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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贫，我初中
毕业后，就辍学加入了
南下打工的大潮。2010
年，在一场事故中落下残
疾。回家后，尝试过很多
赚钱的门路，但全部以失
败告终。正当一筹莫展之
际，经过严格审核程序，
2014 年，我家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政府无微不至的
帮助下，我在镇上开了
家茶叶零售店，和妻子
早起晚睡全心经营，第
二年，顺利脱贫。

我 感 觉 ， 这 些 年 ，
个人和家庭最大的变化，
就是摘了“穷帽”，拔了

“穷根”。生活越过越好，
发展茶产业的胆子也更大
了，底气更足了。

想到家乡的山上常
年云雾缭绕，水汽丰沛，
生长着不少野生茶，我便

萌生了不仅卖茶，更要种茶、制茶的念头，
当“小老板”，带领乡里的乡亲们一起奔富路。

从幼苗到产茶，一般要3年。我把打工
攒下的积蓄都投进了基地，还向亲戚朋友借
了不少钱，但资金仍然周转不过来。帮扶干
部又帮忙联系到 10万元小额贴息贷款，还
协调水利资金改善灌溉条件，请来技术员
定期上门指导，助我一次次走出困境。

如今，茶叶基地拓展到了500多亩，茶
树旁套种了井冈蜜柚和药材，丰歉互补，
确保效益可持续性，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当地政府也及时落实了每亩3年1200元的产
业奖补政策和3年5万元的贴息贷款，还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我和乡亲们的荷包更鼓了。

有了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我也敢
“走出去”，参加各级各类制茶比赛，有家
门口的，有省里举办的，也有国家层面
的。在与五湖四海的茶友们切磋比拼中，
获得一些奖项，也看到短板所在，发现了
突破方向。

面对即将到来的 2023 年，我的想法很
简单：练精制茶本领，扩大产业规模，购置
数台揉捻机、杀青机，继续在乡村振兴中

“遨游”。
本报记者 朱 磊采访整理

2016年，我刚和丈夫回到
下党的时候，可以说是债台高
筑，举步维艰。婆婆检查出了
癌症晚期，光医疗费用就花了
50 多万元，能借的都借遍了。
我老公原本就右手残疾，又在
修葺老屋时不小心摔断了腿。
那时候家里好几个月连一分钱
的收入都没有，看着躺在床上
不能动弹的老公，想着生病的
婆婆和还不懂事的孩子们，我
常常晚上一个人偷偷流泪。

乡里知道我家情况以后，
把我家列入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还给我家每个人都办了医
保，婆婆一个月药费从原来的
2 万多元减到了 2000 多元，大
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乡里还

把我家纳入了村合作社，用托
管养鸡的方式帮我们增收，又
帮我在家门口的学习书屋联系
了一份保洁的工作，让我在工
作的同时也能照顾家里。不仅
如此，乡里还为我们申请了建
房补助，我们自己又东拼西
凑，终于把新房盖起来了。

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我们
夫妻俩齐心协力，在2018年底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实
现了脱贫。

这两年孩子们都大了，我
也能脱开身做更多的事。2020
年，乡党委书记项忠红建议我
担任难忘下党主题馆的讲解
员，为游客介绍下党的脱贫故
事。现在，我每天带着外地游

客人参观下党的景点，为他们
讲解主题馆里的展览内容，畅
谈下党乡的巨大变迁，把我们现
在的好生活讲给大家听。担任讲
解员两年多，我已经接待了600
多批游客，近2万人次，大家都
说我是主题馆的金牌讲解员！

这些年，到下党乡学习参观
的游客越来越多，我老公便和朋
友一起合作开起了农家乐，生
意红火，家里收入节节高。

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年比一年
好。如果说未来我还有啥愿
望，那就是希望下党越来越好，
我在下党幸福地慢慢变老，看
着我的孩子们成长成才，学成
后建设更美好的下党村。

