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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故事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谭帮敏是水富市林业和草原局的
林业高级工程师，她参加工作 32 年来，
扎根基层从事竹子选育和丰产栽培技
术研究，默默地在竹林里做勤劳的耕耘
者，把初心使命书写在林产业发展路
上，托起山区林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致
富梦。因工作成绩突出，她先后获得云
南省“三八绿色奖章”、云南省“科技兴
乡贡献奖”，2021 年被列入“昭通市鲲鹏
计划人才”，2022 年获昭通市“最美科技
工作者”称号。

实干，筑牢林产业发展基础

1991 年到 2011 年，20 年里，从一名
林业员成长为林业站站长，谭帮敏把最
美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偏远的水富市两碗
镇。其间，她主动积极参与完成长江中
上游防护林建设工程 1.59 万亩、关河流
域治沙工程；负责完成天保工程 1.2 万
亩、退耕还林和巩固退耕还林 1.45 万亩、
完成两碗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13
万亩，为林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与此同时，她还负责森林资源保
护，尽心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林区
平安，取得了森林防火工作 20 年无重特
大森林火灾的成绩。

工作中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从项目
规划到组织施工，谭帮敏总是带着一帮同
事到田间地头，以身作则，手把手地教村
民们科学搞好造林规划，指导他们做好清

林、种植和管护工作，推动工作落地落
实。偏远高寒山区太平镇二溪村回龙堡
林区 2万亩筇竹低效林需要进行改造，谭
帮敏作为技术负责人，冒着寒冬的风霜、
冷冻、雨雪天气，她背上包裹带上干粮与
同事早出晚归深入林区开展工作，但她从
不叫苦叫累。经过改造后的筇竹竹笋产
量从每亩6.5公斤增加到32.5公斤，最高产
量达到100公斤。

创业，在乡村振兴中显身手

2019 年 7月，水富市选派科技干部下
沉基层一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乡村振兴。谭帮敏主动请缨，下沉两
碗镇三角村，她决定把自己多年在基层
总结的工作经验落实到竹产业上，干出
一番成绩。

三角村是水富最偏远的村寨之一，且

是一个苗族人口占 90%的村寨，山高路
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群
众 ，谭 帮 敏 吃 住 在 村 里 ，在 山 上 安 了

“家”。深入调研分析后，她找出了村里发
展方竹滞后的原因，并将三角村适宜发展
方竹区域规划上图、分步实施计划提供给
当地政府参考决策。

在得到当地政府支持后，谭帮敏决定
创办方竹示范基地，她牵头成立水富鑫达
农林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公司+集
体经济+农户”的方式，村民以土地入股，
她出技术和资金的方式发展3000亩方竹，
带动村民一起致富。在实施项目期间，她
通过种植培训、流转土地、引进种植大户
等方式做好样板示范。

谭帮敏还发展林下种植等项目，她先
后示范引种球盖菇、竹荪等项目，达到“以
短养长”的目的。她手把手地教会村民科
学种植球盖菇、竹荪。在发展过程中，她
聘请村民在基地务工，不仅解决了村民就
近就业难题，还帮助村民增加收入。截至
目前，她已给村民支付了10余万元工资。

传经，推广科技促增收

谭帮敏多次组织村民开展栽培管理
技术培训，并专门编制了《筇竹、方竹种植
与管理实用技术手册》发给村民学习，教
会村民在不同的季节做好竹苗抚育管理，
让村民逐渐掌握栽种和管护技能。她在
三角村不同海拔区域建立方竹栽培与管

理样板地，通过不同配方施肥和管理方
式，跟踪观察方竹长势效果，测试和探索
最佳管护时间以及丰产效果，不断总结管
护经验。

在谭帮敏的示范带动下，村民发展方
竹产业的热情高涨，从以前的不愿种竹转
变为现在的“抢”着种竹，竹产业组织化、
规模化、规范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示范区
基地达到了 3200亩，成活率达 85％以上，
涉及村民 129户 516人；预期亩产竹笋 200
公斤，每年收入可达500余万元。

