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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秀山丽水，巴山蜀水，一个在东，一个在
西，相隔千里。在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中，两
地手拉手站立在一起。

我市援川干部人才为大家舍小家，不远
千山万水、不辞千辛万苦、不畏千难万险，全
身心地投入到援川事业中去，同巴中、广元干
部群众汗流在一起、情融在一起。他们把在
巴中、广元的切身体验，述诸笔端，形成 67 篇
可读性很强的非虚构叙事散文作品，并配以
真实感人的图片，集结成《无问西东大决战
——丽水援川扶贫手记》一书。本书是浙川
东西部扶贫协作中丽水与巴中、广元并肩作
战、携手决胜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让读者在
真实朴素、自然流畅的字里行间与深入四川、
扎根生活的图片场景中，体味到了扶贫干部
之担当，体悟扶贫工作之不易。今刊发我市
干部群众的部分体会文章，以飨读者。

浙川东西部扶贫协作的
———读—读《《无问无问西东大决西东大决战战———丽水援川扶贫手记—丽水援川扶贫手记》》

从瓯江之畔，到巴蜀腹地，一条扶
贫协作之路，把两地人民的心紧紧牵
在了一起。这条路上，100 名丽水援
川干部和 30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挥
别家人恋恋不舍的目光，千里迢迢从
杏花春雨江南赶赴巴山楚水，夙兴夜
寐、任劳任怨，用才智和汗水助力四川
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2018年 4月
到 2021 年 4 月间的援川人员，亲口讲
述的一个个感人故事，汇集成这本《求
无问西东大决战——丽水援川扶贫手
记》。

这是一曲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
英雄赞歌。

他们有年近古稀的老人，也有风
华正茂的 90后，从党政领导到普通干
部，再到技术人员，他们个个满腔热
血。东西部扶贫协作号角吹响，组织
一声令下，他们二话不说便收拾行装，
从农业、医疗卫生、教育、文旅等各条
战线上出发，汇成浩浩荡荡、坚不可摧
的援川铁军，踏上漫漫征程，怀着神圣
的使命和庄严的责任，风雨兼程去打
一场艰苦卓越的攻坚战。

初入蜀地，水土不服。四川饮食
麻辣，很多人患上肠胃炎；蜀道崎岖，
难于上青天，一天要坐几个小时的车

在山中盘旋颠簸，不少人晕车吐得晕
天暗地；蜀语难懂，跟当地居民交流困
难，远离家乡，每逢佳节倍思亲。然
而，重重困难压不垮大家的决心，当地
落后贫困的现状激发他们改天换地的
斗志。他们深知，自己肩上背负着组
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和贫困户最深
切的期盼，立下“军令状”，就当不破楼
兰终不还！

为了摸清情况，他们每天上山下
乡，奔波在崇山峻岭之间，走遍巴蜀的
千山万水；为了寻找出路，他们苦苦思
索如何将“丽水模式”嫁接到四川；为
了助力发展，他们四处奔波对接资源
⋯⋯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先锋队、追赶
超越的排头兵，他们把他乡当故乡，殚
精竭虑、夙兴夜寐，共同为巴蜀大地注
入“丽水之干”的磅礴力量，“忠诚使
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
命精神如星星之火，在巴山蜀水间闪
耀。

1000 多个日夜一线奋战，他们流
过辛勤的汗水和心酸的泪水，他们有
过忧虑和彷徨，更有着发自内心的感
动、喜悦和骄傲，个中滋味酸甜苦辣、
五味杂陈，他们用鲜活的回忆共同谱
写了一曲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英雄

赞歌，奋斗是永远的主旋律。
这是一本携手奋进、共奔小康的

经验宝典。
面对着当地普遍落后的交通条

件、思想观念、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和医疗教育条件，党政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他们将
先进的“丽水经验”因地制宜“拷贝”到
四川，经过实践获得巨大成功，这本书
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本干货满
满的经验总结和实战宝典。

扶贫协作涉及方方面面，关键在
于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
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在这本书
里，我们看到，松阳茶叶发展模式嫁接
到了巴中，引领巴中茶产业全产业链
发展；庆元县打造”中国香菇城”的发
展模式借鉴到平昌县，推动当地青花
椒产业园建设；农村电商“遂昌模式”
复制到通州，打通了当地农村电商产
业链，农产品销售飞出大山。缙云的
茭白、东魁杨梅、雷竹在南江扎根，龙
泉香菇来到昭化生长⋯⋯从顶层设计
到项目落地，送人才、给资金、传技术、
带资源、转理念，丽水元素深深融入川

