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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倾囊相助，上海援黔干部让务川喝上“自来水”，道真卖出“致富菜”

打赢脱贫攻坚战续写沪遵山海情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刻，两个“红色血脉
相连”的城市，正续写着深厚的“山

海情缘”。地处遵义市西北部的汇
川区，有一个“国字号”的经济技术

开发区，从前期的规划建设到后续
的招商引资，这里都透着浓浓的

“上海范儿”。作为遵义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汇川区委常委、副区长，援黔干

部季稼桦眼看着当年的一片荒地
慢慢崛起。

“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按
照上海标准把园区建起来。后来发

现，‘上海模式’不一定适合当地的
发展实际。”面对着规模效应初显

的临港科技城、漕河泾科创绿洲园
区，季稼桦说，“上海元素、遵义特

色”才是摸着遵义脉搏的发展模
式。利用遵义的优势资源，园区先

后与联合利华、光明等一批国际国
内知名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未来这

里将成为引领遵义新一轮产业经

济发展驱动力。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推
动遵义当地就业扶贫的项目中，

“黔女入沪”备受关注。这一项目的
初衷是将上海需求较大的家政服

务市场和遵义当地合适的劳动力
人群相匹配。作为首批入沪从事家

政服务的“黔女”代表，舒继兰凭借

自身的努力月收入可达万元，并带
动不少同乡入沪就业，被评选为

“家政就业带头人”。
“我们说的家政，并不是保姆，

而是包括护理、育婴、保洁、老年护
理等广义的家政服务行业。”援黔

干部、遵义商务局副局长包闻杰
说，经过一年多的培育，如今“黔女

入沪”已经成为遵义劳务输出的一
个代名词，涉及的人员更多，覆盖

面也更广，惠及更多的家庭。“通过
组织有效的培训，向周边省市、珠

三角、长三角输送劳力，今年可能
会出现井喷。”

与此同时，作为就业扶贫的另

一重大举措，“沪遵劳务直通车”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2018
年，遵义市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 28428人，其中省内就业 1.8万
人，在上海稳定就业 382 人，在东

部其他省份稳定就业 7263 人，几
乎每一个就业人口的背后，都有一

个家庭的脱贫故事。

“三年来，我们行进在黔北的
红色热土上，奋战在黔北这片脱贫

攻坚的大山中，根植在黔北这片绿
色大地里，如今遵义的脱贫攻坚任

务基本完成，我们也算不辱使命。”
第二批援黔干部联络组组长，遵义

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忠兴饱含深情
地说。在两批上海援黔干部的努力

下，遵义市下辖的贫困县今年将有
望全部脱贫，而这些借由脱贫攻坚

在遵义落地生根的项目、产业、发
展模式、发展理念，带着一批又一

批上海援黔干部的情谊，持续为遵
义的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如此说来，脱贫仅仅是个开始。

从“望天水”到“争光水”

