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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2018 年以来，龙泉市先后有 2 名干部、40 名专技人员来到昭化区挂职，他们深入基层扶理
念、扶信心，扶知识、扶技术、扶市场，扶起了秦巴山区困难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筑强了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

根据国家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要求，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与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两

个远隔两千多公里的地方，建立了结对帮扶关

系。

2018 年 4 月以来，龙泉市先后有 2 名干部、40
名专技人员离开家乡亲人来到昭化区挂职。在龙

泉挂职昭化区副区长廖旭青的带领下，他们深入

基层扶理念、扶信心，扶知识、扶技术、扶市场，扶

起了秦巴山区困难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筑强了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迈向全面小康的信心！

“来昭为什么、在昭干什么、离昭留什么？”是

龙泉挂职昭化干部们始终铭记的“援昭三问”。三

年来，他们留下了人，更留下心，留下了发展的希

望，留下了即使他们离开了还能生生不息发展下

去的扶贫产业。

留下来，他们把事业留在昭化

每天下午，昭化区王家镇新华村二社的贫困

户张涛都会到大棚里转转，架上摆满了密密麻麻

的香菇袋，虽然菌棒满是疙瘩，可在她眼里都是

“宝贝”：“香菇天天在长，看着就开心。摘过来都

是钱，摘半天可以卖几千块钱呢。”

龙泉与昭化结为“亲家”后，由于地形相近、气

候相似，发展食用菌产业成为了龙泉挂职干部的

首选扶贫产业，并打算在条件较为成熟的王家镇

新华村、熨斗村发展。可提议刚一出来，就遭到了

当地贫困群众的反对。

原来当地曾经成立专业合作社，可由于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不仅拖欠了务工群众的工钱，

参与种植的菇农也连年亏损。要让香菇产业起死

回生，必须解决技术和成本这两大“拦路虎”。

了解了情况后，龙泉挂职昭化区副区长廖旭

青和干部们一道，制定了“零投入、学技术、有保

障”的解决方案：从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中配套产

业发展资金，从龙泉招引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由

专家提供技术、管理；引导业主拿出 10 万袋香菇

菌棒建立扶贫车间，贫困户在扶贫车间每月 1800
元保底工资，为鼓励贫困户学技术，按照每袋菌棒

生产 2斤香菇的标准，超出部分按每斤 1元给予奖

励分红。

没有后顾之忧的张涛，2019年代种了 2万袋，

前期务工、中期管理、后期分红加起来收入超过 4
万元。今年，她种了 4 万袋，收入能达到 8 万元。

在当地，有很多像张涛一样的贫困户，通过种植香

菇走上了致富之路。

怎样将东部的发展优势融进西部的脱贫奔小

康，是龙泉挂职干部们将国家课题落地基层的最

大使命。在两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他们最终构建了“空中飞蜂、林下养鸡、坡上种药、

