相信改变不了双石村的面貌。”

他从村民们最关心的水和路着手，找
水源、争取资金修公路……让家家户户都
吃上了自来水，公路也通组入户了。办这
些实事，让他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脱贫必须要有产业。他经过调研，
发现村里适合发展茶叶，但村民是否愿
意，他心里没底。

2017年底，王运洪组织召开村民大
会，征求村民意见，大家都很支持。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还有啥说
的，干！”短短两个多月，大家就凑了40

多万元，整治了600余亩土地。
王运洪又牵头成立村集体经济组

织，走“合作社+农户+产业带头人”的路
子，带动村民种茶。

基础设施好了，产业有眉目了，外出
务工的能人纷纷返乡。在外做生意多年
的肖斌返乡发展了100多亩茶叶，带动
10多名贫困户务工；在外搞工程的杨伟
回老家担任了合作社常务理事长……

2019 年，正值茶叶栽植的关键时
期，王运洪却病倒了，医生让他住院。可
他每天输完液便偷偷跑到村里，晚上再
赶回去住院。

目前，双石村已发展龙井和安吉白茶
1540亩、油茶4500亩、油菜4500亩，还
规划了2000亩高山魔芋。贫困户杨天俊
去年种了9亩安吉白茶，后年可进入盛产

期，“这日子可有盼头了！”杨天俊说。
如今，村民们最担心不再是水和路，

而是王运洪离开。王运洪说，前两年种下
的茶明年才能见成效，下一步村里还要搞
乡村旅游，“这些事不做完，我不走。”

“在黔江，近年来涌现出的基层扶贫
干部典型还有很多。比如‘背包书记’田
杰、‘点子书记’全克军等。”黔江区相关
负责人说，新时代的“黔江精神”需要党
员干部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发挥带头作
用，“既要埋头苦干，也要创新实干。”

在黔江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黔江破解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发展、壮
大了一大批新兴农业产业，生态旅游业
迈出坚实步伐，贫困山区面貌焕然一
新。2019年底，该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均纯收入达到12873元，累计实现1.15
万余户4.47万人脱贫，全区65个贫困村
全部销号，贫困发生率降至0.05%。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接下来，我
们要实现乡村振兴，还要撸起袖子继续
干！”该负责人说。

带头干创新干

10月27日，太阳刚爬上树梢，黑水
镇胜利村村民王贞六养的两百多箱蜜
蜂，已开始四处寻花觅食。

70岁的王贞六在养蜂路上屡败屡
战，从不服输，现在成了黔江有名的“中
蜂大王”，每年养蜂收入20多万元，还带
动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王贞六床头的养蜂技术书籍堆成了
小山，内页已被翻得卷边。“要搞产业，
离不开书里的技术——和以前不一样
了……”他感慨地对记者说。

“年轻时，我屋条件算好的。”王贞六
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穷，他
不愿苦熬，不但种粮、养猪、种烤烟，还在
施工队搞爆破，“加起来一年收入有几万

块，很快让家里变了个样。”
没想到，2009年命运出现转折——

老伴患病，大儿子残疾，他自己因年龄超
限不能再从事爆破工作……王家从殷实
户变成了贫困户。

“丢不起这个人。”他不愿意戴顶贫
困户帽子，想养蜂，但没技术。

“硬是瞌睡来了遇到枕头。”正好，黔
江区搞养蜂培训，当时65岁的王贞六成
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觉得自己“入门”了，王贞六当年就雄心
勃勃养了8桶蜜蜂，结果因为没有及时根据
天气变化增减巢脾，8桶蜂跑得只剩下1
桶。这年秋天，他又买回8桶蜂，又由于没
及时发现幼蜂病症，蜂群再次“全军覆没”。

屡次失败，这是王贞六没想到的，
“以前条件那么差，还没得这么多扶持政
策，我都搞得好，我就不相信现在养不
好蜜蜂！”王贞六找到了失败的症结所
在——技术不过关。

他虚心请教专家，专家主动上门指
导，还给他推荐养蜂专业书籍。王贞六
到处没买到书，便找人借来逐页复印，光
复印费就花了500多元。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他都蹲在蜂箱
跟前看书。”老伴罗启碧说。

2016年春，王贞六再次借钱买了4
桶中蜂，年终扩繁到8桶，收入8000多
元。“莫看我年龄大，还是要跟上时代。”
他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方便随时向专

家咨询技术。
2017年，王贞六获得10万元政府贴

息贷款，买了60桶中蜂，当年就发展到
220桶，成为胜利村最大的养蜂户。他还
领头成立了担子坪中蜂养殖合作社，免
费给村里27户贫困户送蜂群、送技术，
带动他们一起致富。目前，合作社已发
展了300多桶中蜂，每年能为村民带来
30多万元收入。

“脱贫光有劲儿还不够，还得学技术，
巧干。”一辈子都在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
王贞六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与时俱进”。

