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乔小飞

邮箱：sxjxsyb@126.com A52020 年 10月 19日 星期一

ZONG HE
综 合

穷 山 坡 有 了 新 希 望
———绛县人民医院帮扶山底坡村脱贫工作纪实

山底坡村，是一个位于绛县横水镇的

穷山村，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多年前逃荒来

到当地的山东和河南人，他们在位于中条

山绛县和闻喜县交界的山坡上打窑洞扎

下根，分布在东坡、西坡、杨家岭 3 个自然

村。村里水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全村

116 户 492 口人，有 41 户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常年在外打工 140 余人，留下的村民中

老弱病残的占 20%。全村国土面积 4200

亩，其中耕地面积 2200 亩、退耕还林 558

亩，常年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十年九

旱、靠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

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彻底改变了这个穷

山坡的面貌。在县、镇党委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领导下，2017 年 4 月，绛县人民医院

对山底坡村实行驻村帮扶，推动该村完成

了易地搬迁，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种植连

翘、柴胡等中药材，支持村民发展养殖业，

并引进了投资 6000 万元的大象集团养殖

项目，让村民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几年下来，贫困户的日子过得一天比

一天好。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了党和政府

的扶贫政策，有了帮扶工作队的支持，村

民们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也更有了精

气神儿。

三年啃下搬迁“硬骨头”

“现在的变化非常大，感谢党的好政

策！”自从搬迁到集中安置点后，山底坡村

贫困户王福家总是这样感慨，“以前的窑洞

很破旧，一家几口挤在窑洞里，现在好多

了，有专门的厨房，自己有自己的卧室，真

是做梦都没想到！”王福家一家共有八口

人，平日里，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外出打工，

他们老两口和两个小孙子生活在两间破旧

的窑洞里，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分开，家里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国家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扶持下，王福家一家获得搬迁补偿

款 20 万元，住进了 108 平方米的单元房，

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曾经，山底坡村居住条件差，邮电、通

信、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极差，村民吃水

只能依靠雨水，每逢下雨下雪就通行不便，

而且存在窑洞塌陷的隐患。对此，只有通过

易地搬迁安置，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

的生活条件，拓宽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道路。

“村民们大多不愿意离开故土，靠山吃

山的思想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些特困户、五

保户、老弱病残户担心以后的生计问题，所

以不太愿意搬迁。”山底坡村曾经的第一书

记、绛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任忠良告诉

记者，易地搬迁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每家

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村民一开始持怀疑

态度，看不到钱就不搬迁。于是，帮扶工作

队和村干部通过开会、走访、入户等方式，

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挨家挨户地讲解扶贫

政策，了解他们的搬迁意愿和困难，多方联

系协调，为每家每户制订搬迁方案，山上山

下地不知道跑了多少趟。面对个别群众的

不理解和不支持，工作队也耐心地做好解

释工作，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搬迁地点，顺

利实现了山底坡村的整体搬迁。

从 2017 年 4 月驻村开始到今年 3 月，

任忠良在村里一待就是 3 年，这让作为医

生的他感受到了基层工作的艰辛。最累的

时候，他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

董红军两个人一边打吊瓶，一边工作。然而

让他心痛的是，今年 8 月，患有扩心病的董

红军因为劳累过度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再

也没起来。

在镇村干部和帮扶工作队的努力下，

山底坡村享受易地搬迁政策的 116 户 468

人中，集中安置 22 户并全部入住，分散安

置 64 户，投靠亲友 30 户，所有搬迁户已经

分 6 批完成了验收。

贫困村栽下“摇钱树”

9 月 28 日，记者在山底坡村的山上见

到了正在忙着收柴胡的村民靳铁套。2018

年年初，他在工作队的号召下，通过承包土

地的方式，栽植了柴胡和连翘共 46 亩中药

材，其中，柴胡今年已初见成效。按照今年

柴胡每公斤 13 元左右、连翘每公斤 15 元

左右的市场行情，到后年，只要管理到位，

他家的 46 亩中药材便可收入 12 万余元。

而在 2018 年之前，他家的 20 多亩地全种

的是小麦和玉米。

“旱地都是靠天吃饭，产量低，年景最好的

时候，每亩地收获小麦 150 公斤，玉米 250

公斤，除去投资，一年下来几乎没啥收成。”