地里长菌、稻田养鱼、园区共建、全网电商”的立体

产业扶贫格局。

留下来，他们把岗位留在昭化

尽管面临着风俗差异、水土不服等困难，龙泉

挂职干部们以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昭化人

民兄弟般的感情，在遥远的异乡厉行“丽水之干”。

2019 年 3 月，元坝小学急需一名音乐教师。

在援川干部张伟的动员下，他的妻子、龙泉四中教

师梁慷来到元坝小学挂职。携 5 岁的女儿张悦

熙，张伟、梁慷夫妇全身心地把精力投在了扶贫协

作工作中。

梁慷的挂职时间原本只是半年，因舍不得朝

夕相处的学生，再加上对丈夫工作的支持，主动将

挂职时间延长到了一年。

“感动广元”的龙泉医疗团队帮助昭化区人

民医院创建了血透科，援助完成了昭化第一例脑

外科手术，建立专家工作室，在昭化留下了一次

又一次的义诊。为了做好“传帮带”，挂职昭化区

人民医院血透科徐旭萍护士长的挂职时间也由

三个月延长到了半年。挂职昭化区经信局局长

助理的华永龙抱着“决不给龙泉人民丢脸、为昭

化办好实事”的决心和信心，积极参与四川省重

点项目——总投资 200 多亿的中国西部绿色家

居产业城，参与基础建设、厂房规划和招商引资

政策性文件的完善，以及签订招商引资协议的风

险规避等工作，充分发挥一技之长，努力为当地

发展当好参谋。

华永龙的工作能力得到领导、同事们的充分

肯定，在昭化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他的

挂职时间一延再延，从半年增加至一年半。

留下来，他们把情谊留在昭化

三年来，龙泉昭化两地人民心连心，手牵手，

谱写了一首新时代携手脱贫奔小康的赞歌。

在血透室，两面鲜艳的锦旗代表着昭化人民

的满满情意。今年 5 月 28 日，患者何某因摔伤出

现脑出血，且需进行高凝状态无肝素透析治疗，龙

泉挂职医护人员金少芬、徐旭萍、周彦竭尽所能，

与昭化区医护人员一道全身心抢救病人，终于使

之转危为安。

今年年初，丽水严防死守新冠疫情，昭化区群

众时刻牵挂着远在浙江的亲人。2 月 15 日，四川

省广元市昭化区卫子镇穿心春花联合支部书记、

农乡情合作社理事长刘国强将村民捐赠的 168 箱

60480 枚绿壳鸡蛋，送给丽水和龙泉人民。他们

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想借此表达一下感谢。”据

悉，自 2018年以来，龙泉市助推昭化 242养殖户养

殖绿壳蛋鸡，目前存栏蛋鸡 10万羽，可日产蛋 5万

枚，并开拓了多个网上销售平台，有效地带动贫困

户增收。

三年来，龙泉昭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取得

了喜人成效。昭化区累计实现 63 个村、8834 户

29792人脱贫退出。2019年 4月，昭化区成功退出

国家贫困县序列。并连续两年获得四川省东西部

扶贫协作考核“好”等次。2019 年昭化代表浙川

两省接受国扶办东西部扶贫考核，高质量通过。

2019年龙泉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在丽水市考核中

取得“好”的等次。相关工作在中央电视台、人民

日报、四川省委办公厅《信息专报》、四川频道、浙

江经视等媒体频频亮相，赢得了社会各界关注和

一致好评。

“有一种担当，叫休戚与共；有一种精神，叫无

私奉献。你们的每一句深情问候，都饱含着守望

相助的亲情；你们的每一笔捐赠，都倾注着和衷共

济的情怀；你们的每一次伸手，都汇集成爱心激荡

的滚滚暖流！你们的深情厚谊，昭化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这是中共广元市昭化区委、区政府向龙

泉市委、市政府及龙泉市人民发来的感谢信中的

一段话，感激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文 陈炜/图

龙泉挂职干部在昭化留下了生生不息发展下去的扶贫产业

扶起脱贫志气 筑强决胜全面小康的信心

□ 记者 朱剑 通讯员 张巧燕

本报讯 连日来，在遂昌县新路湾镇夹路畈村的

田野里，农户们正抓紧时间对刚刚收割完的成片制种

稻田进行翻土、播种，站在一旁的村委会主任雷志文

则仔细询问着大家今年杂交稻制种的收益，以及接下

去的油菜轮种等事宜。

2017年5月，雷志文放弃了在外经营良好的木材加

工企业，回到家乡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民族村村委会主

任。“我想为村民做点事。”雷志文此后一心扑在了村里的

发展上，为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而不断忙碌。

新路湾镇常乐源田园综合体内地域平坦开阔，自

古有“江南粮仓”的美誉，而夹路畈村作为综合体内的

重点村，全村 60%以上的村民直接或间接从事杂交稻

制种行业，杂交稻制种已然成为了村里畲汉群众收入

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担任村委会主任后，雷志文多

次与镇相关部门对接，规划建设夹路畈种业社会化服

务区，从技术指导到教育培训，从插秧收割到种子销

售全程帮扶服务，有效调动了村民经营制种业的积极

性。目前，作为夹路畈村支柱产业的杂交稻制种，年

制种总收入已达 500 余万元，村民仅此增收 6000 余

元。

在做大做强杂交稻制种产业的同时，雷志文因势

利导，抓住美丽乡村和邻村的蕉川村未来乡村建设试

点机遇，努力把夹路畈村列入试点建设范畴，争取到

县统战部专项资金 200 多万元，请来了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规划专家设计“花样畲寨”项目。2019年，通过与

本村的种花能人蓝松青合作，流转村里近 20 亩土地

建设遂昌最大的欧月基地和凤凰花海，成为 2020 年

“五一”长假游客打卡热门地，带动农场花卉和村民农

特产品销售。

村集体经济一直是夹路畈村的薄弱环节，雷志文

在与村两委其他干部多次商讨谋划后，成立了全县首

家现代农业服务平台。截至目前，村里先后投入 40
万元，采购了 2台联合收割机和 10台电动喷雾器以及

开沟机等多种现代农机具。如今，通过一年多的运

营，平台已初具效益，仅此每年能让村集体获得分红 4
万多元。

近年来，村里建起了三星级旅游公厕、各条道路

上 的 路 灯 亮 起 来 了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从“ 零 ”到

“万”⋯⋯夹路畈村谱写了一页又一页华丽的篇章。

看到这些可喜变化，雷志文表示，自己对返乡的选择

不后悔，现正值乡村振兴用人之际，作为一个返乡青

年，作为夹路畈村的村委会主任，他希望有更多的青

年回到村里，共同建设美丽家乡。

遂昌夹路畈村
这个“花样畲寨”花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