本报记者 施 钰采访整理

我今年 44 岁。这 10 年，无
论是我的家乡还是我的生活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
家建起了养猪场，年出栏生猪
1150多头，还种植了10.5亩的梨
园，2022年可实现家庭收入20万
元以上，住进了 100 多平方米的
新房，还在五龙镇上买了楼房。
两个孩子都在镇上读书，我和妻
子恩恩爱爱，互相照顾，两口子
的日子过得比蜜还甜。我真切地
感受到在政府的帮助下，加上我
俩的努力，我家终于过上了好日
子，实现了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
当地致富带头人的转变。

1978年，我出生于一个贫困
家庭，父亲身体残疾，母亲身体
也不太好，家里兄弟姊妹又多，
为了能过上好日子，而立之年的
我便背井离乡外出到广州打工。

2012 年，我决定返乡创业，
搞起了生猪产业，投入 20 多万
元，建起占地 900 多平方米的养
猪场，共 3栋圈舍，买来 17头生
猪。但由于技术、销路、交通不
便等原因，第一次创业亏得一塌
糊涂。2015年，我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感谢党的好政
策，感谢各级干部的热心帮扶，
让我家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2016年，政府引荐的温氏集
团，给我的创业增添了信心，我
投入 40 多万元扩大生猪养殖规
模，采取代养模式，加入温氏集
团。我只需要交押金，由集团统
一提供技术指导、饲料、防病防
疫等服务，销售后除去成本返还
给我，这样就降低了养殖风险，
技术也有保障。忙碌之余，我坚
持学习养猪知识。2016年，脱贫

攻坚行动改善了村里基础设施，
我家门口的通村路也建好了，
运输饲料更方便了。最终这批生
猪出栏后赚了 9 万余元，我被温
氏集团评定为优秀养殖户。2017
年，政府又帮助我种了 100 多株
黄金梨，依靠“种养循环”模式
持续增收。2019 年我家顺利脱
贫，我的农场还先后被评为省、
市、县级示范农场，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依靠勤劳的双手，我改变了
命运。一人富不算富。未来，我
要带动村里更多村民发展种养殖
业，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等服
务。同时，我除了努力致富外，
也要教育好两个孩子，希望他们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成长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努力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王明峰采访整理

我今年 47 岁，家里
有父母、妻子和 3 个儿
子。这10年，我的家乡变
化真是太大了：高速公路
修到了村寨口，距离高
铁站不过三四十公里；
通村路、通组路、连户
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
水、电、网、物流畅通
稳定；村寨环境干净、
整洁，老人可以在户外
下棋、喝茶，孩子们可以
在篮球场运动玩耍；住房
和城里几乎没有差别，门
前清溪、门后青山，又比
城里多了空气清新。

回想 2014 年时，通
过精准识别，我家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那
时我和 30 多户村民仍聚
居在山顶，过着缺电、
少 水 、 路 烂 难 挨 的 日
子，就医、上学更是困
难重重。大伙常年只能
靠耕种几亩稻谷加上外
出打工勉强维持生计。

2015 年，在国家扶
贫政策帮助下，我所在的高首寨实现了整
寨搬迁，住到了交通便利的山腰平地。搬
迁后，像我这样年纪的中年人，去打工体
力不占优挣不了多少钱，驻村干部、帮扶
干部就想了许多办法带领我们致富，有人
种辣椒，有人建鱼塘养稻田鱼。

驻村第一书记杨光祖是农行榕江县支
行副行长，他是主动请缨到咱们村挂职
的。去年他来推广种植百香果，我认真研
究了惠农政策，决定试种 20亩百香果。村
里还组织我们去县里培训，到临县参观，
如果种植方面发现问题，就拍照发到种植
群里，科技特派员会指导大伙一起讨论加
以解决。

这几天，我的百香果园今年第三次收
果正在进行中，每摘一个果子我都非常开心。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助了我们。现在家
里的老二、老三先后考上省外的大学，在校时
勤工俭学，放假回家还能帮我种植百香果。

生活努力就能看见方向，辛劳就有盼头。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

本报记者 汪志求采访整理

这 10 年来，我家搬了两次，
从不通电到能用上电，再到住进
乡镇上的二层楼房，过上了安居
乐业的好日子。

我今年25岁，来自四川大凉
山深处的莫红乡达觉村，与大家
熟悉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只
隔着一座山。

