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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报记者 方丹 肖乔 文 / 图
虎瘦雄心在，人贫志气存。 开发式、造血

式、输血式扶贫，让不少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
富的道路，而吴扬泉就是不等不靠，努力实现

脱贫致富的典型代表。
吴扬泉是红椿土家族乡瓦店村 5 组的村

民，家中 5 口人，他和妻子一直在家务农，上
有年老体弱多病的父亲需要赡养， 下有 2 个
学生在上学，家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也没
有好的支柱产业，2014 年， 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自从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后， 驻村工作
队及村支两委在入户走访时， 鼓励吴扬泉利
用村里的荒地种植烤烟。 吴扬泉注意到县里
的产业扶贫政策， 想借着政策的东风依靠双
手，让自己的生活快点好起来。他一方面寻求
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勤奋学习烤烟种植技术。

2014 年，吴扬泉将自家的田地全部改种
烤烟，从育苗、移栽、田间管理、成熟采收、烘
烤、分级扎把、交售烟叶，整个过程都是吴扬
泉一家人亲力亲为，没有雇车、雇人，风雨无
阻。

通过自己的努力，吴扬泉终于有了收获。
2014 年，他种植的 15 亩烤烟，净赚了 4 万多
元。种植烤烟让吴扬泉看到了希望，再加上政
策大力支持，吴扬泉的劲头更足了，信心更大
了。 2015 年，他将烤烟发展到 20 多亩，纯收
入 6 万多元。 2016 年，吴扬泉家顺利脱贫。

在自身发展良好的情况下， 吴扬泉没有
忘记乡亲们， 他积极带头拉动其他贫困户一
起种植烤烟，分享种植技术，交流成功经验，
在他的带领下，贫困户们已经脱贫了。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健康扶贫解决了我
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产业扶贫给了我脱
贫致富的机会； 金融扶贫给了我发展产业的
资金支持”。如今，吴扬泉逢人就说，会尽自己
所能带领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让党的温
暖阳光普照得更宽、更广。

从贫困户到种植大户， 吴扬泉不向贫困
低头，积极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赢
得村里人点赞， 也成为全乡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典型。 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重庆市脱贫
攻坚表彰先进个人”的表彰。

“有了帮扶干部的帮助，我才脱了贫。 我
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自己奔小康的同时，带
动身边人致富。”对于未来，吴扬泉信心满满。
在吴扬泉身上， 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一个优秀
党员不忘党恩、理想高远；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吃苦耐劳、回报社会的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5 月 6 日， 记者走进曲
尺乡朝阳村 3 社，只见重庆市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王祖保正在脆
李园中指导果农对脆李树进行
剪枝抹芽。

“这种旺长枝必须缩短，因
为它会吸收树的营养， 剪的时
候，可以留下芽，不能留上芽。 ”
王祖保手执一把电剪，边剪边对
果农说。“我们的脆李还有一两
个月就上市了，现在把春梢枝剪
掉，以保证脆李的品质。 ”

“王祖保，一名看似普通的
农民，却有一股吃苦耐劳，永不
服输的创业精神。给人的感觉是
一个爱动脑精，思维敏捷的人。”
朝阳村党支部书记张兴利这样
评价。

王祖保敢闯敢拼， 大胆创
业，吃苦耐劳，勤奋好学。通过他
的不懈努力，在党的富民政策鼓
舞下，立足实际，在增收致富的
道路上带头发展特色产业，并致
富不忘左右邻舍，带领周围群众
致富，且刻苦钻研农业科技知识
和产业实用技术，在当地是远近
闻名的优秀致富带头人。

据了解，王祖保利用自家承
包地大胆种植脆李，为了掌握脆李栽培管护
技术，他多次到县果农中心请教，多次主动
参加县、乡、村聘请的果农专家举办农技技
术培训和外出考查学习。“脆李三分种，七分
管，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加强学习。 ”
王祖保说。 经过不懈努力，他的脆李栽培种
植管护技术得到了很大提升，产值同周边邻
居比，亩产要高 60%以上。

在王祖保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也开始学
习科学的种植管护方法。由于种植管护的经
验不足，种植管护效果并不明显。 王祖保看
到这种情况， 便主动给他们提供指导和帮
助。 经过一年时间的精心管理，周边农户的
脆李也得到丰收。

