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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岗村一夜之间火了。
在这里定点帮扶的中部战区陆军

某预备役师被山西省授予“脱贫攻坚组
织创新奖”消息传开后，下西岗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精准扶贫样本工程”。

这段日子，前来参观见学的省市
军地领导络绎不绝，王美云开办的
“追梦农家乐”每天迎来送往，宾朋满
座……
“生活环境改善了，乡亲们有了‘稳

稳的幸福’，多亏了恩人子弟兵。”王美
云每当唱起这首扶贫民谣，内心的感激
与收获的喜悦就溢于言表。

别看现在乡亲们喜笑盈盈，在几年
前，情况可不是这样。

90%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大
山隔绝了一切，贫瘠、落后……始终是
下西岗村这片土地相生相伴、挥之不去
的印象和记忆。
“如今看到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

们心里也踏实了。”该师一位领导介绍
说，脱贫攻坚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完成的，要让更多贫困户稳定脱贫，必
须得踏踏实实帮助他们办点事儿。

帮助乡亲摘掉贫困

帽子，首先要让他们觉得

生活有希望

2016年 5月，这个预备役师决定对
下西岗村开展精准扶贫之前，机关通过
调研报上来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认为，按照原本预算的
30 万元，直接向下西岗村 38 户贫困户
“输血”——即使形成不了产业规模，
但通过资金扶持等途径，可以达到人
均年收入不低于 3200 元的脱贫标准。
调研数据还显示：“直接进行资金扶
持”的扶贫方法，得到了不少贫困户的
支持。

另一个方案则建议，把扶贫预算增
加至 100万元，帮助村民发展规模产业、
形成“造血”能力，争取让每家每户都能
有稳定收入……只是这样做，需要师里
重新研究更改预算。

找准方向，是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
前提。究竟采用哪个方案，该师党委一
班人一度意见不统一，但很快形成共
识：“举棋不定时，多和上级精准扶贫思
路对对表。”
“帮助乡亲们摘掉贫困的帽子，首

先要让他们觉得生活有希望。”师党委
认为，部队扶贫不能简单地走形式、完
成任务，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输血”不
“造血”，贫困户只是暂时性脱贫。于
是，他们重新拟制预算，最终经师党委
会研究一致通过。

经费很快批了下来，他们再次面临
抉择：该选择什么产业项目？该师领导
深知，搞扶贫产业一点不能含糊，只有
科学合理确定产业项目，让家家户户都
受益，乡亲们脱贫信心才能足。

为此，该师领导带领师秘群科赴
下西岗村 60余次，挨家挨户了解情况、
征求意见，并与专家一起实地论证。
他们走遍了村里的沟沟坎坎，先后“过
滤”掉了好几个不适合下西岗村开发
的项目——开办绿色生态园，远离城
市，交通不便，难以实现盈利；种中草
药，村土地地块小，难以形成规模……

通过反复论证，2016 年底，他们先
是确定了“养鸡、食用菌种植”两个规模
化产业；随后，又确定了建设特色猪、肉
鹅养殖场等项目。

就这样，一片大山之中，一群人开
始为摆脱贫困奋勇倾力，开拓祖辈前所

未有的生活。
几个月后，上级派人检查对口扶贫

援建工作，一位领导坦言：“这几个扶贫
产业不是最热闹、最好看的，却最符合
当地实际。”

贫困村发展产业艰

辛，再难我们都要憋足一

口气

尽管规模产业项目定下来了，但接
下来的每一步工作做起来仍很不容易。

土地征用，需要一家一户做工作，
丈量土地面积、核查树木数量、商量赔
偿金额；村产业园建好后，要通水、通
电、通路、通网络，需协调水利局、电业
局、交通局、电信局……

一番努力后，总算把鸡舍、食用菌
大棚建好了，“致富带头人”也选好了，
甚至连小鸡、食用菌原料等都买好了，
更大的难题又接踵而至。
“啥？鸡死了200多只？”
“致富带头人”王美云承包养鸡场

一个月后，就给师领导打来电话。接到
电话后，他们第一时间协调原平市卫生
局、畜牧局等单位的人员，一起赶到养
鸡场帮助解决问题。

听说是鸡瘟，想起自己这一个月没
日没夜地在养鸡场忙活，王美云难过地
哭了：“养鸡场投入这么大，别再继续赔
了。”听罢这话，一旁的师政治工作部主
任郑广斌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安慰道：
“第一次养鸡，难免经验不足，咱们再想
办法。”

从那以后，郑广斌经常带着畜牧局
的专家来到村里，给王美云讲解家禽养
殖、疾病预防等技术，了解鸡群的生长
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多过去
了，王美云的养鸡场有了起色。

