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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
阅读昭通·故事

9月 9日，滇东北高原的天空
明净蔚蓝。位于昭通市昭阳区育
才路 603号的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内人头攒动，来自河北、贵州、广
西等 9省区的专科批新生入学报
到，开启了他们的“医生”梦。

11时许，在报到现场，新生施
鑫不经意间发现志愿者服务队中
身着护士服的学姐，他感觉多年
的梦想已经很近很近。“那一刻，
我开始想象自己穿着护士服忙碌
的样子。”施鑫说。

7 时 30 分，施鑫乘坐从镇雄
县到昭阳区的城际公交车，怀揣
着少年时的梦想，向昭通卫生职
业学院出发。

秋天的阳光穿过薄雾，洒在
毕昭高速公路沿途的树叶上斑驳
发亮。施鑫望向车外，对即将到
达的目的地充满期待，脑海里回
忆起往事。

2016 年的一天深夜，12 岁的
施鑫突发高烧，父母带他到浙江
省金华市浦江县人民医院看病。
在大厅等候时，他目睹了一位因
车祸大出血的病人被送来抢救的
全过程。“当时看着医生忙前忙后
一直在拼命抢救，但都无济于
事。”前后 10余分钟的时间，医护
人员的忙碌、亲人的悲痛、生命的
脆弱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强大
的冲击。“那时，我就想，我也要当
医生，救死扶伤。”

在异乡目睹的场景，让想当
一名医生的梦想根植在这位12岁
少年的脑际。

2019 年 8 月 ，施 鑫 初 中 毕
业。正值东西部协作帮扶计划的
实施之际，施鑫到了广东东莞理
工学校就读。

这是一所公办全日制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也是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但在这里，施鑫被调配到数控技
术应用专业学习，这与他想学医
的初衷背道而驰。2022 年，从广
东东莞理工学校毕业后，不甘学

医梦想就此湮没的他，以三校生
的身份选择到昆明红桥教育培训
学校补习，为学医梦想再次奋斗。

梦想与机遇不期而遇。2023
年，昭通卫生职业学院首次获批
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施鑫正担心
自己作为三校生难以同其他考生
竞争时，看到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的单招考试后，便果断报名参加，
最终以 373分顺利考取了护理学
大专专业。

9 时 30 分，施鑫到达昭通卫
生职业学院西院的大门前，喜庆
的欢迎新生标语，热情的志愿者，
等候前来报名的老师……都在欢
迎着新同学的到来。

“小时候总听大人说，考不上
高中就去读卫校。”9 月 9 日这一
天，“卫校”由一个词语变成一个
建筑物出现在施鑫的眼前。

在昭通广大农村，“考不上高
中就去读卫校”不只是施鑫听
得最多的话，更是昭通万千父

母对孩子的另一种期望，“读卫
校”成为了许多孩子人生的另
一种可能。

学医之路从此有了起点。问
到为何会报考护理学，施鑫掩饰
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奶奶眼睛不
好，现在农村老人养老就医条件
不好，我想学习护理以后可以帮
助他们。”像施鑫一样，医者仁心
已经在新生群体中开始萌芽。

12 时许，前来报到的新生完
成登记注册手续后，有的在休息
区休息，有的去宿舍摆放行李，有
的去食堂就餐。施鑫来到签名打
卡墙前，趁合影的家长和学生走
开，仔细阅读打卡墙上的背景文
字，这是学校“一训三风”的解读，
他记住了学风部分：尊道问学，敦
厚崇礼。

这是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对近
3000 名新生上的第一堂思想政
治课，为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

从村委会办公室到哪个村民
小组要走几里山路，哪户有几口
人，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陈华
都一清二楚。巧家县小河镇拖车
村这几条村民小组路，陈华已经走
了两年多。

2021年 5月，陈华经昭通市第
一人民医院选派到巧家县小河镇
拖车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从没在乡（镇）工作过，缺
乏经验，但是组织信任我，我就必
须把事情做好。”心怀忐忑的陈华
开始了他的驻村之旅。

拖车村是小河镇村集体经济
最薄弱的村之一，七成土地属旱
地，农业产业基础差，大部分村民
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年总收入更
是少得可怜。面对地多人少村穷、
长期发展滞后、村集体经济极为薄
弱的状况，陈华下定决心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走出一条致富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
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
入是关键。只有找准了根源，才好

“对症下药”，为明确产业规划方
向，刚到拖车村安顿好，陈华便
带 领 驻 村 工 作 队 员 开 始 了 寻

“根”之旅。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们就

是挨家挨户去串门，只要看见有人
在家，就去跟他们聊几句，一个星
期不到，村委会旁边那几家的狗见
了我们都不咬了，大概是一天都要
过好几趟，它们都烦我们了。”陈华
玩笑着说起寻根之旅。

