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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对口工作手记”系列之十一

� � � � 2018 年 4 月，在美丽的油菜花开
季节里，我风尘仆仆，跨越千里，从东
部沿海的浙江到天府之国四川， 从江
南山乡缙云到秦巴山区南江， 成为了
一名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扶贫干部，深
感无比荣幸。 人生的许多经历都会随
着岁月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 ， 但这
600 多天在南江经历的一切却历久弥
新，如梦如歌，将始终印刻在我以后人
生的记忆中。

从“外来人”迅速成为“新南人”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 ， 位于川

陕交界的 “秦巴山脉 ”米仓山南麓 ，
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 “5·
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县 、川陕革命
老区县 、辖 48 个乡镇 ，总人口 70.9
万人，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8348 人 。
南江是一个被称为 “南方的北方 ，北
方的南方 ”的地方 ，这里历史悠久 ，
文化底蕴深厚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不是寒溪一夜涨 ， 哪得汉家四百
年 ？ ”的典故就在南江上演 ；李商隐
的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
巴山夜雨涨秋池”也写在南江。 南江
是红四方面军入川最早解放的地区
之一 ，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中心 ，徐
向前 、 李先念等革命领导人在这里
战斗两年多 ，有 2.2 万名南江儿女参
加红军。 “巴山一夜风，木叶映天红，
色比桃花艳 ，秋如春意浓 ”，南江的
光雾山红叶倾倒了无数游客 ， 素有
“九寨看水 ，光雾看山 ，山水不全看 ，
不算到四川”之说法。 厚重的蜀汉文
化 、红色文化 、红叶文化 ，让我深深
地为南江着迷 ， 红色文化铸就宝贵
精神 ，作为 “新南人 ”，我愿 奉 献 所
有。

到南江后，我克服饮食、语言、气
候，克服远离家人的困难，第一时间融
入。 访贫问苦，求技问策，寻找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两年来，缙云县
向南江县共投入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
资金 6300 万元， 社会帮扶资金物资
600 多万元，计划外资金 100 万元，通
过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技
能扶贫等系列帮扶措施，共计 23 个项
目， 惠及贫困户 16000 多人， 南江县
2017 年底未脱贫人数从 2.74 万人下
降到 2018 年底 8160 人， 贫困发生率
由 2014 年 的 15.9%下 降 到 1.47% ，
2019 年计划退出剩下的 0.8 万名贫困

人口和贫困村均全部符合脱贫标准。
2019 年 4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南
江退出贫困县序列 ，7 月通过国家脱
贫摘帽抽检。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
中，南江县被四川省评为 2018 年度优
秀“好”档次。 我个人也被评为巴中市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开“花”结“果”，夜半“卖茭白”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

法，是发展的源泉。 2019 年，通过全方
位帮扶，南江县连片发展茭白 2000 余
亩， 建立 2 个冷链库、2 个交易市场，
带动了 3414 人增收， 解决了 2100 多
人就近务工。 为解决茭白怎么卖的问
题，我们到成都、重庆等周边一级、二
级蔬菜批发市场调研推介，掌握行情，
联系客商，哪里价高卖哪里。批发市场
的作息跟一般菜市场刚好相反， 半夜
开始到天亮是最繁忙的时间段。为此，
我们经常半夜蹲点，开拓市场，建立销
售体系。目前，南江茭白已经成功进入
成都、 重庆大市场， 甚至还远销到武
汉、西安等地市场。 同时还进入永辉、
一品等连锁超市， 因品质好而深受市
场热捧。

南江只用两年时间就走完了缙
云 30 多年的茭白发展史 ， 缙-南协
作 ，使产业扶贫步入了快车道 ，缙云
茭白的东西部扶贫模式也被 《农民
日报 》、新华网 、中国网 、人民网 、浙
江日报 、 四川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
点赞。

