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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坡地，因你才鸟语花香，满山翠绿

6月，微风中透着淡淡的花草香气，
弥漫在和平村四平山屯前的山坡上。

“种树就跟养孩子一样，不管护、不培
养，就难以成材。”扎着马尾辫、穿着一身朴
素的黑色衣服、正在修剪树枝的姜志华一提
起种树，立刻来了精神，变得滔滔不绝。

而这样近乎陶醉的幸福感，也只有
姜志华和她的家人才能体会。

姜志华出生在巴彦高勒镇，在家里
四姐妹中排行老大。1996年，父亲不幸
患了重病，这使得本来不算富裕的家庭
变得越发困难。初中毕业后，姜志华便

回家务农，接替父亲搞果树栽培。
这期间，姜志华没有放弃学习，一边向

父亲学习种植果树的实践经验，一边从书本
上学习果树嫁接技术。春天卖果苗，秋天卖
果实。几年过去，她家的果园有了很大的发
展，家里的条件也大为好转。

2001年，成家后的姜志华为了尽快
改变贫困状况，开始寻找致富途径。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出台，

掌握果树栽培技术的姜志华决定自主创业，
萌生了承包荒山建果园的想法。

说干就干！当年春天，姜志华就把
承包和平村四平山屯245.1亩荒山的合
同签了下来。

“种树苦得很，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简
单。”姜志华说，干旱是荒山种树的首要难
题。没有水，她就和丈夫利用自家院里的井
水，一桶一桶地抬到山上，再一棵一棵地浇
灌；没有电，夫妻俩就白天种树，晚上再贪黑
浇水；没有机械，夫妻俩就一锹一锹地挖，再
一棵一棵地种，荒山就这样被一块块地开垦
出来。

人累瘦了，脸晒黑了，手裂出血口子

来，腰疼得直不起来，两只手硬得都握不
住锹镐，姜志华却从未退缩。奋斗的途
中总会有荆棘。从承包荒山种树的第二
年春季开始，连续三年，巴彦高勒镇干旱
少雨。“2003年，村里旱情较为严重，别说
种树了，就连家里的口粮都没有了。等
到7月种果树时，家里就剩10斤玉米。”
姜志华感慨万千地说，“好在身边好人
多，有一位学姐把上班的工资匀出一半
让我买口粮，再加上家里帮衬着，才度过
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姜志华“一意孤行”守护着这些绿色

幼苗的倔劲儿和勤劳感动了乡里乡亲，
陆续有人来帮忙，终于挖出了近百亩的
树坑，并种上了山杏树苗。

此后，通过不断栽种补种，3年的时
间里，姜志华将承包的这片荒山全部种
植了山杏树，共计36700多棵。

“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心，
只想着怎么把树种好，把承包的这片荒
山整出个样子来。如今，看到屯前这些
果树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
感觉一切都值了。”爱树如子的姜志华提
起当年种树的决心笑得像个孩子。

漫山果林，因你才茁壮成长，满地生金

“荒山上种植果树，不仅山绿了，而且
果树结的果子能卖钱，林下还能‘掘金’。利
用苗木的林荫优势和林下土地资源，培育栽
种中草药，还可以鼓起俺们的‘钱袋子’。”尽
管生活在农村，但姜志华乐于接受新鲜事
物，还善于学习，并付诸行动。

2004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科技
致富的信息，通过学习技术和市场调研，
认为搞中草药种植很可行，便决定在林
地间种药材，把荒山资源最大限度地利
用起来，走多种经营致富的道路。

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当时，
姜志华种植的果苗虽然成活了，但还没
有收入，而药材种子价格又高，于是她用
手头上仅有的 50元钱买了 1斤黄芩种
子，种在了自家的园子里，长成后在林间

空地移栽了十几亩。秋后，夫妻俩昼夜
蹲守，小心翼翼地将黄芩种子采集回来，
留着下一年育苗。这样周而复始，林间
地种植药材的面积也在逐年扩大。

“我记得特别清楚，2007年卖药材的
第一笔收入是2400元。”姜志华特别自
豪地说。

现在，她家245.1亩的果树地里已全
部间种了中草药材，已由单一的黄芩增
加到防风、桔梗、苍术、五味子、远志、知
母、柴胡、车前子等十几个品种，各类药
材成活率均达到90%。

成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08
年，姜志华种植的山杏树进入盛果期，药
材也长势喜人，就连杂草都长到了膝盖
处。然而，一位村民不小心点着了杂草，

烧着了一亩多地的山杏树。好在村民们
都来帮忙，火被及时扑灭了。

经过这次教训后，姜志华尝试着把家
里养的羊放进树地，控制杂草生长，降低火
灾事故发生；又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点，
把自家孵化的土鸡放进树地，在防治病虫
害的同时，使果品做到了绿色无公害。