经过走访，了解到拖车村几乎
家家户户养牛养羊，每当聊起牛羊
养殖技术，大伙儿都得心应手，但
养殖规模都不大。究其原因，主要
是牛羊的饲草供应不足限制着当
地老百姓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

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出
更大的收益来帮助老百姓，成了驻
村工作队每天思考的问题。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金牧粮
草”，得知这种牧草茎粗、叶宽、秆
高，根系十分发达，适应性广，抗逆
性强，属于多年生植物，不仅产量
高 ，而 且 营 养 丰 富 ，亩 产 高 达
40—60 吨，如此高产让他感到震
撼。于是，说干就干，第二天他们
便着手为引进项目做准备，经多方
打听离拖车村最近的金牧粮草种
植基地在四川省筠连县。“我及时
带上村‘两委’的同志开车直奔筠
连，但当时错过农时，就是错失良

机。”陈华说。
考察、培训、学习……陈华放

下手上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金
牧粮草”的项目上。经过实地考
察、多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老百
姓对“金牧粮草”高度认可，但一
亩地两三千元的种苗钱对村民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很多村
民虽有心支持，奈何经济条件实
在不允许，看到这种情况，陈华心
急如焚。

“如果有人给他们垫付种苗费
用，等有收益了再让他们慢慢偿
还，事情可能会好办一点，也能让
更多老百姓参与这个产业项目，从
中受益。”带着这个想法，陈华跟另
外两位驻村工作队员商量，没想到
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由拖车村驻村工作队 3 名队
员集资垫付 20亩“金牧粮草”种苗
费用 7万余元。2021年 7月，20亩

“金牧粮草”在拖车村落地。经过
一年种植，“金牧粮草”在拖车村适
应 良 好 ，据 测 算 亩 产 能 够 达 到
40—60 吨。2022 年又扩大种植了
200余亩，经年底采收核算，“金牧
粮草”亩产稳定，品质上乘，牲畜喜
爱，实实在在增加农户收益。

陈华充分发挥自身和派出单
位优势，积极争取资金、物力支
持。据悉，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自
2018年起定点帮扶小河镇，脱贫攻
坚期间挂钩山堡村、坝统村，直接
投入资金 160 万元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保障、党建活动室打造
等。2021年 5月调整挂钩拖车村、
小河社区，直接投入资金 25 万元
用于打造党建示范点等工程，进一
步强化了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了村级集体经济的综合实力。

截至目前，拖车村有“金牧粮
草”1200余亩。“金牧粮草”将为助
推小河镇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陈华的理念是“驻村工作队就
是群众的服务队”。一直以来，他
以实际行动践行这种理念，带领驻
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助力乡
村振兴提速增效。“班子强、产业
兴、环境美、村民富”的美丽新拖车
正在徐徐显现。

“这个陈书记，没啥花里胡哨
的东西，会替我们着想，能为我们
做事情。”村民们这样评价陈华。

现在他走到哪里，村民都会
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每逢村民家
办喜事时都要来邀请他参加，他
如同本村人一样。作为驻村第一
书记，陈华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
认可和褒奖。

每次到水富市两碗镇采访，
都会听到相关人员介绍该镇的特
色养殖——娃娃鱼（大鲵）的养殖
故事，而今天要介绍的主人翁就
是位于两碗镇花坛村的金鲵驯养
繁殖基地负责人杨质兵。

“水富金鲵驯养繁殖有限公
司”养殖场就在一个废弃的隧道
中，刚走进洞口，一股凉爽的清风
便迎面扑来，湿润的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的鱼腥味，从山上引下来
的清泉沿着排列有序的池子慢慢
流淌，不同大小的娃娃鱼被分池
养殖，小的如壁虎般在池中游弋；
大的有1米多长，懒懒地躺在池子
的角落里等待着主人给它喂食。
因娃娃鱼畏光怕声，杨质兵便将
养殖场建在了山肚子里。

娃娃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
两栖动物之一，早在 3.5亿年前就
已经存在。因为它的叫声酷似婴

儿啼哭，故得名“娃娃鱼”，它喜欢
生活在江河石缝和清凉溪流的洞
穴内。

杨质兵在发展养殖前，做过
建筑工地的老板、货车运输等，但
都因风险高没有坚持下去。

2007年6月，杨质兵在中央电
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中看到一
则湖南桑植县王国兴在山洞里成
功养殖娃娃鱼的报道。他突然想
起老家小二坪也有个与之差不多
的废弃隧道，该段隧道是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帮助我国修建内昆
铁路时留下的，在里面不就可以
养娃娃鱼吗？于是，杨质兵通过
申办相关手续，把废弃的隧道变
废为宝，投资 600 余万元在隧道
里养娃娃鱼，闯出了一条致富的
新路子。

