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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胡昌清 陈刘超

林松苗，景宁畲族自治县家地乡的乡镇干部，三

年来为全乡留守老人免费理发 1000余次，被当地人

亲切地称为“剃头干部”。

家地乡是位于景宁南部的偏远边境山乡，由于

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乡里居住的大多都是留守老

人。5月 3日下午，本应在家休假的林松苗一早就联

系了家地乡家地行政村村干部吴树根，让他通知在

村里需要理发的村民在家等他。原来，林松苗了解

到当地有好几位留守老人的头发很长了，急需解决

“头等大事”，于是趁着假期自己开了 70 公里的车，

来到这里“送服务”。

“嘀嘀。”当天下午两点，远远听到汽车的喇叭

声，村民们就知道是“剃头干部”来了。78岁的村民

张永祥知道林松苗要来，早早就在家门口等待，一见

到他来，露出满面的笑容，马上让大儿媳泡来热茶。

“敬业”的林松苗不急着喝茶，拿出理发工具箱，一边

与张永祥唠起家常，一边开始了理发工作，不到十五

分钟，就为老人剪了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张永祥的老伴久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人时

刻照顾，而他的大儿子身体也不太好，需要常年服

药，家庭较为困难。林松苗便隔三差五地过来，为张

永祥的家人免费理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刚为张永祥老俩口理完发，其他村民就找上门

来。“现在乡里没有理发师，剃头要跑到景宁县城，麻

烦得很，小林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头等大事’。”83岁

的老党员吴正林也是留守老人，看到自己修剪好的

头发，镜子一照精神了许多，乐呵呵的高兴不已。

今年 37岁的林松苗 2016年从部队转业，同年 8
月底被安置分配在家地乡政府工作，对这里的乡亲

们充满着感情。任职期间，他发现留守老人们理发

不便，就自己当起了“剃头匠”，为留守老人们提供帮

助，与此同时，还能和留守老人们拉拉家常，深入了

解乡情民意。

一个多小时，林松苗修剪了 6 位留守老人的头

发。收拾了理发工具，他准备去其他自然村看看，帮

助那里的老人理发。村民们纷纷送来自己家种的芥

菜、咸菜、笋干，表达对“剃头干部”的谢意，但都被他

一一拒绝，挥手告别。

畲乡干部化身“剃头匠”用心绘好“民情地图”
三年来他为全乡留守老人免费理发1000余次

阅读提示

他发现留守老人们理发不便，就自己当
起了“剃头匠”，为留守老人们提供帮助，与
此同时，还能和留守老人们拉拉家常，深入
了解乡情民意。

□ 记者 庄啸

日均工作 10 小时、日行 120 公里、走遍

515个大棚……这一系列数字构成了“云和师

傅”雷岩德的五一小长假日程。在这个假日

里，他每天坚持赶往一线，指导新疆阿克苏地

区新和县各黑木耳种植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多年奋战脱贫攻坚一线
他是“菌中名将”

62 岁的雷岩德是云和县崇头镇人，作为

家里 5个兄弟姐妹的老大，雷岩德初中读完就

外出打工。“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最穷的时

候只能靠着番薯叶和苦菜充饥。”回忆起当年

的生活，雷岩德说，他不想让家人们再过这样

的日子，所以后来到安徽学习了食用菌种植

技术，想靠这门技术脱贫致富。

上世纪 90年代左右开始，雷岩德的食用

菌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回到家乡云和开办

了种植基地，年收入达十多万元。雷岩德的

名气也逐渐在业内传开，安徽省祁门县、霍山

县等地先后邀请雷岩德到当地做技术指导。

对于扶贫的邀请，雷岩德从来不推辞，必

定倾囊相授，如果遇到贫困户在采购菌菇棒

上有经济困难的，他还会主动出钱为其购置：

“我自己是苦日子过来的，看到贫困户就觉得

有一种责任要帮助他们。”

只可惜，在 2008年，因为妻子身体不好的

原因，雷岩德不得不暂缓自己的扶贫脚步，回

到云和照顾妻子。

奔赴万里之外带领农民脱贫
他“从严治菌”

2017 年，浙江援疆积极推动“万亩亿元”

增收工程试点，组建了政产学研用一体的技

术攻关团队，外引浙江食用菌创新团队力量，

在沙漠戈壁培育出首批黑木耳。因具备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木耳成为当地产

业扶贫的重要抓手。2019 年，雷岩德主动报

名，奔赴万里之外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

担任食用菌技术员。

“这两年，我老伴儿身体好起来了，两个

女儿也都就业，家里已经不需要我负担太多，

既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帮助贫困群众，我自然

义不容辞。”谈起自己为何在 61岁的年纪还只

身赶赴万里之外的新和县，雷岩德如是说。

来到新和后，雷岩德接到了任务：9 个种

植点，502个大棚，100余万个菌菇棒。面对巨

大的工作量，雷岩德丝毫没有退缩，菌种培育

到菌棒生产，再到下地产耳，他全都手把手地

教给当地种植户，甚至有时凌晨两三点钟还要

去检查菌棒质量。

一开始，当地一些种植户并不理解黑木耳

种植的意义，随意喷洒、不按规采摘、不做通风

工作等行为时常发生。雷岩德做事仔细，在他

的指导下，种植户们纠正了不当的种植方法，

黑木耳产量增加。2019年，在雷岩德帮助下，

502 个种植黑木耳的贫困户全部完成脱贫摘

帽。

助力脱贫不停歇
他想当“常胜将菌”

晚上 9 点，新和的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吃

过晚饭回到自己房间的雷岩德这才有时间拿

出手机，点开“云和师傅”的微信群和大家沟通

当天的工作情况。

“司马义我明天先到你们那，可不要偷

懒。”

“玉山江你们点今天大棚透气工作还是没

做好，我明天要重点检查的。”

“艾买尔江今天你们的黑木耳摘早了，接

下去可千万不能这么浪费。”

……

根据当天发现的情况，雷岩德逐一和各个

种植点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叮嘱他们接下去

需要整改的地方。“黑木耳种植在新和是有了

成效，但是农民距离真正掌握黑木耳种植技术

还差得很远，现在我每天都会到点位盯着。”雷

岩德说。

像雷岩德这样，在阿克苏地区开展食用菌

种植指导云和师傅还有 9 人，他们懂技术、肯

帮带，奔跑在脱贫攻坚一线。雷岩德告诉记

者：“去年我负责的 502 户贫困户都已完成了

脱贫，今年增加到 515 个棚，103 万个菌菇棒，

我想继续做下去，真正让他们掌握技术，彻底

做到脱贫不返贫。”

61岁奔赴万里之外援疆，对当地贫困种植户倾囊相授

云和师傅雷岩德和他的“百万大菌”

五一期间五一期间，，雷岩德未有丝毫休息雷岩德未有丝毫休息，，持续奔波在他负责的大棚中持续奔波在他负责的大棚中，，指导当地农民种植黑木耳指导当地农民种植黑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