通过王祖保的致富带动效应，周边农民
收入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增强了他们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这段时间，王祖
保回来之后，就常教我们剪枝、除草，做的非
常好。 ”村民王祖坤说。

王祖保脆李种植取得了成功，经济收入
也有很大提高。 但他意识到，仅仅靠种植脆
李太单一，很难真正发家致富，要做好致富
带头人，还必须想办法，采取多种经营。经过
详细考察， 王祖保发现本地适宜种草莓，他
就从贵州弄来了一批草莓苗，发展了 5 亩草
莓基地， 按照种植草莓相关技术进行栽培，
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年的收入就达到 8 万
多元。在他的带领下，周围村民跟步而进，也
开始种植草莓。 目前，全村草莓种植面积已
达 80 亩以上。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王祖保带头科技种
植，搞精细化管护，带动周围群众致富，而他
也成为附近知名人物。他主动帮助带领邻里
和周边群众，在他的引导帮助下，他所指导
的 85 户，户户出高产，都能卖个好价钱。 现
在朝阳村的农户看他种什么果子就跟着种
什么果子，看他什么时候打药、施肥、除草、
剪枝，就都跟着干。 2021 年 4 月，王祖保被
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被评为先进个人，是我一生的荣誉，更
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我想帮助村里面做好
脆李管护，让老百姓多挣点钱。 ”结束采访
时，王祖保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 抬眼一看，只

觉就一副中等身材，很平凡。 有刚有柔，也有
勇有谋。这是一位记者 2013 年在一篇新闻报
道中，刻画的朱钦万的形象。

时过境迁， 一直在脱贫攻坚道路上苦战
的朱钦万，现在像个啥样?
� � 一头白发，皮肤晒得黝黑，说着地地道道
的巫山话。

朱钦万自 2008 年 2 月调至县扶贫办工
作任副主任， 分管生态扶贫搬迁，2009 年任
扶贫办主任至今，一干就是 13 年。

期间，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说他工作太辛
苦、太卖命了，给他“调岗换位”的机会，但他
都主动放弃了。他表示，“自己热爱扶贫工作，
不能半途而废， 还要继续给巫山的贫困户做
点事情。 ”

说起朱钦万， 注定要将他与在全市乃至
全国都具有“范本”意义的庙堂整乡搬迁联系
在一起。

巫山庙堂乡，距离县城 165 公里，平均海
拔 1700 米。 整个乡几乎没有平地，大多耕地
在半山，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 交通靠走，通
讯靠吼， 治安靠狗， 这是庙堂乡最真实的写

照。
不到庙堂遗憾终身，到了庙堂终身遗憾。

就是这样让人总是“遗憾”的地方，朱钦万无
惧“遗憾”，进进出出 12 趟。

他反复思考:穷乡庙堂，既然无法改变现
实，那何必苦苦死守？ 既然没有退路，也别无
选择，那就不如搬出大山！

搬？说起容易，做起艰难。就为这一搬，朱
钦万忙惨了:规划、设计搬迁方案，爬坡上岭、
走村串户， 一户一户上门作动员； 安置点建
设，土地矛盾突出，老百姓阻拦不准动工，关
键时刻，还是他跑到现场，蹲点解决……

终于，在 2010 年 8 月底———庙堂完成整
乡搬迁，有着“重庆第一穷乡”称号的庙堂乡，
正式撤销行政建制。

朱钦万的创新思维， 让庙堂人搬出大山
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家致富的
梦想也一天天变得真实起来。同样的，在脱贫
攻坚期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累计搬迁
11 万余群众，实现了青山金山两相宜。

在做好扶贫办工作的同时， 朱钦万还切
实履行好县扶贫办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的职能职责，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有
效开展贫困户动态管理、各项政策宣传、扶贫
项目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定点帮扶、
各类问题整改、脱贫成效巩固、扶贫资金监管
等工作，确保中央、市、县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有人说， 他这个扶贫办主任什么都
管———哪个村没水吃了，他要管；哪个乡没有
桥过河， 他要管； 哪个村小上课没桌椅板凳
了，他也要管。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为了管好
这些事，朱钦万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13 年不变，一直进出那一间小小的办公
室。 在扶贫路上，朱钦万熬白了头发；13 年不
变， 每一天清晨， 扶贫办的第一盏灯是他打
开；13 年不变，每一次单位加班，办公楼里都
有他的身影。