杨质兵千里迢迢到湖南桑植
县学习娃娃鱼养殖技术，学了两

个月，后又到陕西勉县、甘肃康
县、四川乐山等地学习，掌握了娃
娃鱼的养殖技术。回来后，在水
富市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办理
了养殖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注
册成立了水富金鲵驯养繁殖有
限公司。

2007 年，水富金鲵驯养繁殖
有限公司在水富县委、县政府的
帮助下，从云南省农业厅取得了
大鲵水生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并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野生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
苗种供应单位资格。

修鱼池、买种鱼，养殖场轰轰
烈烈地建起来了，可养殖过程让
杨质兵深刻地体会到了养娃娃鱼
的艰难。当时买一尾种鱼，少则
几万元，多则十多万元。每年 9—
10月，是娃娃鱼繁殖的季节，这期
间，杨质兵都是与娃娃鱼住在一

起，晚上都守着娃娃鱼睡觉。
2008 年，杨质兵发现养殖的

种鱼已经产卵，但受地震影响，却
未能受精，他心如刀绞。2009年7
月，杨质兵已投资 400 万元，但是
娃娃鱼的繁殖还没有取得成功。
当时，杨质兵有点灰心了，有人出
170万元想买鱼池和种鱼，他都差
点卖了。然而，就在他心灰意冷
的时候，妻子黄芳给了他巨大的
鼓励：“无论亏多少，我都一直支
持你，坚持就是胜利！”杨质兵这
才坚持了下来。

2009年9月的一天，杨质兵突
然发现娃娃鱼繁殖成功了，他第
一时间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正在水
富县城照顾小儿子读书的妻子：

“我们的娃娃鱼繁殖成功了！我
们成功了！”

娃娃鱼的成功繁殖，让杨质
兵信心大增，下定决心在娃娃鱼

养殖上大干一场。2009 年，杨质
兵在四川宜宾看上了一尾种鱼，
有 7 公斤重，卖家要价 11 万元，
为买这尾种鱼，他不惜卖掉了一
套住房。卖一套住房买一尾娃
娃鱼，有人对他的这一举动大为
不解。

然而，杨质兵在人们诧异的
眼神中，购买的这尾娃娃鱼于
2010 年顺利产卵，当年孵化鱼苗
900余尾，每尾售价500元，总共卖
了 45 万元。这时候，人们才对他
投以钦佩的目光。

随着养殖技术的成熟，杨质
兵不断扩大养殖规模，金鲵驯养
繁殖公司基地占地面积达 14 亩，
共养殖生态娃娃鱼 16500 余尾，8
种不同规格的养殖池里分别养了
种鱼、鱼苗、商品鱼等不同鱼种。
截至目前，该养殖场存栏 1.5—4
公斤的商品娃娃鱼约 4000 尾，价

格也比较亲民。由于其幽深的山
洞为娃娃鱼提供了最佳的仿自然
繁殖场所，加上引入干净清澈的
山间溪水进行养殖，因而养殖出
的娃娃鱼皮肤光亮、肉质紧实、细
嫩，投入市场就受到广大客户的
喜爱。由于品质良好，杨质兵建
立起了一批稳定的客户。

2023年1月，该养殖场被评为
云南省“省级水产原种场”，在销
售上，做到了可溯源查询，售出
的每尾娃娃鱼都有了专属的“身
份证”标识牌，购买者通过标识
牌可以追溯娃娃鱼的养殖信息
和来源地。

据杨质兵介绍：“娃娃鱼每公
斤300元左右，经济效益好的时候
每年能有20万—40万元的经济收
入。现在公司正在探索改善运营
方式，希望能够将本土娃娃鱼推
广出去。”

杨质兵：山肚子里养出致富“娃娃”宝
记者 毛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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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穿着护士服忙碌的样子”
记者 田朝艳 文/图

新闻助读 >>>

从1957年8月建校至今，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在编教职工
由25人增加到424人，校园占地面积从50.1亩增加到655.89
亩，开设专业从5个专业增加到21个，办学层级从中专学校晋
升到职业院校，在籍学生规模从1000余人增加到1.2万人。

66年的办学历程中，昭通卫生职业学院秉承着“持经达
变，修己安人”的校风，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职业教
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目标，多渠道、立体式推进大学
生“爱岗敬业”教育，培养了一批“行己有耻，开物成务”的医学
技能人才，为昭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昭通卫生职业学院紧密结合高等职业院校医学
生的实际，通过开展教学活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
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有组织、有计划地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思政课教育价值不断凸显。

陈华（左一）入户走访，了解群
众生产生活所需。

施鑫办理入学手续施鑫办理入学手续。。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