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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服务·帮办

□ 记者 丁罡 刘奇 姚驰

“通江不摘帽，挂职不结束。群众不脱

贫，帮扶不停歇。”这短短 20字是张春根初到

四川通江时的扶贫誓言，也成为他三年扶贫

工作的行动指南。

2018 年 4 月，时任遂昌县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长的张春根提上行李，肩负组织的使命

重托，由东往西跨越一千多公里，来到通江开

展扶贫工作。抵达通江第二天，张春根来到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探寻红军革

命记忆。

“25048名烈士长眠于此，17225名烈士没

有留下姓名……”革命先辈的精神深深扣动

着张春根的心弦，更激发了他的扶贫斗志。

从那刻起，他立志要喝通江水、吃通江饭、说

通江话、干通江活、创通江业。

然而，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他不会想到，问题

首先出现在水土不服上。首先是“通江饭”，通

江饮食较为麻辣，而他更加习惯浙江清淡的饮

食结构，于是拉肚子成了常态。“通江话”也让他

“一脸懵”，县里开会、下乡调研，当地的干部群

众都说着一口“川普”，一天下来让他头昏脑胀。

“既来之，则安之！时间紧，任务重，容不

得半点矫情。”很快，张春根逐步克服了饮食

与语言的问题。适应期间，张春根也没闲着，

他马不停蹄走遍了通江所有乡镇，积极寻找

攻坚脱贫之路。

调研中，他发现通江山货品质很好，问题

出在信息不对称上。“一些地方有上千亩的优

质土豆，可商品转化率只有一成，收购价每公

斤只有 1.4—1.6元，剩余大部分都被农民喂猪

了。”张春根可惜地说。

想脱贫，拓宽渠道是关键。张春根想到

了农村电商较成熟的“遂昌模式”。何不借鉴

遂昌电商经验，再造出一个“通江模式”？于

是，他牵头制定了“打通农村电商产业链、创

建电商扶贫通江模式”两大目标，明确“引进

电商平台打通电商产业链和向全市、全省、全

国推广电商扶贫通江模式”4个步骤，实施“成

立一个电商学院、培训一批新农人”等 15项措

施，走出了一条农村电商融合传统产业发展

的新路径。

三年来，张春根通过“扶贫县长来代言

——如果可以，我把通江邮寄给你”“抗疫助

农，县长直播带货”“打造爆款”等方式助推通

江农特产品插上“云翅膀”，“飞”出大山。截至

2020年9月底，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1.85亿元、

线下销售 4.5亿元，带动 4.58万名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助力全县157个贫困村顺利摘帽。

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张春根是一位“既

土又潮”的人。他很“土”，经常能在田间地头

看到他的身影，到地里调研空山土豆，进猪圈

考察青峪土猪，入耳棚查看通江银耳……通

江 49 个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他又很

“潮”，电商、直播这些“时髦”的东西他都懂，

跟年轻人很聊得来。

在张春根的办公室里，桌上堆积的资料文

件一大摞，A4纸手写的笔记装订成册，3厘米

厚的册子足足六大本。桌子旁边还有一块小

白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农村电商爆款的数

据分析，罗列了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干完一

件就擦掉一件。

“三年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挂职工作虽然

有阶段性结束的一天，但扶贫形成的好经验

好做法不会中断，要让它们继续发挥效用、产

生持久效果。愿通江遂昌两地人民携手共奔

小康。”对于未来，张春根信心满满。

张春根：无问西东 情洒通江扶贫路

□ 记者 朱剑

本报讯 9月 29日，晚报刊登了《谁能帮忙处理这 300
套床单被套》的新闻，随后在晚报官微也推出相关报道，引

来不少市民读者关注。日前，六旬阿婆陈秀英的女儿朱女

士传来了好消息：300套床单被套已全部卖出，共获取5000
多元的销售额，她和母亲非常感谢晚报和热心市民的帮

助。

早些年，阿婆陈秀英一家家境殷实，其儿子与朋友合

伙在市区丽青路开起了宾馆。但宾馆最终因经营不善于

2012 年倒闭，只留下 300 套没有使用过的床单被套。后

来，儿子离开丽水至今杳无音信，还欠下 200多万元的债

务。老人虽想尽办法还了一部分，但这些债务的数额实

在太大。而催债的人经常上门，陈秀英的老伴更是因此

气出了病，在 2013年离开了人世。

陈秀英如今独自一人住在雅溪镇岩蒙村，而女儿则在

市区打工，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可怜的是，外孙的双腿被查

出患有肌源性损伤，花了10多万元也没见好，一家人的生活

处境堪忧。因此，陈秀英希望晚报能帮帮忙，卖掉此前开宾

馆时留下的近300套崭新的备用床单和被套，用来救急。

晚报报道了陈秀英一家人的事情后，引发了不少市民

的关注，大家纷纷询问如何购买，300套积压的床单被套因

此有了出路。朱女士告诉记者，起初打电话过来询价的好心

人非常多，为此她特地在国庆假期赶回岩蒙村，将所有的床

单被套都整理了出来，并按照尺寸分门归类便于销售。

可惜的是，询问的人多，但最终购买的人却少，只卖

出 30几套，她说，“我很能理解大家的想法，毕竟堆放了 8
年了，有些床单被套难免会有些霉味，甚至发黄。”

不过让朱女士惊喜的是，过了近一个月后，市区曾先

生找到了朱女士，将剩下的两百多套全部买了下来。记

者随后也联系到了曾先生，他说自己是做宾馆生意的，平

时本来就需要床单被套，“既能满足宾馆的日常需求，又

帮到他们一家的忙，何乐而不为呢？”

为此，朱女士和母亲陈秀英都非常感谢，“我现在在

市区打工，平日里也很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卖货，曾先

生能一下子把剩下的全部买完，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接

下来，我也会努力工作，争取攒钱给儿子看病，希望今后

能越来越好。”朱女士说。

■《谁能帮忙处理这300套床单被套》后续

床单被套悉数卖出 阿婆感谢好心人相助

阅读提示

晚报报道了陈秀英一家人的事情后，引发了不
少市民的关注，大家纷纷询问如何购买，300套积压
的床单被套因此有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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