此外，为了方便村民采竹笋，谭帮敏
还主动帮助协调镇政府为村民修建了2公
里的采笋便道。说起谭帮敏给村民带来
的各种改变，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

目前，谭帮敏担任水富市两碗镇“万
名人才兴万村”工作组组长，在抓好竹产
业发展重任的同时，带着 3名西南林业大
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竹不同栽培时间对
成活率及生长的影响》与《激素处理和施
肥对金佛山方竹种子发芽、苗木生长的影
响》的课题，目的是形成配套管理技术，更
好地指导水富竹产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具有 25 年党龄的老党员、
一名林业科技人员，要努力做好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宣传、产业发展引领示范、林业
科技推广工作，在乡村振兴中贡献自己的
力量。”谭帮敏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至
今，谭帮敏 55岁仍然选择继续坚守岗位，
不忘初心和使命，带领群众在发展致富的
道路上奋勇向前。

2022 年 9 月 3 日，昭通市黑颈鹤保护
志愿者协会换届工作圆满落幕，新一届当
选 的 理 事 会 成 员 继 续 担 起“ 高 原 精
灵”——黑颈鹤的保护责任，让生态昭通
更加赏心悦目，让鹤舞高原的美景持续向
好发展。

1998年 12月 4日，是昭阳区大山包发
现世界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黑颈鹤10周年纪念日，这也是昭通市
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成立的日子。协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

《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章程》，协
会的性质是以昭通市范围内热衷于环保
事业的各界人士为主体，自愿结成的民间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团体。协会以“保护野
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为己任，以弘扬绿
色文化、倡导绿色文明、建设绿色家园、感
受绿色时尚为发展方向，以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美好愿景为终极目标。

随着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昭通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同时，
在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全民爱鹤、护鹤
意识明显提升，黑颈鹤到昭通越冬栖息的
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到大山包越冬的
黑颈鹤数量从 1992 年的 350 只发展到
2022年1月21日的1926只，黑颈鹤种群濒
危等级也从“易危”降为“近危”，大山包已

经成为了全球黑颈鹤东部越冬种群密度
最大、数量最多的地方，成了远近闻名的
鹤舞高原网红打卡地。

“志愿者们聚在一起只为了一个美好
的心愿，让黑颈鹤在滇东北高原自由飞
舞。大家将尽其所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黑
颈鹤保护事业中，守护好黑颈鹤。”卸任理
事会主席王昭荣说。

24年的风雨历程，志愿者们一直沿着
目标前进，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保护黑颈
鹤的初心始终不变。24年来，志愿者们穿
行在昭阳大山包，鲁甸新街，永善茂林、伍
寨，巧家马树等黑颈鹤栖息地，宣传保护
黑颈鹤以及湿地生态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2016 年 9 月 3 日，协会秘书长王兴鹏
带领5名志愿者利用周末自驾车来到大山
包镇中学，为 18名学生发放了每人 200元
的学习、生活补助，并为该校学生和家长
上了一堂生动而有意义的环保课。这是
他们开展黑颈鹤保护宣传工作以及关爱
边远山区孩子的一个剪影。

为了让黑颈鹤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
界的支持，协会积极争取了国际爱护动物
基金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英国环境发
展基金对滇东北黑颈鹤保护事业的援助
和支持。组织发放了上海爱心人士王扬
资助并募捐的 182万余元、上海爱心人士

郑英姿募捐的 10 余万元、深圳爱心人士
段 星 星 捐 助 永 善 县 码 口 镇 黑 甲 村 的
21.15 万元……用于助学济困、改善民
生，让当地村民及学生发自内心地去保
护黑颈鹤，有效地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海外
版》《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党建》《中
国青年》《辽宁青年》等国内数十家媒体上
百次报道过该协会保护黑颈鹤的事迹。
2021年 9月底，在昆明举办的COP15非政
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该协会申报的《昭通
市黑颈鹤及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宣传教
育项目》被评为“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
型案例”；2022年初，《中国国家地理》将该
协会列为“云南环保力量新名片”。协会
于2005年获得首届“中华慈善奖”，2010年
被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4年获得首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2015 年被评为首批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
队……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是对志愿
者用心呵护黑颈鹤的最好实证。