下西岗村的乡亲们文化水平不高，
解决企业经营难题能力有限。每次遇
到棘手事，乡亲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预
备役师官兵——村产业园停水、停电，

给官兵们打电话求助；鸡蛋卖不出去，
请官兵们帮着找销路；香菇长势不好，
让官兵们帮忙聘请技术人员……
“贫困村发展产业过程异常艰辛，

再难我们都要憋足一口气，一定帮乡
亲们搞成。”在一次党委会上，郑广斌
这样说。

然而，如何才能盘活村里的产业
资源呢？该师领导经过协商，先是引
入原平市某龙头企业定点指导村产业
园，帮着村里建起电商销售平台；又从
河南省请来香菇种植、家禽养殖专家，
传授标准化、规模化技术……市场很
快打开。

一次，村里搞特色猪养殖场的老王
找到官兵诉苦：生猪销路不畅。郑广斌
第二天就联系协调预编企业单位，定点
采购生猪；还派了熟悉腊肉熏肉制作的
炊事员，帮助养殖场进行猪肉深加工。
每到周末，郑广斌就带人奔走于养殖场
和地方企业，错过营区饭点是家常便
饭。“只要乡亲们能致富，自己累点也值
得。”郑广斌笑着说。

为贫困户“造血”，激发了他们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村里产业园越办越
好，收益年年增长。到了年底产业分红
时，对于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乡亲们
格外关注。

为了避免矛盾，师里组织人员配
合村委会，实地考察 38户贫困户，建议
根据每户的贫困程度分为“严重贫困、
一般贫困和其它”三个标准，并分别对
应分红“8000元、7000元和 1000元”，并
将分红情况进行公示……这样一来，
乡亲们纷纷点头称赞。

让贫困户脱贫不难，

难的是不再返贫

在预备役师的扶贫政策支持下，
去年初，下西岗村的乡亲们全部实现
了脱贫。

“脱贫只是第一阶段目标，村民过
上幸福生活才是最终目的。”官兵们并
没有停下脚步：“要把扶贫工作做到老
百姓心坎里。”

郑广斌调研走访时发现，尽管有了
“分红收入”，一些贫困户的居住环境并
没有得到太大改观。村民王明权家是
下西岗村的“严重贫困户”，走进他家，
只见屋内杂乱不堪、窗户是纸糊的……
这一幕，让郑广斌特别揪心。

去年 3月，在郑广斌建议下，师里
派人挨家为包括王明权家在内的贫困
户整修房屋。乡亲们住进了整洁明亮
的房子，心里别提多亮堂了。

让贫困户脱贫不难，难的是不再返
贫。任何一种重大疾病，都可能让一个
家庭“因病返贫”。
“村民平时不体检，有时为了省钱，

小病也能拖成大病。”为此，师里想方设
法协调预编单位、原平市安康医院，定
期到村里组织体检，为贫困户送医送
药，并减免他们一部分住院费；探索建
立村民体检免费，急病包接包送、村民
半价用药等机制。

村民王明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去年，他和妻子先后住院 3 次，花费 3
万多元，自己没掏一分钱。“省下的
钱，我们今年都用到大棚种植上。”他
笑着说。

那天，师里拉练经过下西岗村，官
兵埋锅做饭，请村民一起吃饭。聊天
中，官兵们得知，村里有个孤苦伶仃的
“五保户”，已经 70岁的老人，身体有伤
残，身边又无人照顾，常常吃不上饭。

师党委一班人深受触动，决定建起

下西岗村“爱心食堂”。从此下西岗村包
括那位“五保户”在内的 6位年迈的孤寡
老人，一日三餐都可在“爱心食堂”免费
吃饭了。

为确保脱贫不漏一人，师里想了不
少办法：每名党委常委“1对 1”帮扶一户
“严重贫困户”，每名干部帮扶一户“一
般贫困户”；逢年过节，到对口帮扶的村
民家中走访慰问。去年中秋节前，师党
委常委各自带着家人，来到对口帮扶的
贫困户家中，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整
洁的小院里不时传出欢笑声……

官兵们的满腔热忱，换来了下西岗
村乡亲们的殷殷深情。6位在“爱心食
堂”就餐的老人，还托人写了一封信寄
给官兵：“日子变甜了，生活变好了……”

如今，除了部队帮扶的产业外，不
少乡亲自发行动起来，做酒枣、做辣椒
酱、养鸽子。
“家里房子漂漂亮亮的，村里也有

了产业，我打算留在家里，不愁挣不到
钱。”对以后的生活，村民王明权觉得
很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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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民谣里传来“山村的幸福”
■周立德 周军升 本报记者 周 远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

