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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重点

□ 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

2018 年 4 月 22 日，丽水市委组织部领

导突然找到李忠伟谈话，决定让他去四川

带队援川扶贫。尽管毫无思想准备，尽管

放不下年迈多病的 4 个老人及两岁幼儿，

但是 5天后，李忠伟就站在了巴中大地上。

李忠伟入川前，对巴中没有丁点的了

解，也对巴中脱贫攻坚缺乏“底气”。然而，

第一次调研就彻底夯实了他带领乡亲们脱

贫奔康的决心。李忠伟生在农村，直观感

受过 40 年前老家农村的贫困，但眼前贫困

户的现实状况是他从未见过，也是他想象

不到的。

“所见所闻看得心酸，让我感到震撼和

难受。一路回来我心情格外沉重，感觉肩

上担子很重很重，扶贫协作工作我们有责

任也有义务，义不容辞。”李忠伟说，在红军

革命精神的激励和改变贫困现状使命的感

召下，自己打心底里觉得这是份责任和光

荣，必须干好，不胜不休。

作为丽水援川的“带头人”，李忠伟把

这支队伍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工作上，他

建章立制成为援川工作的“主心骨”；生活

上，他关怀备至，不断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

归属感，让所有援川干部、专技人员心往一

块想，劲往一块使，凝聚出更大的团队力

量。

脱贫攻坚要远近结合，解决群众的切

实困难，是李忠伟始终关心的问题。在川

期间，他通过发起“金秋圆梦·慈善助学”行

动，筹集到资金物资 839.6 万元，帮助了 68
名 大 学 新 生 和 100 名 高 一 新 生 开 启 新 生

活；通过“童伴计划”，给 13 个贫困村聘请

了童伴妈妈，让贫困留守儿童拥有一个有

爱的童年；通过残疾人发展就业保障项目，

帮助这个特殊群体也能在脱贫攻坚中实现

“奔康梦”。三年来，通过丽水援川挂职干

部 牵 线 搭 桥 ，已 累 计 向 巴 中 捐 款 捐 物 达

11675万元，切实解决了许多贫困人口的眼

前困难。

从长远而言，李忠伟深知要给当地留

下一批切实际、带动强、留得住的“造血产

业”，唯有如此，才能拔掉当地的“穷根”，让

更多群众能够携手奔小康。李忠伟围绕

“巴中所需，丽水所能”的原则，鼓励各地将

高效产业复制过来、将致富技术推广开来，

将产品市场开拓出来。

在李忠伟的带领下，三年间，丽水——巴

中东西部扶贫协作实施产业合作项目 103
个，完成16.42亿元产业投资，为当地培育一

批带不走的产业项目，真正实现了扶贫从“输

血”到“既输血又造血”的转变。

时至今日，巴中市连续两年被四川省

委省政府表扬为脱贫攻坚先进市，贫困人

口由 13.57万人减少至 1942人，贫困发生率

由 4.5%下降至 0.06%，对口帮扶的巴州区、

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先后脱贫摘帽，在

全省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中均获得第一档

“好”的评价，通江县——遂昌县代表浙川

两省接受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交叉考核，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脱贫攻坚成效得到国家

考核组充分肯定。

“不虚三年、不负三年、不枉三年”，这

是李忠伟临行前，市委给他的重托。三年

之约将至，李忠伟骄傲地说，回首三年时光

令我难忘，回首协作成果令我自豪，回首援

川经历令我无悔!