蜀大地，为四川脱贫致富贡献了强大
的丽水力量。

这是一段情谊悠长、精诚协作的
奋斗简史。

1000 多个日夜并肩战斗，丽水与
广元结下了亲如家人、情同手足的深
厚情谊。喝四川水、吃四川饭、说四川
话，丽水援川干部们早已将这里当成
第二个家乡，他们的付出，当地老百姓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最淳朴的方式
表达着感恩和深情。

丽水市挂职巴中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 忠 伟 被 百 姓 亲 切 地 称 为“ 奔 跑 达
人”，缙云县挂职南江县委常委、副县
长 汤 碧 荣 被 巴 中 百 姓 誉 为“ 茭 白 县
长”，青田县挂职平昌县委常委、副县
长潘亚红是有口皆碑的“花椒县长”；
67 高龄的农业技术专家何志忠被村
民亲切地称为“杨梅爷爷”，成为黑池
村的“名誉村民”，坐公交车到镇上都
免费⋯⋯

脱贫攻坚有尽时，深情厚谊无绝
期。100 多名援川干部、3000 多位专
技人员，以“丽水之干”的担当为这场
脱贫攻坚战画上完美的句号，为浙川
两地的扶贫协作留下福泽深远的“丽
水印记”。

巴山蜀水写华章
王秋蕊

身前，是远方，是未知，是殷殷期
盼；身后，是故乡，是牵挂，也是谆谆嘱
托。从瓯江之畔，到巴蜀腹地，跨越
1600 余公里，只为帮助“脱穷帽”“拔
穷根”，携手共赴小康路。

前几天，有幸获赠《无问西东大决
战——丽水援川扶贫手记》一书，翻开
之后就被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一口气
读完了全书。就如书的开篇所言，这
是一本很好看的“扶贫手记”，为了不
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丽水市委市
政府响应党中央号召，派出精锐力量
支援四川巴中。此后，一批批援川干
部人才接续奋斗，“舍小家顾大家”，暂
别年迈的父母、挚爱的伴侣、年幼的子
女，不惧山高水远路途漫漫，不计付

出、不求回报，把他乡作故乡，把挂职
当任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画上
了完美的句号。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片丹心为脱
贫”的无私。一纸调令、义无反顾。由
于工作需要，一批批援川干部，还未来
得及与家人好好道别，便远赴他乡，在
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启了一项新
的伟大事业。他们把对家人的亏欠深
埋心底，将援川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他们中有党政干部，有老师、医生，还有
茶专家、茭白师傅、烧饼师傅、电商等各
行各业的人才，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和付
出，将援川之爱挥洒在巴蜀大地上，成
为当地群众心中的“甜蜜区长”“茭白大
哥”“杨梅爷爷”“最美老师”。

在这里，我看到了“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情怀。带着“不负三年、不枉三
年、不虚三年”的初心，援川干部们躬
身入局，翻山头、下田坎、进农家，“一
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
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挨家挨户访贫
问苦，了解贫困户最真实的情况和想
法，可以说跑遍了巴中的山山水水。
他们常常化身为“知心大姐”“网红主
播”，化身为“泥腿子”“车间工”，关心
关爱留守儿童，关注老妇病残群体，送
医疗、送讲座、送服务，与当地百姓打
成一片，赢得了巴中群众的真情点赞。

在这里，我看到了“敢叫日月换
新天”的担当。带着“来川为什么、在
川干什么、离川留什么”的使命担当，

本着“当地所需，丽水所能”的原则，
他们主动克服饮食关、语言关、环境
关、思乡关，争分夺秒投入扶贫工作，
誓要把最好的与巴中人民一起分享，
让产业项目“带不走”“留得下”。如
今，烂泥田长出“金疙瘩”，小叶子、小
辣椒变成“大产业”，小烧饼“烧”出一
条致富路⋯⋯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
为贫困群众带来金山银山。

一段扶贫路，几多艰辛苦，几多暖
人心。不妨顺着这本《扶贫手记》，在
聆听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了解这场
感天动地的伟大战役，了解扶贫路上
的步履铿锵，了解这个时代的党员干
部如何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实现
巴蜀大地的“千年之变”。

致敬，千里“援川人”
陈海聪

近日，读到一本书，书名极具奋进
意味，叫《无问西东大决战——丽水援
川扶贫手记》。这是一部关于丽水援
川扶贫的纪实类文学作品集。

2016 年以来，丽水市委市政府积
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工作。我市先后选派了 100 名干
部 3000 多名专业技术人才，奔赴四川
省巴中市和广元市进行对口挂职。本
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讲述和记录了
2018年 4月到 2021年 4月间援川人员
的感人故事。全书共收录了 67 篇文
章，从不同的领域分为五个章节，分别
为：党政干部篇、产业技术篇、医疗卫
生篇、教师育才篇和文旅就业篇。

