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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路上扶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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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用双脚丈量民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田间地头走访调研，在实验室内攻坚克难；他是始终牵挂脱贫攻坚
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8年来，他的议案、建议提及最多的就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他还连续4年全程参与全国脱
贫攻坚奖的评选工作，担任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他说：“我希望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情带到人民大会堂，做一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人大代表。”

寻访扶贫英雄的足迹

一年中有多达100余天在一线走
访，走过 10余个省的 60余个贫困
县，其中包括云贵川的很多深度贫困
地区。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交出的脱贫攻
坚“成绩单”。他说，走过了、见到
了，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到，脱贫攻坚
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何被称作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因为‘奇迹’背后有
艰苦卓绝的奋斗，筚路蓝缕的跋涉，
永不放弃的接力……”赵皖平说。

2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
林第一个上台领奖，很多人因此认识
了这位“当代愚公”，他和乡亲们历
时7年开辟一条“绝壁天路”的故事
也让很多人感动落泪。其实，这已经
不是毛相林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的
领奖台上，他亦是2020年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

第二次看着这位平凡又不凡的农
民走上领奖台，赵皖平依旧难掩激
动，眼中泪光闪烁。“比自己得奖还
要激动，这样的平民英雄应该被更多
人熟知。”

赵皖平和毛相林之间究竟有何渊
源？这些年，赵皖平又为何要走遍全
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

“深入农村，和农民打交道是我
的工作需要。”在农业战线上，赵皖
平已经奋战了30余年。自2017年赵
皖平担任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以来，他到基层一线又多
了一项任务——挖掘脱贫战线上的英
雄模范，讲好他们的故事。

2020年，赵皖平兼任脱贫攻坚
奖奋进组组长，也是在那时候，他发
现了毛相林。“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
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要
让更多人知道，现在还有这种‘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在赵皖平发现的众多英雄模范
中，毛相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很多
人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战场，永
远无法站上领奖台接受至高的礼遇。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
原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就是其中一
位。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冒着
暴雨连夜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突
发山洪不幸牺牲，去世时年仅 30
岁。去年，赵皖平专程到黄文秀家看
望她的父母。“脱贫攻坚确实是一场
战争，1800余人倒在了一线。这些
人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奋斗者的
缩影，把这些财富挖掘出来，我想对
于后人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赵皖平说。

几年来，赵皖平遇到的“战贫”
故事太多太多……每位获奖者背后感
人至深的“战贫”故事，都深深印刻

在了他的脑海中。
“这些故事，犹如一簇簇火苗，照

亮了许多人的脱贫之路，也点亮了我的
人生。”赵皖平说。

用心履职尽责 用情为民代言

在农业战线摸爬滚打半生，脚下沾
满泥土已经成了赵皖平的标志性特征。

这些年参加两会，赵皖平的行李箱
总是显得格外“笨重”。除了调研材
料，行李箱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农特产
品，新鲜的辣椒、南瓜，真空包装的玉
米、薏米……

农产品虽然其貌不扬，却承载了赵
皖平太多的感情。

“这些农产品已经走出实验室，到
了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为农民增产增
收的重要途径。我想和更多人分享这份
喜悦，为农民朋友们代言！”赵皖平动
情地说。在赵皖平的通讯录里，农民朋
友的联系方式占据了不少的位置。“只
有到了一线，和广大农民打交道，才能
把一线的问题搞清楚，把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事情讲清楚。”

“对脱贫攻坚，不仅要建言说到点
子上，还要在脱贫路上尽自己一份
力。”赵皖平这样说，也这样做。

童维新家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果
子园乡，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他决定放
弃城市待遇优厚的工作，回乡创业。
他在家乡成立了生态养鸡专业合作社
后，发现创业的路比他想象得更加艰
难。合作社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这也
让童维新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一次调研中，赵皖平结识了童维
新。“不能就这样浇灭了返乡青年的热
情和梦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
此，赵皖平把解决合作社的难题当成了

“自己的事”。这之后，他多次联系安徽
省直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及省农委专家
组到金寨县果子园乡，实地考察育种、
养殖、销售情况，并专题研究合作社在
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

不久后，赵皖平的奔走呼吁有了
回应。合作社申请到了项目资金65万
元，用于养鸡场新场建设。赵皖平还
安排专家定期现场指导，推进标准化
生产。

“新场早就投产了，一年产值能达
到 1000 多万元，也带动了我们当地
200多名农民养鸡致富。我们现在别提
多有干劲儿了！”童维新高兴地说。

这些年，赵皖平还多次深入山区考
察，组织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单
位资助金寨县“思源·教育移民班”，
将1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从偏远山
区带到县城上学，连续三年每年资助每
名学生2000元。

他在农村走访调研过程中，还格外
关注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父母不在身
边，孩子的监护人大部分只能做到让孩
子吃饱穿暖，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
相对比较薄弱。”在全国两会上，他连
续多年为留守儿童防性侵建言献策。