胜的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决心，尽锐出

战、迎难而上。”习主席在今年两会甘肃代

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人

民军队植根于人民，有服务人民的宗旨和

深情，有多年助力脱贫的实践和经验，在参

与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什么？

从物质上说，我们经常带着米面油等

物资，以及数额不等的资金，去定点帮扶

的贫困村，看上去我们是付出者，但从精

神层面上说，脱贫攻坚让我们收获了许多

珍贵的无形财富。

脱贫攻坚让我们坚定了初心使命。军队

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走的既是扶贫之路，

更是践行宗旨之路，每行一步我们都倍感

充实。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看到相关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看到果树苗一天天茁

壮成长，挂满丰收的果实，老百姓满脸的喜

悦，我们从内心里真切感受到为党尽责、为

民分忧的成就感幸福感。

脱贫攻坚让我们强固了红色基因。

在多个部队调研，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多

数军队单位都把脱贫攻坚点选在了革命

老区。军队脱贫攻坚，走进的是红色热

土，感受到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补

的是军人精神之钙。在前辈战斗过的地

方听村民讲述英雄故事，在坑道、堡垒、战

斗旧址中感悟战斗精神，在一个个烈士牺

牲纪念地前回望人民军队初心……可以

说，一个个脱贫攻坚点就是一个个生动的

教育课堂。

脱贫攻坚让我们浓厚了军民鱼水情。

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直接体现。精准

扶贫，送出去的是有形的物质财富，收获的

是无价的鱼水情。过去，人民军队在人民

群众的支援下夺取了一个个胜利；现在，人

民群众在人民军队的支援下消灭贫困。官

兵们帮助困难群众义务劳动、热心助教；吃

农家饭，坐农家炕，与扶贫村镇的干部群众

共商脱贫之计，共谋发展之策，许多老百姓

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当

年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实践得真知。亲身经历精准扶贫工

作，我深切感受到了军队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大意义。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场战斗

中，作为人民子弟兵，我们不仅不能缺席，

而且要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冲在前头。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恶仗，我们既要立下

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踏实苦干，也要注

重盘点自己的收获，和广大官兵分享扶贫

经历中的故事、感悟，并以此丰富我们的

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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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政策好，精准扶贫致富

早，小康社会快来到……”

晋北春日的阳光，透过下西岗村村

民王美云家的窗户玻璃，照得屋子里暖

洋洋的。王美云是“追梦农家乐”的老

板，每次忙完了手中的活，她都会为宾客

唱几首晋北民谣。

民谣均为王美云自创，讲述的是下

西岗村在部队帮扶下，实现脱贫致富的

故事。

下西岗村以前是山西省出了名的深

度贫困村之一。这里山高坡陡、土地贫

瘠，贫困发生率高。2016年，中部战区陆

军某预备役师主动承担起村里38户贫困

户的定点帮扶任务。

预备役师专门派出的驻村扶贫工作

队来了，但大部分村民在犹豫和观望。

这时，王美云站了出来，后来成为村里致

富带头人。随着到村里参观旅游的人越

来越多，她又办起“追梦农家乐”，生意越

来越好。

从小，王美云就跟着家里老人学唱

民谣。作为扶贫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

王美云亲眼看着村产业园拔地而起，村

容村貌越来越好，乡亲们幸福指数越来

越高，就自发编排了数十首“扶贫民

谣”。最初，王美云只是在农家乐里为往

来游客唱民谣；后来，乡亲们也自发开始

传唱。

民谣一传十、十传百，也传到了预备

役师官兵耳朵里。该师政治工作部秘书

群联科科长段俊龙笑着说，从小到大听

了很多民谣，还是觉得乡亲们唱的民谣

最动听。

抗日战争年代，下西岗村曾是一片

热土。1940年12月，日军得知下西岗村

是八路军的军粮中转站，强令该村交粮，

村民坚决抵制。日军随即包围了村庄，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西岗惨案”。

1942年 4月13日，“抗敌剧社”编剧

兼演员方璧，在执行任务时遭日寇包围，

牺牲在一棵老枣树下。时光荏苒，那棵

老枣树至今屹立在村头。树干上的弹

痕，清晰可辨。

“方璧烈士是亲人，二十七岁献生命；

没有忠烈打天下，哪能今天享太平……”

70多年后的今天，下西岗村乡亲们唱

起动听的民谣，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

蜜预备役官兵们为下西岗村贫困户免费体检。蜜官兵邀请种植专
家指导蔬菜种植技术。 卜瑞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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