“我们将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协会工作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继续
助力生态昭通、大美昭通的建设。”新当选
的第四届理事会主席牟延安对未来的黑
颈鹤保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他曾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打工者，凭
着过人的胆识闯出了一条致富路。以不
平凡的人生轨迹充分展示了新一代农村
青年的奋斗风采。他，就是巧家县小河
镇的钟卫相。

钟卫相，1982年9月出生于小河镇坝
统村糖房村民小组的一个农村贫困家
庭。初中毕业后，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
样选择外出打工，在外十几载，经历过各
种磨难，做过许多工种，微薄的收入始终
难以改善贫困的家庭环境。2015 年底，
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了党
委、政府很多关心和帮助，他心怀感恩，
但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深切体会到要真
正脱贫致富，还得自立自强才行。

2016 年，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的钟
卫相遇到了难题，家中父母逐渐年迈体
衰需要人照顾，回家可以照顾父母，但是
却没有了收入来源。事业家庭该如何兼
顾，成了压在他心里一块石头。那年中
秋节，本应该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钟
卫相和妻子却只能在出租屋里吃着简单
的晚餐，祖籍广东省梅州市的老板送给
了他两个梅州蜜柚，给小两口增添了几
分节日的气氛。吃着甜蜜的柚子，钟卫
相不禁想：“要是远在老家的父老乡亲也
能吃到如此甘甜多汁的柚子多好。”

如何能让家乡人吃上柚子，最好的
办法就是在小河镇种柚子。就这样，在
老家种柚子的想法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说干就干，年轻气盛的他当即驱车前往
梅州学习柚子种植技术。“当时就像是吃
了秤砣铁了心一样，完全没想过后果。”
钟卫相笑着说起当时的冲动。

通过实地观摩学习，钟卫相了解到，
柚子是多年生树种，3年开始挂果，柚子
树越老，结出柚子品质越好，也就是说，
一次投入，多年收益。虽然学习了种植
技术，但因为老家之前没有人种植过柚
子，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了能
种植成功，钟卫相采用了一个笨办法，把
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柚子品种幼苗都买几
株回去进行试种。“当时我想，每一个品
种都种点，总能找到适合的嘛！”说起自
己的种植经验，性格内向的他打开了话
匣子。

经过品种选育，他最终选定了梅州蜜
柚、红心柚、三红柚、沙田柚、青柚5个品种
进行种植。“找到了合适的品种，我充满干
劲，第一时间去购买了树苗，为了节省时
间，保证成活率，我拉起柚子苗，从广州开
车跑回家。2000 多公里一点也不觉得
累，特别兴奋。”说起正式采购第一批柚
子苗种植的场景，钟卫相满脸的喜悦。

2018年初，经过一家人通力合作，第
一批 300 余株柚子苗种植完成。并于

2020年挂果产生收益。随着第一批柚子
成功挂果，钟卫相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截至目前，钟卫相一家已陆续种植
900余株柚子苗，年产量2500余公斤，他种
植的柚子已远销昆明、上海等地，得到广
大消费者的认可。预计到2023年柚子将
全部投产，每株产量可达到150公斤左右。

“我种出来的柚子品质上乘，比起外
地运进来的，更新鲜、更实惠，消费者们
都很喜欢。”穿梭于茂密的柚子林，钟卫
相一边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一边介绍着
自己的产品。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
正的富。我想通过自己的示范，带动父
老乡亲抱团发展，让小河镇再添一张‘柚
子之乡’的名片。”对于现在“柚”香“柚”
甜的幸福生活，钟卫相展望美好的未来。

诗人赵爱军说：“饭店，是人生拐的一
个弯。”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的味道就
是烟火人生，吴安伟夫妻回乡创业经营的
滨江饭店，是他们一家人的生计，也是小
两口的幸福港湾。

金秋的大井坝，天气凉爽。走进永善
县大兴镇，勤快的市民早早起来吃过早
点，又去热闹的农贸市场买菜，中午各自
忙着自己的活计，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