“王贞六最终能脱贫，是因为他刻苦
钻研技术。‘扶技’是确保贫困户顺利实现

‘造血’的重要保障。”该负责人介绍，黔江
区近年来坚持技能扶贫强素质、就业扶贫
增收入、利益捆绑保稳定，实现有培训意
愿的贫困群众应训尽训，让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心劲能使得出、有效果。

从蛮干到巧干

“我们村在山沟沟，比山上要少照两
三个小时的太阳,天黑得早，干啥都得抓
紧！”10月28日，鹅池镇南溪村，57岁的
庞建华弓着背，在镇上卖完今年最后一
批蚕茧后，用左手帮忙“提”着左腿，沿着
弯曲的人行便道一瘸一拐地回家。

庞家左邻右舍都是新楼房，相比之
下，他家的平房最寒碜，但建在平房一旁
的蚕棚十分气派。蚕棚是钢结构，有两
层楼高，占地400平方米。“先把蚕子的
家安好，以后再考虑自己的住房。”庞建
华说。

庞建华左腿残疾，妻子聋哑，年近八
旬的母亲双目失明，两个儿子还在读
书。集因病、因学、因残三重致贫因素于
一身，庞建华家因此成为南溪村条件最
差的贫困户，一直靠低保维持生活。他

以前也尝试过各种办法挣钱，但都失败
了。

蚕桑是黔江区三大农业骨干产业之
一，也是公认的“短平快”产业，当年栽桑
养蚕，当年就能有收益。因此，当地将蚕
桑作为脱贫增收支柱产业，新建桑园、桑
园管理、建设蚕棚、购买机具、修建生产
便道等，都有政府补贴。

政策虽好，可栽桑养蚕需要劳力，还
要懂技术，庞建华看着自己的左腿，想干
又不敢干。后来，在镇村干部的鼓励和
牵线下，他到村里养蚕大户的蚕棚打工，
第二年就成了技术员，自己还种了6亩
桑树，养了4张蚕，加上养猪养牛，当年
收入1万多元。

2017年，庞建华把自家桑园增加到
30亩，养蚕 30张，还请了几名村民帮

忙。去年，他又建起了现代化的钢架蚕
棚，蚕棚里有14个长9米、宽1.5米的4
层棚架，每季可育蚕20张。

养蚕是个苦活。蚕子生长旺季每
天要吃 1.5 吨桑叶；14 个棚架数十张
蚕台，每天至少要分别铺两次桑叶、消
毒一次、扫灰一次；天旱时，还要背水
上山浇灌桑树。妻子胡艾娥带着村民
采摘桑叶、管护桑树，庞建华负责打理
蚕房。

对于行动不便的庞建华来说，打理
蚕房更不容易：他得用左手“拎”着左腿
上高凳，给棚架高层的蚕喂桑叶，再用同
样的姿势扶着棚架下到地面，再挪动高
凳喂下一批。每天，他要挪动60次高
凳，12个小时都泡在蚕棚里。

凭着这股子吃苦的劲，庞建华成了

当地“苦干”的典型，光今年就养蚕70
张，收入超过10万元，还带动李祝兰等
几户村民增收。

庞建华为啥这么能吃苦？“我们这里
有句土家山歌，‘桐子花开碗碗红，土家
人穷志不穷’。”庞建华告诉记者，靠自己
双手吃饭，才吃得硬气。去年，他还主动
申请退出了贫困户。

在黔江，近年还涌现出了很多和庞
建华一样“苦干”的贫困户典型：黎水镇
华阳社区覃太清身有残疾，同样靠养蚕
脱了贫；黑溪镇光明村的杨胜菊一个人
养了20多头肥猪；蓬东乡麻田村贫困户
周适合发展了170亩桑园……

“只要志气不消磨，办法总比困难
多。”黔江区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身处极度贫困的黔江
人，靠着一股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劲头，
解决了温饱，“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我
们仍然用这股劲头，来鼓舞干部群众，激
发出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宁苦干不苦熬

资料来源：黔江区扶贫办 制图/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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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篇

□本报记者 罗芸

黔江区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

居区、边远山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区县于一身。贫瘠的大山、恶劣

的条件，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为摆脱贫困，黔江人民喊出“宁

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口号，将内生动

力转化为脱贫致富的强劲动力，于

2017年脱贫摘帽，成为重庆市及武

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首批通过国

家评估验收的区县之一。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黔江，

看新时代黔江干部群众如何苦干、巧

干、实干，靠自己的双手干出好日子，

让贫困山区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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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万人
截至2019年底，黔江全区累计实现 1.15万

户4.47万人脱贫、全区65个贫困村全部销号

1.3万元
2019年底，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可支

配年收入近 1.3万元

15万亩
建设“烟+菜”“林+菜”“稻+鳅”“桑+菌”

等立体农业基地 15万亩，带动贫困户增收

7295户
388名产业发展指导员通过为贫困户提供

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技术培训，引导 7295户贫
困户顺利脱贫

5052对
5052名干部与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

实现了“扶志”“扶智”与“扶技”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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