“小茭白大产业、小烧饼大技能、
小杨梅大智慧”,缙云县“红黄白”三色
协作架起了产业扶贫之桥，而在“红黄
白”三色协作之外，缙云县还因地制宜
致力于“五千行动”计划：“千人培训”
“千人就业”“千团互旅”“千万农产品
销售”“千亩茭白种植”，通过实实在在
的行动，推动了缙云与南江资源共享、
平台共建、产业共兴，为南江的脱贫摘
帽贡献了缙云力量。 而在深化“五千”
行动计划的同时， 五千行动又不断衍
生出了：“千亩雷笋”“千亩杨梅”“千亩
黄茶”“千桶蜂蜜”“同在蓝天下千万个
微心愿”“健康扶贫四大中心”“残疾人
精准培训创业”等项目产业，并且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缙-南东西协作，
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升华，脱贫
向致富的升华，就业向创业的升华，为
南江留下了带不走的好产业、好模式。

“又离别”、“再出发”
记得第一年国庆后返程， 在缙云西

站离别时， 怀里的女儿轻轻地在我耳边
说：“爸爸，不去不行吗？ ”看着宝贝的眼
睛，原本满是回去后怎么干，怎么开展工
作的脑子顿时被重重地敲了一锤子，愧
疚不已，眼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两年
了，来匆匆去也匆匆，完全忘记了孩子的
成长。

一人援川，全家援川，抛家弃子，远
离家乡，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电话成
了彼此牵挂的使者。电话这头是儿子、是
丈夫、是父亲，电话那头是母亲、是妻子、
是女儿，每当听到“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是
陪伴…”这句广告词时，总会莫名地触动
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 电话那头的母亲
总是叫我安心工作，放心家里，家里一切

都好，越是这样说却越是让人担心。母亲
身体不好，血糖偏高，每天要吃药。 每次
看到她渐渐老去的身影， 千里之外的我
才真正体会到“忠孝难两全”的处境。

“坝坝宴”“刨汤宴”的盛邀
南江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风光秀

丽，南江人民勤劳智慧、朴素善良、热情
好客，南江人民的“红色精神”“吃苦耐劳
精神”值得学习。 两年来，随着一个个缙
云理念、缙云模式、缙云项目、缙云企业
相继走进南江、落地南江、助力南江，缙
云-南江心连心、手拉手，真情实意，真金
白银，真帮实扶，随着两县协作不断向纵
深发展，我手机通讯、微信朋友圈的南江
乡镇干部、 村支部书记主任、 致富带头
人、种植户等等联系方式越存越多，联系
面越来越广，平时的电话也越来越多。而

在众多电话中，时常有“吃坝坝宴、喝刨
汤”的盛邀，倍感温暖，金杯银杯不如群
众的口碑， 当地群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
要。

长路漫漫，未来可期，不虚三年，不负
三年，不枉三年，忙碌却又充实，不停奔波
调研，走村入户，项目监管，整合资源，用
脚步丈量脱贫攻坚之路。 两年了，我已经
入川随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千方百计
把工作干好，过好每一天，画好每一笔，乘
风破浪终有时，展望未来满怀信心、满怀
希望， 有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
导， 有前方和后方的关怀关爱和大力支
持，我们有信心更有决心完成扶贫协作任
务，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作者系缙云县胡源乡副乡长，挂职
南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

千里巴江守 东西协作忙
□林雷

� � � � “四时别家庙， 三年去乡国”，2018 年 4 月 8
日，我作为浙川新一轮扶贫协作干部成员之一，来
到四川巴中市平昌县， 踏上这片秦巴山脉米仓山
南麓的土地， 开展为期三年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干
部。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在 1996 年正式
部署开展的工作。 曾经有位国内知名学者因此评
价：中国为减贫所做出的努力，其实也是为人类探
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 这是最生

动的“中国故事”。 正是怀着这份崇高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初到挂职地的我，便开足马力投入到工作
中。

“8 点出发到乡镇进行全天调研，中午在乡镇
食堂就餐，19 点回办公室整理调研材料，22 点回
寝”，这是刚到平昌挂职的每天行程安排，用现在
的话说比“996”还要拼，因为我们前方工作组成员
都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摸清县情、社情，为两地进一
步开展协作工作，构建正向、有效的机制和方向。