    “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去

背水。去晚了，山上水井里的水被别
人打完了，就得等上好几个小时。家

里的水，都是洗完脸洗脚，洗完脚喂
猪，一点都不能浪费。”43岁的高文

华是务川县红丝乡上坝村村民，许
是因为从小背水的缘故，身材略显

矮小。打开家里水龙头就能听见哗

哗水声的日子，对于世世代代靠天
喝水的上坝村村民来说，是从来都

“不敢想”的事。“水怎么可能会往高
处流呢？”这是藏在“高文华们”心底

深处的疑问。
上坝村，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地

处平均海拔 1000米的山间，离村子
最近的水源是山下的红丝河。险峻

的山路，让生活在山里的人只能忘
水兴叹。“只有站在这里，才能深切

地体会到什么叫‘望天水’。”上海援
黔干部、务川县委副书记钟争光说。

2016年 7月 11日，钟争光和
第二批援黔干部一同抵达遵义。第

二天，他便到务川展开调研。“走了
好几个乡镇，就听到一个声音———

缺水。”谁会想到，生活在这片青山
绿水间的人们为了喝上一口水，吃

了多少苦。“只要有河，喝水有什么
难的。”最初站在红丝河边的钟争光

心里有几分不服气，而当用电、用
油、用光伏等所有可能的方案在高

成本面前败下阵来时，他真切地感
受到了当地老百姓对水的渴望。

“说来也巧。我在朋友圈里看到

一个‘挂友’（挂职干部）提到，云南
在尝试应用一项新技术，不用电不

用油，利用自然的势能和动能转换，
能把水从低海拔地区提到高海拔地

区，这让我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
光。”顺藤摸瓜，钟争光找到了上海

淼汇科技有限公司。
经过对周边河流水域近 50年

的水文监测情况分析，最终红丝河

被锁定为取水的水源。“这毕竟是个

科学试验工程，失败了怎么办？所以
我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2017

年 7月开始踩点，仅技术、施工环
境、资金等方面的论证就花了 7个

月，2018年初，距离水源地扬程 300

多米的小坪村试验成功，让钟争光

看到了希望。

同年 8月，上坝村自然能提水
人饮工程项目正式动工。一个包含

了山下设备房、山顶蓄水池、管道铺
排等系列工程在内的项目仅用了四

个月时间，便竣工验收，项目扬程
739米，日提水量 150立方。什么概

念？整个上坝村 443户 1857人的生
活用水和产业用水全部解决。“原则

上，只要在海拔 1100米以下的区
域，都能实现供水全覆盖，目前

1500米扬程的项目正在试验中。”
然而，又有几个人知道，那些几百斤

重的水管，都是靠人力，一点一点抬
上山的。

有了水，整个村子都活了。高文
华不再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种烤烟，

一年收入十多万元，还能照顾上学
的孩子，家里装了三年的热水器终

于能用了；67岁的付尚强，背了一
辈子水，腰背上被水桶压破，磨出两

道深深的伤疤，那个已经结了蜘蛛
网的水桶，如今再也用不上了。当地

人给这水取了个名字，叫“争光水”。
临走时，付尚强紧紧握住钟争

光的手，神情紧张地说了几句。“他

问，你们走了，水不会也没了？”一旁
年纪轻些的人翻译道。听的人都笑

了，而笑容背后的心酸大家都懂。
“三年援黔马上就结束了，我归

心似箭，却又很舍不得，希望自己可
以做更多，帮助更多的人。”站在高

位水池 739米扬程标识牌旁，钟争
光俯瞰着这片他为之奋斗了三年的

土地，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

从“五谷不分”到“卖菜书记”

    “说实话，来之前我真的是五

谷不分。”谁都想不到，三年的时
间，曾经“五谷不分”的周灵成了黔

北山沟沟里有名的“卖菜书记”。自
从接下道真县委副书记的担子，散

落在海拔近千米的崇山峻岭中、数
以万计贫困人口的生计，便成了周

灵心头记得最清楚的一本账。

要脱贫，就要想办法就近就地
增收。实地走访中，周灵发现，道真

的蔬菜品质好，却在深山里不为外
人知。蔬菜产业，是一条适合当地的

脱贫之路。赴遵义前，周灵是杨浦区
商务委副主任，或许是因为工作背

景的关系，他对市场和价格有着天

生的敏感。“刚开始，我想的是有什
么卖什么，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和

保底收购，激发当地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我们就开

始引导农户按需种植，市场需要什
么种什么，什么赚钱主攻什么。”

事实也是如此。包菜、花菜、
紫甘蓝、宝塔花菜、茄子、辣椒、秋

葵⋯⋯只要是地里适合种的，能卖
出好价钱的，周灵带着农户们一起

田间地头热火朝天地忙活开了，他

深知，“品质”是道真蔬菜的市场竞

争力所在，所以从育苗开始，每一
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标准。

“对标市场，我们发现，食用菌
非常适合当地湿润的山区种植，并

且利润高，赚钱。”于是，便有了食
用菌产业园。在三桥镇，79个食用

菌大棚已经投入使用，更多的大棚

正在加紧建设中。据食用菌园区合
作社负责人介绍，一个标准棚可容

纳 1万个菌棒，两年种三季，一个
生长周期内，一个菌棒可产 2斤菌

菇，按 4块钱一斤计算，一个标准
棚一年的产值可达 12 万元左右。

“我们这个示范园规划将建 236个
棚，如今很多人都在排队申请，供

不应求。”
同时，打开市场对于产业链发

展尤为重要。在周灵的努力下，道
真的蔬菜从菜场卖到了超市，走向

更加多元的市场终端。“过程很曲
折，所幸结果是好的。”说起当年为

了进超市，被到处“踢皮球”的经
历，周灵一笑而过，可这笑容背后

到底付出了多少，只有他自己知
道，“我还记得，第一次看着 9.6米

的大卡车把 10吨蔬菜送往重庆时

的那一幕，心情真的很复杂。”
三年时间，这片山地可谓物尽

其用：海拔高于 800米的地方，主

攻夏凉菜和食用菌，低于 800米，
则是春秋季菜的主产区。“我们不

是帮他们做，而是带着他们做，种
植、流通、包装、销售，通过全流程

的参与，让企业合作社和农民知
道，每一个环节都能增收。要转变

他们靠天收的观念，加强管理同时

开拓市场。”走得多了，周灵被当地
农户亲切地称为“卖菜书记”，而这
个“卖菜书记”唯一希望的，就是在

自己离开后，这里的产业发展模
式、发展思维可以留下，成为当地

人持续增收的渠道。
2018年，周灵交上了一本道

真县脱贫“账本”，上面清楚地记录
着过去一年脱贫人口的详细信息。

8129人，年均人收入 6000余元，每
个人种了什么、赚了多少钱，悉数

在册，“账本”上的很多人，周灵都
能叫上名字。在随机抽样的验收

中，被抽中的 11个回访对象的情
况，和“账本”上丝毫不差。

从“黔女入沪”到“全家脱贫”

上海人到遵义，会有一种熟悉感。即
便是在上海路上偶遇一个说着地道上海
话的遵义人也不足为奇。上世纪 60年代，
为响应“三线建设”的号召，一大批装备制
造业为主的上海工业企业内迁遵义，数以
万计的技术人员前往遵义，在这片土地上
奉献着青春热血。2016 年 7 月，上海第
二批援黔干部 21人启程赴遵。三年来，他
们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

新时代 奋斗者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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