滨江社区是大兴镇的一个溪洛渡水
电站移民搬迁安置区，吴安伟这对移民
夫妻搬迁后，用安置房门面经营饭店养
家糊口。

今年45岁的吴安伟，老家在河口自然
村 6组，离大兴集镇 12公里，盛产甘蔗，他
的父辈一直靠种植甘蔗维持生活。

吴安伟回忆，小时候每年寒假都要帮
家里一起种植 10多亩甘蔗，挑农家肥、从
集镇买化肥背回家，农历正月初五后，每
天天一亮就要将100多公斤甘蔗种分次背
到地里，分成 40厘米左右的小段，然后挖
沟放种、施底肥、夯土起垄……每年 1500
公斤甘蔗种下去，到年底榨糖，一年到头
能有4500公斤红糖，留下一部分自己吃以
外全背到集镇卖了换钱补贴家用，每公斤
9角，除去全家人的开支已所剩无几。

2013年 5月，溪洛渡水电站正式下闸
蓄水，河口自然村大部分村庄被淹没，吴

安伟和家人一起选择了移民安置，搬迁到
大兴集镇。

2009年中学毕业后，吴安伟在老乡的
介绍下到昆明英茂化工有限公司打工，一
年过去，工资慢慢从每月3000元涨到4000
元，年终绩效也有10000多元。

2010年，吴安伟与云南编织厂的年轻
姑娘翁邦九喜结连理。一年后，女儿吴梦
娜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也带来压
力。“长期打工帮人，工资收入不多还不自
由。”吴安伟拿出2800元在昆明驾校考了A2
驾照，萌生了回老家大兴集镇发展的念头。

2012年，大兴移民安置区学校、医院、
文化广场、农贸市场建设轰轰烈烈动工，
溪洛渡电站库区 1079 户移民安置房建设
全面启动。

吴安伟带着妻子回到大兴集镇，很快
便在长坪公司搅拌站找到了驾驶水泥罐
车的工作，每月 3200 元工资外加管吃，这
一干就是两年。

2014 年，建设大军撤离，4693 名移民
陆续搬进新街、滨江社区，吴安伟家也搬
到滨江 4组，利用占地 80平方米的三层半
小楼，在二楼装修3间包间，购来8张餐桌，
开起了饭店。

创业之初，吴安伟以每个月 5500元的
工资拜旬文军为师，一边学习炒菜一边开
饭馆。经过半年的学习，掌握了家常菜、四

川麻辣火锅的技术后，吴安伟掌勺主厨，翁
邦九管理，滨江饭店正式营业。

吴安伟热情好客，有朋友和远道而来
的宾客，炒完菜都会去招呼一下，一来二
往，结交了许多朋友，回头客也多了起来。

大兴集镇历来是四川省金阳县和永
善县码口镇等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交通
枢纽月亮湾大桥通车后，川滇两岸商贸来
往更加频繁、便捷。2019 年的一天下午，
30余名金阳县的教师来到店里吃饭，吴安
伟将35公斤鱼全部用来招待客人，最终只
收了 1100 元，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去年，又从四川来了 36人，点名要尝吴安
伟炒的菜。

爆炒腰花、猪肝，脆嫩小炒肉，新鲜的
凉拌苦瓜……分量足、味道好、服务热情、
价格低廉，逐渐受到客人青睐，每天饭点
一楼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生意很红火。

走进饭馆，一幅“家的味道”彩画挂在
墙正中，翁邦九热情地倒茶水，忙着给客
人点菜，保鲜柜里，茄子、黄瓜、白菜、青
豆、腊猪脚、猪肚等装满了柜子，淡淡的香
味从后厨飘出来。

吴安伟说：“开饭馆虽然辛苦，但一家
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待在一起，就算自己再
苦再累也觉得开心。”一年四季，看似平凡
的饭馆生意，却让吴安伟夫妻收获了生活
的幸福和美好。

谭帮敏（右一）指导村民种植竹苗。

钟卫相采摘柚子。

谭帮敏：竹林里的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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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永善县移民吴安伟夫妇的新生活

通讯员 田 明 王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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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毛利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