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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月 伍红 文 /
图） 2 月 26 日晚，参加完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后， 严克美马不停蹄地赶回村
里，虽然这不是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

会议，但是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心情还是十分激动。 她有一肚子话要跟乡
亲们说。

2 月 27 日一大早， 记者跟随严克美一

同来到双龙镇天鹅村三社，此时的天鹅村格
外热闹，村民齐聚一堂，坐等驻村第一书记
严克美跟大家分享此次获表彰时的感受和
经历。

她耐心为大家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时代楷模毛相林他们下庄村人不等不
靠、艰苦奋斗的精神。讲解结束后，严书记对
大家说，脱贫攻坚胜利了，但是我们还要实
施乡村振兴，让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我们要把脆李、柑橘产业发展好，
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努力的把天鹅村建设成
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严克美说。

严克美是当阳乡红槽村的第一个大学
生，大学毕业后，她却毅然回到大巴山深处，
带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业。 10 年来，严
克美从红槽村到平定村再到玉灵村，担任玉
灵村“第一书记”时，严克美摸村情、拿思路，
为村里找到了一条依托生态旅游脱贫致富
的道路。 村里出山的路通了，特色农业发展
了，电商下乡了，乡村变美了。

2020 年 2 月， 严克美从当阳乡调到双
龙镇，现任双龙镇副镇长、天鹅村第一书记。
先后当选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
攻坚奖贡献奖”等称号，今年又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尽管身上多了不少荣誉光环，但严克美
依然保持本色，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实干苦
干。 在与乡亲们的交流中，她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故事，激励着乡亲们，要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努力摆脱“等靠要”思想，凝心聚
力高质量发展好天鹅村的农业产业规划，以
及乡村旅游的发展。

严克美：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侯月 伍红
文 / 图） 3 月 1 日，巫山县悦宏针织厂内暖

意融融。20 余台针车快速地运转着。20 余名
女工们，或缝合、或剪线，有序地忙碌着。

骡坪镇义和村村民李昌琼介绍，1 月 7
日，悦宏针织厂建成投产时，她被招了进来。

骡坪镇玉水村 39 岁的陈琼是悦宏针织
厂的负责人。 原一直在外打工的她，回来看
到家乡有不少为了照看孩子或者老人而不
能外出的姐妹，整日闲着无事做，她便突发
其想，要是在当地有一个厂多好啊，姐妹们
既能照看孩子，又能在家门口挣到钱。

一度时间，陈琼在家坐不住了。 骡坪场
镇上有一家手套厂吸引了她。 原来，骡坪镇
菲潼手套加工厂是我县就业扶贫示范车间。
该厂专门为福建一大型手套加工企业加工
手套。 自 2018 年建厂以来，现已解决了 1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年纪大的 70 多岁，一般
都是 30 岁左右。有的村民在这里做工，一年
可挣到 3 万多元的收入。

陈琼了解到，菲潼手套加工订单不断，
货一般都是供不应求。 经与菲潼手套加工
厂负责人杨勇商量， 也开办一个手套加工
厂，希望能得到杨勇的支持与帮助。其实，杨
勇早就有扩大手套加工厂的意向。 于是，两
人一拍即合， 杨勇负责给员工进行技术培

训。陈琼便筹资近 40 万元，租厂房、购设备、
招员工，在楚阳场镇上建起了悦宏针织厂。

李昌琼的家就住在悦宏针织厂对面。这
个曾在广东打工，九年才回家过两个春节的
她，饱受了离别之苦。 后来，因孩子大了，要
照看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有出过门。而今，厂
开到了自己家门口，又给她带来了挣钱的机
会。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报名进了该厂。