“传递老百姓的心声，努力解决好
他们的困难，才能做一名无愧于人民的
人大代表。”赵皖平说。

继续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

“怎么鼓励更多人返乡创业？”“如
何提高光伏扶贫电站效益？”“怎样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两会前夕，原本就常年奔
波一线的赵皖平，调研安排得更加紧
密。“想尽可能多跑一些地方，多听一
些实情。”

这些年，作为一名农业科技领域的
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的履职建言始终
离不开一个“农”字。新征程上的乡村
振兴帷幕已经徐徐拉开，赵皖平更是一
刻不能松劲。“农村是我最熟悉的地
方，我能做更多的事情。”

谈起和“农”相关的话题，赵皖平
总是声音洪亮、充满自信。“想提出更
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还是
得继续扎根一线。”在赵皖平看来，只
有多去一线实地调研，才能把问题搞清
楚、讲明白，不说外行话，让监督落在
关键处，真正为民发声。

近年来，赵皖平提出的这些沾着
“泥土、露珠”的鲜活建议，不少被吸
收采纳推动了政策完善。这些年，乡
村的变化也让他感到欣喜：农村厕
改、道路硬化、卫生整治、智能化的
农耕方式，村民们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
天红火。

对于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赵皖平
有着很多的期待。“乡村振兴的难度、
深度、广度不亚于脱贫攻坚战，又是一
场硬仗。”为此，今年全国两会上，赵
皖平带来了一系列沾着“泥土”的乡村
振兴建议，围绕产业发展、乡村人才建
设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意见。

“脱贫攻坚的成绩单我还算满意，
乡村振兴的接力赛还要继续跑啊。”赵
皖平笑着说。“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脱贫攻坚精神里的这两句话，赵皖平感
受颇深，“新的号角已经吹响，作为人
大代表，更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精气神，
一方面为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贡献力
量，另一方面继续挖掘英雄模范的故
事，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我想只要用心用情用功，未来就
能交出更亮眼的代表履职‘成绩单’！”
赵皖平坚定地说。

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沉淀真情
——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眼中的“战贫”故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直播1小时，卖肉200斤。”今
年春节，汤俊杰几乎没闲着，他的朋
友圈也年味儿十足。通过他在微信朋
友圈的分享及直播带货，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户自家养的鸡、猪等农产品得
以畅销。

“这只是小事，自己开心，还能
帮助别人。”汤俊杰说。汤俊杰是湖
南长沙暮云街道暮云新村长塘组居
民。很难想象，这个阳光开朗、热心
公益的青年人，是一名双下肢截肢、
靠义肢行走的残疾人。而在他的6口
之家中，有5个是残疾人。

心存阳光的人，总能感受到这
世界的温暖。病魔和残疾并没有让
汤俊杰意志消沉。在家人影响下，
汤俊杰从小就对生活积极乐观。汤
俊杰常说：“很多人帮助过我们一

家，我想去回报这样的善意。我们虽
然身有残疾，但和所有人一样，在这
个世界上，都可以发光发热，去温暖
别人。”

2012年开始，汤俊杰连续多年参
与爱心送考、抗洪抢险转移居民、勇
救煤气中毒群众、疫情防控期间为社
区居民送生活必需品、直播带货助残
扶贫……他的“公益小事”从此再没
停止。

2019 年，见义勇为“中国好人
榜”上出现了汤俊杰的名字。

“那天是去买蛋糕，当时在店里看
见一个人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
事，还闻到一股浓烈的煤气味。”汤俊
杰回忆道，见情况不对，他马上和店员
一起关闭煤气，同时打开店内大门、窗
户通风透气，并和店员一起将倒地员工

抬到外面通风处进行急救。因抢救及
时，该名店员脱离了生命危险。

“碰到那种意外，谁看到都会去救
人的。就是一件小事，其实不值一提
的。”面对褒奖，汤俊杰不好意思地说。

如今，汤俊杰建立起了自己的公益
组织——长沙市天心区暮云新村阳光志
愿服务中心，在志愿服务中找到了更多
的自信和快乐。

在汤俊杰的微信里，仅残友就有
2000多位，他坚持“以残助残”的
初心，每天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生
活动态，激励其他残友建立起对生
活的信心。

杨子(化名)是汤俊杰朋友圈的“常
客”。45岁的杨子是聋哑人，只会简单
手语，与人沟通困难，很难交到朋友。
汤俊杰教会杨子用手机后，便成了杨子

的“第一位朋友”。
“现在他经常在我朋友圈留言、点

赞，过节还会发祝福语。”逢年过节，
汤俊杰就会到杨子家坐坐，给他讲讲自
己的近况，并鼓励他学技能。前不久，
汤俊杰还给他介绍了洗车的工作。

在公益路上，像杨子这样的朋友，
汤俊杰结识了很多。现在，汤俊杰还兼
任暮云街道5个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
他的工作笔记本上满满当当地记录了需
要帮助的残友信息。“他们都很信任
我，有什么困难也愿意找我帮忙，所以
我得更上心一些。”

“我是残疾人，家里还有好几位残
疾人需要照顾，所以我懂得残友们的境
况、需求和期待，虽然我的钱不多，但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和帮助
他们。”汤俊杰说。

