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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秋日清晨，露水泠泠。
青山环抱的山坡上，初升的太阳把大

树的枝头照得闪闪发光，微风吹拂下树叶
轻轻摇曳，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楼房在金色
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明亮。王友德背起背
篼，拿起锄头，顺着通畅的水泥路去地里
劳作。望着漫山遍野绿油油的竹子，王友
德很开心。

王友德，今年 59 岁，在水富市太平
镇二溪村三星坝回龙堡苗族山寨里算得
上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 10 多岁时
跟随姐姐王美福一家从大关县的一个小
山村迁移到回龙堡生活。他依稀记得，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姐姐一家搬迁到回
龙堡定居。

三星坝回龙堡属于水富市太平镇二
溪村境内偏远的高寒山区，地广人稀，森
林资源丰富。当时，从大关县搬来的5户
苗族群众发现这里可供使用的柴草、水源
很丰富，能满足他们传统生产生活的需
要。当地的汉族和苗族同胞也友好地接
纳了他们。

肖正才，今年 78 岁，20 世纪 90 年代
在二溪村三星坝担任村民小组长，后来担
任三星坝片区党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
他说，三星坝片区有 4个村民小组，居住
着汉族、苗族和彝族群众，21组的回龙堡
所在地一直是苗族群众聚居地。20世纪
60年代，三星坝和回龙堡各为 1个小组，
两个小组相距 10 公里左右，村民户数不
多，居住比较分散。20世纪70年代，为了
便于管理，按照上级要求，三星坝和回龙
堡合并成第 21 村民小组，计划将原来居
住在回龙堡的王家、黄家、陶家和喻家几
户苗族搬迁到三星坝，因为这里距二溪村
委会所在地近一些。但 5户苗族村民舍
不得离开那里的山林和土地，不愿意搬迁
出来。

回龙堡地势偏远，居住在那里的苗族
群众很少与外界有联系。王友德说：“那
时，要等到赶集日，我才顺着崎岖的河沟
小路到20多公里外的盐井坝集镇去购买
生产、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是‘两头黑’。
因为体力不好，有时走到半路就背不动背
篼了。若天快黑了，只能放在路边，等第
二天天亮了再去背回来。”

在王友德刻骨铭心的记忆中，从小生
活十分艰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生
活物资紧缺，地里种出来的苞谷和洋芋产
量很低，山上的野菜也很有限，经常吃了
上顿没下顿。冷了，可以生火烧柴取暖，

但饿了，却没有办法。
由于与外界联系少，信息闭塞，村里

的群众基本上是交通靠走、通信靠吼，家
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韩家、陶家和王
家的儿媳妇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环
境，先后离家出走。

后来，政府对困难的群众年年发放救
济粮，让他们的生活有了盼头和依赖，围
着火塘取暖、喝酒、聊天成了他们的生活
常态，渐渐地，等、靠、要成了他们的思想
顽疾。

在苗族群众中，王友德比较勤快，看
到三星坝的汉族同胞在发展养鸡、养猪、
养羊能卖到钱或是换到粮食时，有些心
动。于是，在村民的帮助下，他学着养牲
畜。在他的带动下，部分群众也开始想方
设法地发展生产。然而，他们中的部分人
没有长远打算，而是满足于现状，只知道
种苞谷和洋芋，填饱肚子就满足了，不愿
积极想办法改变现状，养成了懒惰的不良
习惯。

二
回龙堡 5 户苗族村民的儿女们慢慢

长大，分了家、立了户，户数扩大到了现在
的19户。

肖正才说：“多年来，三星坝4个村民
小组里的汉族、苗族和彝族同胞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家里缺少的东
西，相互借用。整个片区，不管是哪家有
事，都能齐心协力、互帮互助。”

王友德，在回龙堡发展生产较为积
极，也肯动脑筋，先后养殖山羊、土鸡、鸭
子，虽然是“小打小闹”的发展，但那些叽
叽喳喳、活蹦乱跳的家畜，给山村增添了
不少生机。王友德的干事能力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后来，村民选举他为副组长，让
他带动大家多发展生产，负责上传下达，
平时多联络大家。

每逢过年过节，都有县、乡各级领导
会来组上走访一部分困难群众，并送来一
些实用的生产生活物资。但一些群众却
不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哪
怕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房屋也是不
能遮风避雨的简陋茅草房，家里经常乱糟
糟的，他们却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