□ 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

深秋暖阳下，昭化区元坝镇嘉川村蜂

场嗡嗡作响，蜂农何其军开始培育越冬蜂；

在“归雁工程”来料加工厂里，190余名农村

妇女忙着赶制编织产品⋯⋯看着这一派繁

忙景象，廖旭青比村民们还高兴。被当地

人亲切地称之为“甜蜜区长”的她，扎根四

川广元昭化区三个年头，带领龙泉的援川

人员为当地“酿造”了不少的“甜蜜产业”，

农村电商、组团式医疗、山区稻渔综合种养

等经验在全国推广。

2018 年 4 月，廖旭青积极响应国家新

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号召，千里援川，来到

四川广元昭化区，担任副区长，也担起了东

西部扶贫协作的重担。在千里之外、条件

艰苦、交通不便的他乡，她把扶贫工作当成

事业，用心用情为当地贫困群众办实事、解

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

福指数”，为两地的脱贫攻坚事业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全力推

进脱贫攻坚，就必须有效发挥好产业扶贫

的 作 用 ，从 根 本 上 增 强 其 自 身“ 造 血 功

能”。昭化、龙泉虽相隔千里，但地理环境

相似，气候条件相近。所以，如何将两地各

自优势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发展合适的产

业，是廖旭青思考最多的问题。为此，她跑

遍了昭化的每一个角落，从产业结构到地

方特色，从个人能力到家庭状况，做到了心

中有数。虽然鞋子跑烂了、衣服挂破了、嗓

子讲哑了，但昭化的整体情况也基本“摸得

门清”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廖旭青带

领的援川团队和当地党员干部共同梳理出

昭化和龙泉的八大优势，创新地提出了“坡

地种药、林下跑鸡、稻田游鱼、地里种菌、空

中飞蜂、园区共建、全网电商”立体产业发

展模式。

将产业发展蓝图从构想变为现实，从

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龙泉是中华灵芝

之乡和世界香菇栽培发源地，借助这一优

势，廖旭青打算在昭化区晋贤乡建立千亩

食用菌产业园。可是刚开始，老百姓担心

没钱、没技术、没销路，顾虑重重。廖旭青

除了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更是从顶层设

计上为昭化群众量身打造了“零投入、学技

术、有保障”的解决方案。没有后顾之忧的

村民，小心翼翼地走上香菇种植道路，第一

年就赚到了以往好几年才能赚到的钱。到

了第二年，不用发动，村民们自己就主动要

求学习技术，投入到食用菌产业中来。目

前，昭化区已建成龙泉·昭化千亩食用菌产

业园，发放各类务工费、租金 400 余万元，

带动贫困人口 600余人增收。

“地里种菌”红红火火，其他产业也齐

头并进。3 年来，龙泉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051 亿元，实施项目 37 个，带动 8000 余名

贫困人口增收致富。

在廖旭青的桥梁纽带作用下，在两地党

委、政府的全力携手中，昭化区 2018年累计

实现 59 个村、28650 人脱贫退出，贫困发生

率降至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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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次。廖旭青也

被评为 2018 年“广元市脱贫攻坚奉献奖”，

被昭化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甜蜜区长”。

廖旭青：“甜蜜区长”酿造“甜蜜产业”

□ 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

“今年，我们平昌的青花椒销售一片大

好，不仅价格提升了 20%，且搭着‘一带一

路’的顺风车，漂洋过海卖到了海外。”在青

田援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创业园里，

潘娅红细数着这一年的“收成”，看得出来，

她很开心。

喜悦，源自于三年殚精竭虑所交出的

一份成绩单：146 个贫困村，3.9 万户 13 万

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15.12%下降至

0.07%。看着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潘娅红自然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刚到平昌挂职时，她心里却是五

味杂陈。“不会吃辣，当地群众说话也听不

太懂，一去三年的相思苦，对于新工作的陌

生感，这些都是来到平昌以后必须面对的

困难。”潘娅红说，如果都去讲条件，脱贫攻

坚战就没法打了。她这次就是来“打仗”

的，来平昌就要为平昌做点事。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潘娅红从

说“要得”开始学习平昌话，从学着吃辣起

步融入平昌。为了能随时出发，潘娅红常

年穿着“运动装”，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

她走遍了平昌 44 个乡镇（街道）。两个月

后，潘娅红学会了吃辣，也听得懂川普，更

对平昌这个地方了如指掌。

在熟悉平昌的过程中，潘娅红觉得这

里有花椒、茶叶等优质农特产品，缺的不是

基础条件，而是市场运作和产业带动，如果

能进行有效的培育和打造，就可以形成一

条稳定的产业增收路径。而市场运作，正

是青田所擅长的。

找准了问题的关键，潘娅红和同事开

始着手精准施策。牵头建设平昌·青田东

西部扶贫协作农品双创产业园，让平昌一

跃成为川东北最大的青花椒交易市场、花

椒食品集中加工区；推广“借牛还牛”扶贫

模式，重振当地百年的得胜牛市，让 1400
余名贫困人口迅速脱贫；引入侨商资源，让

当地农产品能够漂洋出海直销欧洲的同

时，也将海外商品引入平昌。这一系列举

措，终于让平昌在今年 2 月顺利摘掉了头

上这顶贫困县的“帽子”。

三年来，潘娅红把异乡当作故乡，将自

己和平昌的脱贫攻坚事业完全融为了一

体。到平昌三年时间里，潘娅红回家的次

数非常有限，错过了女儿的中考，减少了照

顾父母的时间，潘娅红笑称，权当借着这次

机会，培养家人独立生活的能力了。

“喝了三年的平昌水，吃了三年的平昌

饭。对于家人我深怀愧疚，但作为党员，作

为一名干部，我觉得自己无愧于组织，无愧

于来川的使命和重托。”潘娅红说。

潘娅红：只把异乡当故乡

李忠伟：不破楼兰终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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