就是凭着一股牛劲， 一双慧眼， 一颗善
心，一张利嘴，巫山扶贫开发工作有声有色。
自朱钦万担任扶贫办主任以来， 贫困地区面
貌发生了巨变, 整村扶贫推进、 生态扶贫搬
迁、扶贫产业发展、社会民生帮扶等工作亮点
纷呈， 成效显著， 减少贫困人口近 9 万人。
2018 年巫山县成功脱贫摘帽。

在朱钦万的带领下， 巫山县扶贫办曾荣
获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 连续 5 年获得市
级扶贫业务考核一等奖。近几年来，他还荣获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和重庆市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

如今，坚守 13 年！ 他还在继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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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保给脆李树打枝。

朱钦万：坚守 13 年 探索乡村致富路

吴扬泉：烤烟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文 / 图
“敬海，你有没有空，我家里有点事，请你

来帮我看看。 ”

“好咧，我马上来……”在巫峡镇镇春泉
村村民心中，有事找“敬海”，一定能行。

作为巫峡镇春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的李

敬海， 是县委办公室政策法规科科长。 他从
2015 年 6 月开始到春泉村开展扶贫工作以
来，在知重负重中矢志前行，在苦干实干中提
升本领， 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同
时，也成为了群众的知心人。

李敬海记得，到村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对全村所有农户进行走访摸排。 他用了 1 个
月时间，走遍春泉村 21.3 平方公里的每一个
角落。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地头期间，他用心
用情和群众拉家常、宣传党的好政策，虚心听
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事事为了群众，不折不扣
把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6 年、
2000 多个日夜，李敬海已与春泉群众打成一
片，成为大事小事都离不开的“敬海”。

春泉村在 2014 年新一轮扶贫开发识别
时，全村无一条硬化道路，286 栋农房中仅有
16 栋为砖混结构，95%的人畜饮水水源为旱
水。

80 多岁的贫困户张代宣和老伴均体弱
多病，住在破烂的土坯房中，吃水靠老伴用塑
料桶去背。李敬海在走访中了解情况后，决定
用搬迁兜底方式为其新建房屋， 并协调新建
一口水池解决饮水问题，还与帮扶单位沟通，
争取资金为其添置家具， 使其生活得到彻底

改善。
现在的春泉村， 一条条宽敞平整的村社

道路直通家门口， 一间间漂亮整洁的水泥板
房屋十分耀眼，“云端巫舍”“云雨栖” 民俗乡
村旅游村落正在成型。 全村基础设施有了保
障后，李敬海又开始着手产业发展助脱贫，帮
助村里因地制宜发展脆李 660 亩、 蔬菜 320
亩、 核桃 900 亩、 土蜂 700 余桶； 养殖山羊
500 余只、土鸡 10000 余只；帮助发展乡村农
家乐 5 户。

扶贫要扶智。驻村期间，李敬海通过走访
了解到， 由于本身贫穷加上一些陈规陋俗的
制约和束缚， 导致当地很多人缺乏靠自己双
手改变现状的内生动力。于是，他通过召开群
众会院坝会，广泛宣传政策，开展情绪疏导、
矛盾化解，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并帮助制定村
规民约， 成立由党员、 群众代表组成的评委
会，每季度评选“脱贫榜样星级户”“守法诚信
星级户”“勤俭持家星级户”等先进典型，树立
群众脱贫志气，营造争先脱贫良好氛围。

如今，春泉村脱贫成效显著，发展思路明
确， 群众充满信心， 向人们展示着春泉村宜
居、宜业、宜游的新气象。

李敬海：群众的知心人

李李敬敬海海（（左左一一））了了解解果果树树嫁嫁接接情情况况。。

吴吴扬扬泉泉正正在在耕耕田田。。

县县扶扶贫贫办办主主任任朱朱钦钦万万（（左左一一））在在抱抱龙龙镇镇调调研研脱脱贫贫攻攻坚坚工工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