三年里，丽水的党员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才深入四川，扎根基层，他们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全身心投身于扶贫
事业。比如：《扶贫协作·无问西东》一
文中的赵建勇，将“浙江经验”融入巴
蜀剑阁解决贫困户农产品“卖难”问
题，三年里线上线下销售达 1.3 亿元；
他从人才培养下手进行扶贫，牵头举
办各类培训 107 期，培训剑阁县干部
人才 8892 人次 ；他还带领乡镇干部

“一把手”分赴北大、浙大学习培训，组
织乡村干部、致富带头人到丽水，进行

“一对一”跟班学习。在他和其他人的
共同努力下，三年里，剑阁退出贫困县
序列，实现 163 个贫困村退出、32924
户 96886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
又如《踏实前行，实现医者价值》一文
中的陈泽富，一位满头白发、年事已高
的医者，他接到任务后，毅然决然地跨

越 1600 多公里，奔赴南江县，在南江
县人民医院骨科挂职。在起初短短的
四个多月时间里，他就前后参与了 90
余台手术 ，指导完成高难度手术 25
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尽心尽职，履
行着“援川医者”的使命。

书中收录的 67 篇文章，每一篇都
是真情奉献的感人故事，每一章都是
砥砺奋进的红色曲章，每一篇都足以
扣动读者的心扉，每张图都可冲击读
者的视觉，让眼眶洒下热泪，让心中激
起波澜。它们就像是 67 部纪录片一
般，徐徐向观者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动
人的故事。丽水援川人员紧紧围绕产
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资金援
助、社会帮扶、携手奔康等 6个方面全
方位推进协作，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合作机制、深化产业合作、拓宽农
特产品营销渠道、加强文化旅游合作
和干部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丽水援川的帮扶队伍发扬“丽水
之干”的精神，主动担当，尽心尽责，用
真情和力量全力帮扶四川 6个结对的
贫困县区顺利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根本消除，实现贫困发生率
和贫困人口的“双清零”。

《无问西东大决战》不是一份扶贫
工作的总结，也不是一本扶贫工作的
报告，而是一部极具真实性和情感性，
且图文并茂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它将
援川的丽水人的故事和日常工作照片
一一收录，它记录着这个伟大的时代，
更抒写了党的伟大实践。

援川情深
殷俏

编者按：

“丽水印记”

【NO.2】
弄草集：
周瘦鹃草木美文集
周瘦鹃
浙江文艺出版社

简介：这本书辑录了周瘦鹃先生晚年闲居家中
时所写的关于草木的近 50 篇散文，这些文章记录
了周瘦鹃先生一些对于草木、瓜果种植的心得经
历，有关盆景和园艺的一些介绍和常识，以及历代
名家吟咏草木瓜果的诗词。周瘦鹃先生的文笔流
畅优美，再加上他有多年的盆景和园艺工作经验，
堪称一本难得的关于草木鉴赏和盆景园艺的散文
集。

【NO.3】
最后来的是乌鸦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林出版社

简介：纷乱时代里的小人物，寂寂无名却熠熠
生辉，让人心疼也令人意外。背着步枪的孩子和惊
恐地目睹了他那百发百中枪法的德国兵，枪决路上
幻想重获自由的游击队员，靠每租半小时床垫赚五
十里拉的狡猾小摩尔人，专注于舔奶油糕点而互相
忘了对方的小偷与警察⋯⋯30 个故事伴随卡尔维
诺走上最初的文学之路，澄清并界定他的诗性世
界：这里没有被愤怒感和厌倦感所污染，没有被冲
突所激化，你能呼吸到最为纯净的空气。

【NO.4】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 杨樱

文汇出版社

简介：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
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
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
掉队的命运，实现了阶层跃升。可是，虽然看起来功
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阅读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我们将会厘清世纪之交的
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
精神世界。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我们也将
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NO.5】
山茶文具店
[日] 小川糸

湖南文艺出版社

简介：在镰仓，有一家帮人代笔的文具店，每代
店主均由女性担任，只要有委托便会接受，给死去
宠物的吊唁信、宣布离婚的公告信、拒绝借钱的回
绝信、写给挚友的分手信⋯⋯不知不觉间，雨宫鸠
子成为了第 11 代传人。一封封代笔信是客人们的
写实生活，也是一节节人生的课堂。在所有治愈类
书单里，这本书不能被忽略，它实在太温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