2015年冬天，脱贫攻坚工作正式启动，
驻村工作组到村上给村民宣讲脱贫政策和
工作安排。工作人员说，全村要实现“五
通”——通行、通信、通路、通电和通气；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听到这些，大家心里
渐渐亮堂起来，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工作组首先到三星坝各组走访，全面
摸清各组农户户数，了解、记录家庭成员
基本情况、收入状况以及住房现状等，摸
清全村贫困对象家底。经过分析研判，最
后统计出三星坝共有 4个村民小组 98户
381 人，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80 户 279

人，其中苗族群众占80％以上。
2016年1月，挂钩联系二溪村的昭通

市委统战部，水富县政府办、建设局、林业
局以及太平镇的相关部门派出驻村扶贫
工作队，正式进驻二溪村开展扶贫工作。
同年2月，二溪村所辖三星坝的回龙堡片
区被认定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示范点。
太平镇人民政府整合工作力量，成立了以
二溪村驻村扶贫工作队为主体的搬迁工
作组，全面进驻三星坝开展易地搬迁安置
点建设。

三星坝片区群众居住分散，建房户有
43 户，而村民成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对
建房了解不多，对建材价格也不熟悉。工
作组除了安排人员带他们外出询价外，还
要帮他们联系运输车队以及转运材料。
工作队队员们面临帮助群众建房和修建
乡村公路的巨大压力。

三
二溪村委会至回龙堡毛坯公路不通

车，路面含水量高，路基软，加上雨天多，
公路块石回填只能靠装载机运输，而且经
常需要挖掘机协助，施工方铺砂面石进度
难以推进，有的路段铺了10余次块石，仍
是泥泞。特别是进入雨季，刚铺好的公
路，大雨过后又要重新作业，遇到下雨天
更是无法施工，建筑材料无法运输，严重
影响工期。

重重难关就像“拦路虎”，挡住了大
家，但打通回龙堡公路的决心始终没有动
摇。施工方增加设备和人员投入，工作组
也经常到现场督促工程进度，不断与施工
方优化施工方案，将施工队划分为5个班
组，每个班组确定 1台挖掘机、1台铲车，
配备 3—6 名工人填块石、补坑凼、挖背
沟、埋涵管。同时，采取晴天两班倒、雨天
抓重点的方式，工人换班机器不停，工作
组队员与工人常常干到凌晨才收工。

肖正才记得，有一天晚上，施工方负
责人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忙为大家做加
班餐。饭菜做好后，已是 22 时 30 分了，
天公却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想着工
人们还在加班干活，肖正才顾不得下雨
天路难走，用塑料布顶在头上，并盖在装
有饭菜的背篼上，打起手电深一脚、浅一
脚地把饭菜给施工队员们送去。快到施
工的地方，远远地就听到山里传来阵阵
机器轰鸣声，走近了，肖正才看到工人们
在泥水里作业。大家都干累了也饿了，
看到肖正才送来的饭菜，施工负责人招
呼大家去吃饭。

提起回龙堡的公路路况，走过那段路的
驾驶员梁师傅就打退堂鼓。一天，梁师傅装
载了一车碎石进山，车子快到陶开江家开挖
的地基附近时，因路基太软车轮打滑，几番
努力后，车轮却越陷越深，工作队队员李开
伟见状，赶忙请挖掘机师傅来帮忙，结果车
子不但没有弄起来，还被弄坏了。“这趟亏大
了，早晓得不该来的。”梁师傅一脸委屈地
说，眼泪都快急出来了。见此情景，李开伟
招呼其他队员立马找来手推车、铲锄，大家
一铲一车地卸载碎石，协助梁师傅尽快修好
车。碎石卸载完后，工作组的3名队员手上
都磨出了血泡。

经过全力奋战，施工
方终于在 2016 年 4 月
30日将块石铺完。

在 建 房 的

过程中，工作队积极帮助村民联系建材订
单、与运输车队商议运价、组织群众转运
钢材、选择建材堆放场地，事无巨细，事必
躬亲。

针对部分群众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工
作组成立党员先锋队，以 10 名党员为骨
干，帮助群众挖地基、拆老房、抬木料、运
建材，见事就做，有活就干。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安置工作有
了很大的进展，回龙堡 19 户集中安置点
新房和三星坝 23 幢新建房如雨后春笋
般节节拔高，工作队队员们心中充满了
成就感。大家啃下“硬骨头”，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为了帮助村民尽快修好路、建好房，
工作队队员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村民王美福、王友德、张旭光把自家土地
无偿提供给安置点建房，对丧失劳动力
的家庭，大家互帮互助，不分你我，一起
商量，想方设法地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新家园。