“虽然与我原来所做的工种不同，但我
第一个月就拿到了近 800 元钱。”李昌琼说，
接下来，随着手脚越来越快，每月挣的钱就
越来越多。 现在， 她一月要拿到 3000 元左
右。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自 2018 年以来，
截至目前， 我县有扶贫车间 23 个， 遍布庙
宇、红椿、抱龙、双龙、福田、官渡等乡镇。 涉
及有制造、加工、服装生产以及种植养殖等
各行各业。 目前所有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
产，共解决了 570 人在家门口就业。

全县 23家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570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 （记者 龚傲） 一年之计在于春。 眼下，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我县各乡镇行动早，多措并举稳面
积、提产能，发挥技术优势，加强果树春季管护，力争打
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这场开年关键一战。

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委获悉，今年，我县计划大春(含
晚秋)粮食播种面积 55 万亩，较上年统计口径增加 0.78
万亩，增长 1.44%。 春播作物种子准备充足，全县两杂种
子备案 90 个，其中水稻品种 13 个，较上年增加 10 个，
玉米品种 77 个，较上年增加 28 个。 化肥、农药库存充
足。 据县内各大县级经销商统计，目前，库存各类化肥
3200 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28%。 农药、农膜货源充足，完
全能满足全县春管春耕需要。

春播已启动，低山区红茗殡种、莱用玉米育苗已开
展，截至 2 月 25 日，红苕殡种 1.2 万亩，较上年同期增
加玉米播种 2.2 万亩，占播面的 10%，与常年同期持平。
低山地膜春马铃薯生长良好， 海拔 1300 米以下春马铃
薯已播种结束。全县储备有 9488 台农机具备战春耕，春
播所需农机具已检修、准备到位。

此外， 我县抢抓春耕时机， 完成脆李栽植 2.13 万
亩，完成柑橘栽植 2.4 万亩，集中在两坪乡周家村、巫峡
镇文峰村等 5 个村，集中连片栽植脆李果园 0.98 万亩，
为打造文峰观万亩现代农业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前期，
我县采取“抓重点、做示范、带全面”的工作方法，对全县
28 万亩脆李实施了冬季管护，目前，已对 27 万亩脆李
实施以防治袋果病为重点的春季管护， 并分三个片区，
组成果品培训技术组，逐乡逐村对脆李、柑橘进行修枝
整形、施肥除草等技术培训 1000 余人次。

全县春管春耕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罗淼 雷行星 文 / 图） 每到
新学期开学，学生“装备”热销都会如期而至。 而商家早
已盯准“开学季”，展开促销大战，“开学经济”悄然升温，
教辅资料，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迎来销售小高峰。

2 月 28 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文具店看到，琳琅满
目的文具摆满了整个店内，笔记本、文具盒、书包等各种
学习用品一应俱全，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购买“开学装
备”，造型各异的削笔刀、各种书的封皮、流行的卡通人
物书包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学生购买。

“开学经济”升温

学学生生购购买买文文具具。。

严严克克美美与与村村民民座座谈谈。。

陈陈琼琼((右右一一))在在检检查查手手套套质质量量。。

（上接第一版）这家农家乐是杨元顶、杨亨双、袁
堂清三家人合办的，而出这个“三合一”主意的，
正是毛相林。下庄旅游资源丰富，新一轮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 毛相林就萌发了发展乡村旅游的
想法。 恰好，按照扶贫政策，贫困户能享受危房
改造补贴，毛相林便琢磨：能不能以此为契机，
让村里的贫困户开办农家乐吃上旅游饭， 有稳
定的收入来源？

杨元顶曾是村里的贫困户， 他不是不想搞
农家乐，只是苦于没资金，光靠政府补贴肯定不
够，而且妻子身体不好，孩子们又不在下庄，所
以不敢动手。

毛相林却发现， 村里有意愿办农家乐但同
样条件不足的村民，还有好几家，比如：袁堂清
的妻子烧得一手好菜，开农家乐的话可以当“大
厨”；杨亨双会开车，能帮忙搞点运输……而杨
元顶懂点管理和财务知识，还能打杂。