靳铁套说，中药材耐旱、好管理，效益也更

好，真是“摇钱树”。说起自家未来的发展，

他满怀憧憬。

任忠良告诉记者，过去，山底坡村村民

有在山上种药材的传统，但都是零散种植，

不成规模，品质也不高；没有市场，也卖不

上好价钱。“山上的地都是旱地，而中药材

恰恰比较耐旱；村里大都是老年人，种植中

药材也不会特别费力，而且连翘的生长周

期长达 70 年，祖祖辈辈都将会受益。”在对

当地的种植基础和自然条件进行充分考察

后，帮扶工作队成员和县、镇两级政府、村

“两委”共同敲定山底坡村发展中药材产

业，在实现贫困户居住环境整体改善的同

时，找到全村致富的源头活水。

在引导村民种植中药材的过程中，绛

县人民医院作为帮扶单位起到了重要作

用。该院帮扶工作队实地考察中药材苗木

品种、药效和市场，最终选择了适合山底坡

村的连翘、柴胡、黄芩等中药材的品种，并

通过宣传和做思想工作，鼓励更多的村民

科学栽植中药材，并多方联系，帮助村民扩

大销路。同时，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该村还

成立了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约

100 亩，种植 1 万余苗连翘树，这些连翘今

年已经开花结果。该村还举办了连翘种植

管理培训班，每户发放教科书两册，推进村

民变股民，资产变股金，劳力变工资，实现

村民在家门口致富，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

现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徐森对中药材很感兴趣，在校时就考取了

“职业药师”证。他生在农村，如今又选择回

到农村，并立志接好“第一书记”的接力棒，

把青春奉献给扶贫事业。

如今，山底坡村共种植连翘 1000 余

亩、柴胡 500 余亩、黄芩 200 余亩，中药材

种植面积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既

绿化了山坡，又增加了收入。今年，初见成

效的中药材产业将给全村种植户带来近

100 万元的收入。

信心也是生产力

时隔 5 年，今年 64 岁的贫困户王庆云

选择重新从事养殖业，他花 9 万多元从闻

喜县买了 66 只羔羊，按照他的计划，现有

的羊今年年底能卖 3 万元，通过繁殖和买

小羊羔，3 年后，他的养殖规模会扩大到

1500 只羊，这样下来，每年的收入将在 10

万元左右。

王庆云家庭是山底坡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有一个 80 多岁的母亲常年卧床，还

有一个 60 多岁的智障弟弟多年一直跟随

他，妻子患病每月需要 300 多元的医药费。

一大家子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尽管生活很

辛苦，但他仍然想要通过努力劳动来改善

全家的生活，用他的话说就是：“政府这么

好的政策帮咱们，咱也要自力更生，不能总

给政府添麻烦。”他告诉记者，5 年前，自己

曾经在山上放过羊，但由于感染了羊疫病，

100 多只羊几乎全得病死了。当时，他的父

亲生病没人照顾，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剩下

的羊卖了回家照顾父亲。

这一次，王庆云是下了决心要过上好

日子。他告诉记者，买羊的钱有将近 8 万元

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这几年，他通过找别

的养殖户咨询、上网学技术等方式，一直在

学习养殖技术，加上自己有一些经验，他觉

得，养羊能挣钱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最关

键的是，村里的帮扶工作队给他们提供了

专门的场地和小额贴息贷款，而且会帮他

联系畜牧专家，在养殖技术方面给予专业

指导，这无疑增加了他通过发展养殖业实

现脱贫的底气和信心。

在山底坡村，像王庆云这样从事养殖

业的还有 7 户。对于有养殖意向的贫困户，

帮扶工作队忙前忙后帮助他们跑手续，申

请小额贴息贷款，对他们进行养殖技术培

训，真正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

切实增强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做到

“志、智”双扶。

在绛县人民医院的帮扶下，山底坡村

的贫困户家庭收入从 2014 年的 2000 元增

加到 2019 年的 5000 元左右，该村也于

2018 年 10 月底整村脱贫，群众满意度达到

95%以上。除此之外，该院发挥自身优势，每

年组织一次大型义诊，带着医疗设备、医护

人员来到山底坡村，为村民进行免费体检，

并为村里 7 个村民联系医院和专家，实施

了膝关节置换术……徐森告诉记者，他和

扶贫工作队将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脱贫路

上绝不让一个老乡掉队”的庄严承诺，为贫

困村带来致富的新气象、新希望。

绛县人民医院驻山底坡村第一书记徐森和村干部在查看柴胡的生长情
况。 裴旭薇 摄

《运城日报》记者 裴旭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