经过反复试验和观察，2013年，姜志
华探索出了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两
亩地放一只羊或一亩地放两只鸡，有效
做到控草、治虫。此举还搞活了林下经
济。如今，她养殖的羊已由最初的16只
发展到了现在的200多只，400只鸡也于
去年冬季全部销售一空。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姜志华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

小，远远不能实现她的目标和理想。于是，
她在搜集并学习了有关农民成立专业合作
社方面的法律法规后，于2017年4月成立
了扎旗宇震农牧业合作社。合作社以雇工
形式帮扶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56户。

同时，合作社还同其中的6户贫困户结
了对，对他们进行一对一帮扶。姜志华准备
给每家免费发放1棵蓝莓苗和1棵党参苗，
并指导他们在院子里种上一池子免费发放
的桔梗药材种子，支持他们搞庭院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开春，姜志华还向
26户贫困户每家免费发放了2棵5年生李
子树苗，并承诺：只要树苗成活，明年还要无
偿提供果树苗，支持他们发展庭院经济。

采访中，今年刚刚与合作社结成对子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黄淑萍信心满满地说：“我

家3口人，去年种地几乎无收入，今年跟着
姜志华干，收入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在姜志华的带动下，周边群众已有
3000多人加入到种树的行列。

谈起将来的打算，姜志华还想在屯前
南山建立10亩实验性苗圃、40亩中草药育
苗基地、10亩苹果园、5亩李子果园，通过合
作社开展免费培训，并实施采摘、观光、旅
游、深加工一条龙生态项目。

从最初的一片荒山，到现如今果树满
山坡，16年来，姜志华在240多亩荒山上共
栽植山杏树10万棵，苹果树、山丁树、榆树
等近5万棵，已经形成经济价值近300万
元。山坡上草的覆盖率也由不足20%达到
了80%，她探索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也实
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站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和平村四平山屯前的山顶往下看，有一片山坡
地上开着一树又一树的杏花，远远望去，像是天上的白云飘落在山坡，煞是好看。可
有谁会想到，1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地。

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姜志华怀着一颗执着、实干的心，经过16年的坚守，
用汗水和辛劳让昔日沉睡的荒山披上了绿装，用智慧和双手把它变成了今日的“金
山银山”，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从一棵小树到一片果林，果树用一圈一圈的年轮记录着她的付出；从一片荒凉
到一片绿色，她用女人特有的韧劲改变了荒山的“容颜”；从带头致富到帮贫扶困，她
用朴实与执着影响帮助着身边的人，与村民一起奔向美好生活。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今年39岁的姜志华把人生中最美好的芳华岁月献给了荒
山，也圆了自己的创业梦、致富梦。

六月的阿道亥村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微风拂面、骄阳不甚，被茂盛的沙柳围困住的
一个个沙丘保持着静美的状态，树影婆娑下
有悠闲踱步的羊儿、嬉闹追逐的小鸡，田垄里
有随风摇曳的嫩苗、辛苦劳作的身影……城
里人眼中的田园生活莫不如此。

但在村民王金岗的眼里，这些都不是风
景，跟和美或诗意无关。他的关注点在那个
渐渐成形的棚圈上。从拉回的每一块砖到一
点点砌成墙再到盖顶，每天他都眼巴巴瞅着，
因为这150多平方米的地方寄托着全家人的
希望，而这个希望绝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他
想尽最大努力为残疾的妻子和残疾的儿子提
供更加稳固的保障。

来自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厅的乔来是包
联驻村工作队的副队长，他不忍心总是面对
每一个“王金岗式”的人那种抹泪叹气却又不
甘认命的情景。

位于红庆河镇、距离旗政府60多公
里的阿道亥村是伊旗最偏远的嘎查村，贫
困人口并不多，4户已全部脱贫正在巩固，
但村集体经济“空壳”，产业短板明显，振
兴动力不足，村民之间陈年积怨导致的矛
盾纠纷层出不穷……现状的任何一个“伤
口”，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溃疡”。今年年
初，市政府办公厅作为包联驻村单位，开
始全面为阿道亥村“问症把脉”。

如今，阿道亥村的“换血”之路如何？

如何解答“扶志”和“扶智”这道二元方程
式？

“没有精气神，没有凝聚力，这是个大问
题。”乔来在摸排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看似不
是问题的问题，他认为从父子不和、邻里不和
这些小矛盾，到村里商量个事儿大家七嘴八
舌急赤白脸最终不欢而散啥都解决不了的大
问题，都是因为“缺少精神文化引导”这根导
火索。