毛相林于是提议： 这三家人把房屋建在一
起，合力、合资办农家乐，“三合院”由此而来。

但大家仍有疑虑，怕挣不了钱还亏本。“绝
壁上的公路我们都能修出来， 还搞不好一个农

家乐？ 我们都要拿出当年修路的精神来！ 放心，
下庄必定要走乡村旅游的道路！ ” 毛相林一席
话，让大家信心倍增。

毛相林还给“三合院”支招：一是环境卫生
搞起来，二是民宿特色做出来。在村委会的帮助
下，“三合院”完善了农家乐排污管网，改变了污
水横流的状况， 并利用扶持资金将外立面改建
成富有农家气息的原乡风貌， 又在门前修建了
漂亮的花台。

如今， 这个村里最漂亮的农家乐成了游客
“打卡”点，三户村民的腰包也渐渐鼓起来，成了
村里的脱贫榜样。

“的确，那样的天路都能修出来，还有什么
办不成的？ ”杨元顶告诉记者，这些年，农家乐也
有过生意不好的时候，但每次遇到困难，大家想
一想当年修路的精神， 战胜贫困的信心就一下
子足了。

“是下庄精神，让我们面对困难时总能鼓足
干劲，最终创造出了今天的好生活。”杨元顶说，
现在下庄旅游越来越成气候了，他对“三合院”、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张老照片让大学生彭淦回来建设家乡
“下庄的振兴需要年轻人，需要下庄精神”
这个春天，返乡大学生彭淦有很多事想做。

他成功考取了“农村本土人才”，决定留在下庄
跟大家一起建设家乡。

几天前，彭淦向村委会递交了一份策划书，
对拓宽柑橘销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比如借助
网络直播、村播带货等新手段，发挥网络效应，
提升产品附加值等。

“我相信这份策划书能为下庄未来的发展
提供一些思路。 ”彭淦信心满满。

每年过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家，毛相林都
要挨家挨户上门为大家讲述这些年下庄的变

化、 描绘下庄美好的明天， 他的目的只有一
个———让这些年轻人留下，成为振兴下庄的“生
力军”。而彭淦便是毛相林请回来的第一位大学
生。

那是 2018 年春节，已有 8 年没有回家的彭
淦决定返乡过年。一路上，村里的变化让他既惊
讶又自豪：父辈们用生命开凿的“天路”已变成
了平整的硬化路， 曾经荒芜的山野种满了柑橘
树， 就连他家的土墙房也被改建成了一楼一底
的小楼房……

彭淦想留下来，又担心待在村里没前途，内
心十分挣扎，直到毛相林给他看了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 下庄村小老师张泽燕正在给孩子们上
课，黑板上方清晰刻着“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
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18 个大字。

“就是这张照片打动了我。 ”彭淦激动地说，
“张老师是我人生中第一位老师，当年，我就是

在这 18 个大字下学习，有时他还会带我们到修
路现场，感受大人们开山凿路的艰辛。 ”

白驹过隙， 看着眼前已是满头银发的毛相
林，再回想起当年大人们修路的干劲，彭淦的眼
眶不觉湿润了，他当场向毛相林保证：“支书，过
完年我不走了。 ”

这两年，彭淦为村里做了不少实事。张泽燕
快要退休，村小缺老师，彭淦主动走上讲台，为
山区孩子传授知识；村支两委的干部年龄偏大，
不太会用电脑， 彭淦又利用休息时间帮村委会
填报表格、整理材料；村里召开院坝会，他总是
踊跃发言， 从年轻人的角度为下庄出谋划策
……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下庄，
200 多名外出务工村民中， 有 100 余人留了下
来。

“毛支书曾说过，年轻人才是下庄的希望。
下庄的振兴，需要年轻人，需要下庄精神。未来，
我们不仅要把下庄建设好， 更要把下庄精神发
扬光大。 ”彭淦告诉记者。

续写一个个奋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