我上小学时的学校离家特别
远，我每个周一早上 6 点出发，
一直要到中午11点多才能走到教
室。读完五年级，我需要到离家
更远的学校。那年，姐姐出嫁
了。考虑到两个妹妹还小，父母
身体又不好，我便出来打工。

我在山西朔州的一家砖厂赚到
了第一笔钱，拿到 1 万元。2015
年，我来到太原，在山西建投一建

集团做建筑小工，认识了一位塔吊
司机，开始跟着他学习开塔吊。

我从小说彝族语，基本听不
懂汉语，关于塔吊的专业知识更
是一头雾水。听不懂，我就在塔
机上做记号，用手机拍下来一遍
一遍地看；学得慢，就用午休时
间练习，不吃饭也得把它学会。

2016年，公司举办塔机司机
技能大赛，比赛前6名会被聘为正
式职工。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更
加努力练习，最后获得了第二名
的好成绩，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在领导和同事帮助下，我系
统学习了塔吊专业知识。2019
年，我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那
是我第一次去首都，激动得一夜

没睡。
我们家的变化也特别大。在

政府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扶下，
我家搬出了大山，住进二层楼房，
水、电、气、网全都有，两个妹
妹可以就近在镇上的小学读书。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党和
政府在住房、教育和就医方面的
好政策，让我家的日子过得更有底
气；企业愿意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机会，让我可以习得一技之长。

现在，我已经成为公司的塔
吊班组长，还“升级”当了爸
爸。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肩上
的责任都更大了，未来我还要继
续提高技能。对下一个10年，我
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付明丽采访整理

我今年60岁。从前因为身
患疾病，种地没力气，打工没
人要，再加上自己缺少文化知
识和技能，孩子还要上学，那
些年为生活没少犯愁。

2016年初，村两委干部和
驻村干部来到我家，详细询问
了情况后，我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从拓宽增收渠道，到
看病报销政策兜底，还有安全
饮水、广播电视、生活用电、
卫生厕所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得到有效改善，既给我找到
了脱贫路，更给我增添了信
心。记得那年年初，来自中国
联通青海分公司的驻村干部杨
国钦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给
我们争取到了种子肥料补贴，
给我儿子联系到外出务工的机
会，还把我妻子纳入到公益性

岗位，参与村上的保洁工作。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
关怀和温暖，政府这么贴心，
咱还有啥理由不努力？

经过大伙齐心协力的努
力，2016年底，东铁卖村的贫
困户实现了全部脱贫。从此，
大伙的收入年年见长，砖瓦
房、瓷砖地、水冲式厕所、壁
挂式暖气，已成为很多村民
家的标配。村子里，家家房
前屋后种花种草，水泥路直
接通到家门口，特别是在每
年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咱这儿
美得跟画里一样。我家去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了1万元，
真真正正实现了“两不愁、三
保障”。

摘掉贫困帽，心气也更
高。2019年，在杨书记的帮助

下，中国联通的百兆宽带覆盖
到全村 200 多户，我们还享受
了优惠资费。一根细细的网线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
化，不仅和亲人朋友联系起来方
便了许多，我还通过短视频平台
学到了青稞和油菜的种植技术，
并且把自己的种植经验分享到网
上，吸引很多人给予点赞评
论，还有人私信下单，这可为
我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

只要踏踏实实地干，生活
肯 定 还会再上一层楼。这两
天，我正忙着收拾家的房子，
打算再盖4间宽宽敞敞、亮亮堂
堂的大平房，住着也舒心。接
下来，我打算再承包几亩地，
把种植规模再往大扩一扩，借
助好政策，让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贾丰丰采访整理

说说我家这说说我家这1010年年

脱贫过上了好日子脱贫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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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 吉克达富 山西建投一建集团 塔吊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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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比蜜甜
■ 潘洪全 四川苍溪县 五龙镇三会村村民

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比蜜甜
■ 潘洪全 四川苍溪县 五龙镇三会村村民

把我们的好生活讲给大家听
■ 但 利 福建寿宁县 下党乡下党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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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让日子越过越好
■ 马海军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 东铁卖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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