不过刚工作没几天，我和“挂友们”都不约而
同发现了两大难题就摆在了面前———饮食关、语
言关似乎让人难以适应。 饮食方面难题是预料之
内，单位食堂里烧的菜麻辣、多油，几天下来就让
肠胃受不了， 头两个月的日子几乎都是伴随着肠
胃炎症状在过日子。另一大难题就是语言障碍，这
是意想之外，这里干部、群众平时交流或是会议，
都是习惯用四川话来讲话， 他们风趣又可爱的说
“讲普通话多了会腰疼”，我和“挂友们”只能努力
跟上节奏。

平昌县地处的秦巴山区是国家深度贫困地
区，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落脚点在“协作”。 短期的一片“繁荣”不如细水
长流、精准滴灌，扶贫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协作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调研中，我们特别注重对象分类分
界别，前后走访了全县 44 个乡镇、街道以及发改、
扶贫、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也分别在田间地头、
机关单位，向群众、向干部进一步了解脱贫情况和
产业发展现状， 以便进一步明晰扶贫协作工作思
路和方向。

“平昌青花椒”也是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栽培
历史悠久，适生地域宽广，目前花椒种植面积已突
破 26 万亩，覆盖全县 41 个乡镇 298 个村，惠及贫
困村 94 个、贫困户 1.5 万户 4.64 万人。 我们前方
工作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 并与县主要负责同志
反复沟通商讨之后，确定了总投资达 5000 万元的
“平昌-青田东西扶贫协作农品双创园”项目，着力
建设具有商品定价能力的青花椒商品交易中心、
交易市场及农品初、深加工车间和生产线，为当地
这一主导产业找到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康庄大
道。

定思路，明措施，说干就干，一干到底。去年以
来， 有我参与的青田前方工作小组在以产业项目
扶贫为主体的格局下，充分发挥青田资金、技术、
人才优势，突出绿色、有机、生态特色，围绕产业合

作、人才交流、商贸流通等 10 个方面深入开展扶贫
协作，展现三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重点扶持平
昌花椒、茶叶、乡村旅游“三大产业”。 万亩椒园、万
亩茶园逐步形成，带动建成茶叶基地 5 万亩 、花椒
基地 6.7 万亩，惠及贫困人口 2 万余人；着力培育党
政干部、企业家、新型职业农民“三支队伍”，培训干
部、人才 2100 余人次，培育新型致富带头人 100 名，
有效带动 1000 余个家庭增收致富； 充分挖掘青田
“侨”“商”潜力，办好平昌青田农品双创园（青花椒
交易中心）、平昌青田进口商品城，捐资助学兴建平
昌青田伯温小学 “三件实事”；通过平昌青田东西
部扶贫协作， 已助力平昌消除 146 个贫困村，3.9 万
户 13 万人实现稳定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 15.12%下
降至 0.07%。

你要说在四川工作有没有困难 ， 实事求是地
说 ，困难有 ，有时候也是个大困难 ，特别是太想家
了。 思家的感觉，像是情绪无处安放般的慌乱。 每当
空落落的心情溢出来时候， 就喜欢拨通家里的电
话，听着爱人诉说大儿子的学习进步、不到两岁小
儿子的可爱表现，电话那头爱人总不忘鼓励我继续
加油，努力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同时表示会照顾好
家里，让我吃下定心丸。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
吹响。 青田与平昌两地跨越千里握手发展，通过政
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等多种形式
的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已逐步形成“输血向造血”
转变的互利共赢的局面。

千里巴江守，东西协作忙 ，我们协作干部正和
当地扶贫干部一道以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工作姿
态，谱写更加精彩的摆脱贫困的“中国故事”，也祝
愿家乡浙江、秀山丽水、侨乡青田在深化改革发展
的道路上描绘出更加美丽的画卷。

（作者系青田县高湖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挂职
平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干在南江 情深他乡是故乡
□钟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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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二）组织南江群众学习做缙云烧饼。 （资料图片）

作者查看平昌-青田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基地上的果树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