回龙堡19户苗族村民的19幢新房依
山而建，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村民新家
园旁边还修建了活动广场、公厕以及集中
喂养生猪的畜圈。

看着安全稳固的、漂亮的新房建了起
来，通畅的公路修到了家门口，王友德和
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他说他们做梦都没
想到会有今天如此幸福的生活。

搬迁那天，太平镇党委、政府及挂钩
单位还帮助他们置备了新家具和生活必
需品、应急用品。工作队队员与群众一起
贴对联、搬家具，看到眼前的一切，苗族村
民情不自禁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四
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紧随
而来。

2017年3月，昭通市委统战部派出干
部吉永鹏驻太平镇二溪村开展工作，水富
市委任命他担任太平镇党委副书记、二溪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脱贫致富，关键要找准路子，要有
产业支撑。53 岁的吉永鹏摸清二溪村
的基本情况后，结合村里山地多的优
势，提出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成立专
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方竹产业，让村民
实现稳定增收。

为了说服村民，吉永鹏和村干部多次
组织村民召开座谈会，会上，他掰起手指
头与村民算收入账，向村民宣讲流转土地
不但可以获得租金，还可以到基地打工领
取工资，获得双份收益。

经过反复多次做工作，有的村民虽然
头天同意，但第二天却又反悔，群众思想
工作难做，这被村民选举为二溪村 21 组
村民小组长的魏洪兵感到头痛。

镇上组织村民代表先后到盐津县、
大关县等地参观学习，看到别人的竹
林从几亩发展到上百亩，一眼望不
到边，规模大、效果好，在场的人
都心动了。肖正才说，特别在

盐津县豆沙关一户人家每年仅是竹笋就
能收入40多万元，让人羡慕不已。

在经过多次座谈会后，村民们终于想
通了，主营种植方竹的水富铜锣坝竹产业
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由魏洪兵担任合作
社理事长，他带头流转耕地 480 亩、荒山
700亩发展竹产业，并向上级有关部门争
取发展资金40万元。

随后，吉永鹏、魏洪兵领着合作社及
村民打塘植苗，又忙着外出考察购苗，在
短短15天时间内，从购苗到植苗，合作社
完成了1180亩方竹的种植。在合作社的
带动下，各家各户村民都在自家的荒山上
种满了竹子。据统计，三星坝第一年种植
方竹 11000 亩。第二年，合作社投资 180
万元租地 45亩育苗，收益 240万元，让大
家看到了发展前景，增强了发展信心。

村民石光贵家，种竹子第二年获得土
地租金 4000 多元，一家人又在合作社基
地打工，劳务收入 2万多元，这是他们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收入。

“以前地里就种点苞谷、洋芋，靠天吃
饭，收入少得可怜。现在我家种植了方竹
150多亩，另外还种植了4亩多核桃，收入
不少了。”村民董文秀激动地说，通过种植
竹子，家里实现了增收。

肖正才说，过去，村里每年都有竹笋
采摘，但管理不好，收益少。自从专业技
术人员带领村民加强管护和栽种，竹林越
来越多，如今，二溪村三星坝竹林面积有
近万亩，方竹、楠竹、水竹、筇竹到处都是，
春季和秋季村民都可以采摘竹笋卖。

回龙堡的苗族村民家家户户都种
竹，栽种的竹子越来越多，竹笋的产量一
年比一年增加。王友德算了算，这几年
他家大约种了 60 亩，邻居韩义荣家种了
90 亩，韩万芳家种了 75 亩，张明远家种
了 70 亩，每年的收入从几千元增加到几
万元不等，大家都在种竹致富的路上欢
笑着。

三星坝回龙堡苗族村民栽种的洋芋，
品种退化，个小、质差、产量低。2018年，
吉永鹏想办法为村民换种 4.5万公斤，各
挂钩帮扶单位也积极主动在春耕期间进
村帮助栽种，种植面积达 300 亩，使种植
户增产又增收。

太平镇积极建立联农带农富农机制，
二溪村的其他村民在当地一部分能人的
带动下，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大力发展中
药材黄柏、重楼等，收入也越来越多。

如今，在二溪村三星坝片区，各族村
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
成为宜居宜业和美的新农村。大家和睦
相处，像石榴籽紧紧拥抱在一起，和衷共
济、顽强拼搏，共存共荣、繁荣发展，谱写
着新时代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美画卷。

石 榴 花 开 三 星 坝
通讯员 狄廷秀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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