乔来还讲到一些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
包扶单位送种苗等生产资料给一些家庭收入
偏低的户却遭到了拒绝，正是“干不动、不想
干”的“懒汉思想”让乔来下决心组建一个村
文化宣传队。

文化队不仅丰富了农牧民的日常生活，
而且是党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加强村
民向心力意义不言而喻。

在一条已近废弃的羊肠小道前，他听村
里的老一辈讲到这是一条“茶马古道”，清末
民初，晋北陕北的商人赶着装满瓷器和红枣
的马车，一路北上鄂尔多斯，等瓷器和红枣卖
完了，他们再从位于鄂托克旗的盐场装满食
盐原路返回，阿道亥村便是漫漫征途中的驿
站之一，一辈又一辈商人在这里“打尖儿歇
脚”。

这也是阿道亥村的由来，翻译成汉语就
是“饮马的地方”。驻村工作队协调了市文化
旅游部门对“茶马古道”文化进行了论证和规
划，成功入列市级旅游文化示范村。

如果说文化是打开精准脱贫大门的“金
钥匙”，那么给农牧民“打气儿”也能算得上一
种“奇门遁甲”。

阿道亥村共有9个社，人口近两千人，残
疾人口占到258人，劳动力却只有800多人
且大多是50、60人员，虽说人均5亩水地，但
传统的种养殖方式并不能给农牧民带来梦想
中的“丰厚”，怎样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自强、
自省、自求的勇气和能力，也是驻村工作队一
直思考的问题。

在春耕备耕之前，包联驻村工作队便利
用市政府办公厅这个“平台”，邀请市旗两级
的科技局、农机局、信用社、扶贫办等部门就
农机购买、农牧业知识、农机技术、信用贷款、
扶贫政策等方面进行“全套系”指导。

“棚圈盖起来，我想再多养一些猪和羊，
今年跟着科技人员学了不少养殖技术，特别
是疫病防治这一块，以前不敢多养，就怕来一
场疫病啥都没了，这回心里有点儿底了。”谈
到今后的打算时，“脑洞大开”的王金岗露出
了一丝微笑，日夜为妻儿操心的他已经很久
没这么笑过了。

“扶志”和“扶智”这道二元方程式的答
案，正在阿道亥村变得渐渐明朗起来。

如何让产业这个“血小板”有效运作起
来？

经过一上午的排队、登记，当成包的各种
体育器材被抬上车时，“又为村里办了一件大
事儿”的乔来却并没有别人想象得那么轻
松。包联驻村工作队在市政府办公厅的支持
下，为阿道亥村协调了一部分体育器材，但需
要村里自行解决安装、硬化的费用，“村里就
连这点费用都没有，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不

开展工作”，眉头紧锁的乔来说自己还需要
“再想点办法”。

村集体经济“空壳”，是很多农牧区的“通
病”。大河无水小河干，阿道亥村身在其中，
多年无法“破零”，也成为农牧民不能“抱团”的
主因之一。

如果想摆脱目前这种“到处化缘”的囧
途，乔来认为只有符合村情民情的产业才是
激发内生力的“血小板”。

为此，包联驻村工作队多次把村委班子、
农牧民代表集合在一起构思村集体经济发展
方向，“灯下会议”“午间会议”成为常态，工作
队协调市科协对阿道亥村自然资源等进行考
察论证。“种地吧耕地不多，养牧吧草地不多，
离城郊距离远立地条件不好，又缺少劳动力，
村民想富裕就得多方发力。”乔来和工作队决
定带着村民“多条腿走路”。

工作队一边积极对接康巴什、伊旗城区
一些客源稳定的饭店，为其提供绿色农副产
品，村民即将出栏的300多头猪正在保价走
向市场；另一边，工作队对接徒步协会、骑行
协会、飞行协会，谋划利用村里的空地引进

“真人CS”，如果成功既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又能带动农牧民在家门口发展农家乐。

“我们经过仔细摸排调查后形成了很多
好想法，要落到实处还需要多方借力，这不是
一个容易的事情，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乔
来说，他很清楚自己和工作队肩上的担子有
多重。

还不到40岁的赵光军是村里鲜有的年
轻人，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光是那5000
多只鸡浩浩荡荡觅食的场景，就让不少村民
羡慕不已。还有200多只羊、20多头驴，都是
赵光军的“摇钱树”，他的“领盛种养殖合作社”
带动着村里一部分人搞科学养殖。殊不知，
外出闯荡多年回村后把所有积蓄都用来创业
的赵光军也曾困惑纠结，去年还因为收效太
慢、资金周转等困难准备放弃这个“摊子”，是
包联驻村工作队在他踌躇不前时推了他一
把。“工作队帮我协调贷款，也给我出了好多
点子，我的思路一下打开了，我想带动更多的
家乡父老一起致富。”决定继续留下来“务农”
的赵光军认为这是自己的应尽之责。

“村里有1000多亩荒地，我们准备全面
整理后发展林下经济，把闲置土地利用起来
搞科学养殖。”村主任李成仁一板一眼地为村

里打着“算盘”。
目前，阿道亥村有10户种养殖示范户，5

个种养殖合作社，村里还准备成立一个农机
合作社。“有效扩大种养殖规模，主打绿色农
副产品，在市场、示范户和合作社及农牧民之
间建立利益联结关系。”乔来认为，这是阿道
亥村“满血复活”的关键之步。

如何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高家的孩子做了骨髓移植手术，把能卖

的都卖了，工作队协调市红十字会进行长期
帮扶；白家的羊圈被大雨冲垮了，工作队求
助相关单位得到解决；村口的危险路段已造
成多起重大交通事故，工作队报请交通部门
进行改造；村委会缺少办公设备，工作队上
报帮扶单位购置了大量办公文化用品和厨
具电器；组织包扶单位出资出力绿化村委
会、为村民免费理发、平息家庭矛盾……没
有哪一桩事情大到让工作队一筹莫展，却又
让工作队牵肠挂肚，因为每一件小事儿都牵
扯着村民的切身利益。

怎么能让所有的难题产生直接关联，而
不是消灭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复活了？
包联驻村工作队的想法是“捆绑式”扶贫，在
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等横七竖
八的难题中寻找“结点”。工作队解开的第
一个“结”便是通电、通水、通路。

“变压器坏了，我着急得几天睡不着觉，
咱们顶多就是晚上摸个黑，但村民得浇地，
耽误一天就可能耽误收成。”一说起这个事
儿，乔来的嗓门也大了一些。

阿道亥村原有20余台小功率变压器，
完全不能保障村里供电需求。包联驻村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的王晓华在了解到情
况后，马上来到伊旗和红庆河镇供电局，就
阿道亥村供电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成功赶
在浇水旺季前为村里更换了14台大功率变
压器。

“这回过年时也不用点蜡烛了。”阿道亥
村一社社长石成祥的一句玩笑话描绘出了
前些年经常遇到的窘境。更让他美滋滋的
是家里的自来水终于又通上了，再也不用自
己打水喝了。

2013年阿道亥村就通上了自来水。但
水泵年久失修，村集体没钱，村民也不愿自
掏腰包，该村的一社、二社近两年一直自己

打井喝水，包联驻村工作队了解到情况后，
迅速协调水利部门打井2眼，购置7.5千瓦的
水泵2台，并对原有老化的供水管路进行了
更换，确保村民吃上放心水。“工作队是真的
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真事了，村
里的好多烂摊子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当家
里多年停用的水龙头汩汩地流出清水时，石
成祥这样评价包联驻村工作队。

此外，包联驻村工作队组织修建了阿道
亥村一、二、五、六社的道路，让原来的土路
全部变成了砂石路，改变了过去一到雨季就
泥泞不堪的状况。

“下一步，我们还希望能把8个社的农
网进行彻底改造，很多人想回村创业，但是
没电，如果工作队能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
题，这个村就能真正有后劲儿了。”当得知这
个期望已经成为包联驻村工作队的下一个
工作目标时，石成祥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短短半年时间，通水、通电、通路“三
通”工程，包联驻村工作队理顺了工作、联
通了百姓，好多难题也随之迎刃而解。这
是一道桥梁，通往精准脱贫的大门，也正带
着阿道亥村走向更加美好的远方。

记者手记

精准脱贫攻坚战鏖战正酣，我们的“战
果”不再限于某一个个体何时能脱贫，而是
要考量脱贫对象不仅不会返贫，还要有能
力、有心力致富，更要给乡村一个重新健壮
起来的基础。目前，我们遇到的“阵势”何
等雷同，面对的“敌人”何曾相似，但还是有
人找不到破阵之法。究其缘由，还是因为
帮扶之力没对上乡村的“缺口”，不合群众
的“胃口”。虽说各村的困难有相同之处，
但深层剖析却各有“顽疾”，对症下药方能
药到病除。

阿道亥村的特殊之处，正是包联驻村
工作队的发力之源。工作队利用帮扶单
位的平台力量，探索形成的“捆绑式”扶贫
模式，旨在整合各种资源形成“良药”，让
来自产业、健康、教育上的一揽子“痛点”
得以祛除。虽说彻底拔起“病根儿”还需
假以时日，但正在接受全面“换血”的阿道
亥村，能不能重现“茶马古道”的风采？我
们有理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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