汤俊杰：

用一双义肢，行走在公益路上
本报记者 郭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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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武汉江汉路口，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一个严重烧伤的摊贩，她售
卖的是手工编织的毛线花，一朵朵红
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耀眼。有时
候摊位上还会有一位脸上满是斑痕
的少女，一老一小的容貌和她们叫
卖的工艺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外
引人注目。

摊贩名叫芦桂芝，她身边的少女
是她收养的女儿小楠，患有血管瘤。
她们的故事始于12年前。

2008年初冬的一天，在河南商
丘街头，一个女弃婴躺在地上哇哇大
哭，看上去又冷又饿。围观的人很
多，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上前。这
时，一个满脸伤疤的女人蹒跚着拨开
人群走向女婴，女人拨开人群的双
手，赫然没有一根指头，只剩下两坨

“肉掌”。
这个女人就是芦桂芝，她抱回家

的女婴后来取名小楠。
芦桂芝家里并不富裕。她年轻

时，一场严重的火灾夺走了她和当时
年仅3岁的儿子小飞的容颜，更让她
痛不欲生的是，她和儿子也都因为这
场大火失去了双手。这场大火让这个
原本在当地还算富裕的家庭，一夜间
倾家荡产。

好在芦桂芝夫妇二人勤劳肯干，
在小飞16岁那年，两人筹到了一笔
治疗款，可以再为儿子做一次整形手
术。遇到小楠那天，是儿子刚刚做完
手术的日子。

第一次在医院拐角处见到弃婴，
囊中羞涩的芦桂芝含泪跑回了医院，
但她心里揪成了一团，脚步又不由自
主地往回走。“当时是冬天，孩子全
身到处都是瘤子，周围围观的人也没
有人管，我没有办法不管她。后来医
生告诉我们这个病叫血管瘤。”芦桂
芝回忆。

看着妻子抱回来的女婴，憨厚善
良的丈夫没有反对。

又多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芦
桂芝知道，她需要学更多的本事，赚
更多的钱为两个孩子看病。经过反复
的磨炼，她硬是在手掌原来大拇指的
虎口位置上磨出了一个缺口，用它来
夹住东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芦桂芝不断的打磨下，夫妻俩
开始编织各式各样的小红花和小盆
景，由芦桂芝在闹市中心沿街摆卖。
来来往往的顾客喜欢这些手工精致、
造型逼真的手工艺品，也喜欢照顾这

个伤残阿姨的生意。一朵毛线花的价格
不高，却倾注了芦桂芝不少心血。在编
织的过程中，钩针会一次次从她的“虎
口”滑落，“开始时，编好一朵毛线花
需要三四个小时。”

为了多挣点钱，芦桂芝经常带着毛
线到摊位现场加工，无论春夏秋冬，人
们从来没有看到她闲下来的时刻。就这
样，一家人一个月下来能挣3000元左
右，除了少许生活费，芦桂芝每个月攒
下的钱都用作了儿女的治疗费。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小飞早早
离开家，辗转全国各地谋生。他用残
缺的手，学会了妈妈芦桂芝制作小红
花的技术。2014年，小飞来到了湖南
长沙，开始在闹市中心摆卖自己精心
制作的毛线花。就这样，芦桂芝带领
全家人，用一朵朵小红花竭力筹集着
女儿的治疗费。

日子一久，武汉街头有个“无指妈
妈”卖花为养女筹集手术费的消息开始
渐渐传开了，她们的故事让无数人感动
落泪。好心人纷纷慷慨捐款，芦桂芝心
怀感激。

意想不到的是，武汉真爱医院在了
解情况后，主动提出免费为小楠治疗。

“这些善款我不知道还给谁，本来是捐
给我女儿治疗的，现在既然医院给免费
治了，我就不能再占着这些钱，得给其
他有病的孩子用。”

小楠入住医院后，芦桂芝把已收到
的所有善款4万多元捐出，在真爱医院
设立了“芦桂芝爱心基金”，专款用于
其他血管瘤儿童病患的救治。

在女儿的病情稳定之后，芦桂芝又
收到爱心捐款2万余元，她也悉数捐给
了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并谢绝了社会公
众继续捐款。“不该拿的咱一分钱也不
要。”芦桂芝总是朴实地说。

如今，小楠也已经13岁了。“我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能健康成长，将
来工作成家。”芦桂芝知道，血管瘤容
易复发，因此她更卖力地钩着毛线花。
也因为这样起早贪黑，今年53岁的芦
桂芝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了许多。

芦桂芝也许一生也未曾踏进过电影
院，也没听说过《送你一朵小红花》这
个电影。但电影海报上的一句话，芦桂
芝记住了，因为最近总会有爱心网友这
样祝福她：“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样再
艰难的时刻，你也知道不放弃。”

因为，那一朵朵小红花，寄托着她
的希望，承载着她的爱。

（向凯）

“无指妈妈”，送你一朵小红花

本报讯 3 月 12日，中华儿慈
会宇泽慈心项目在浙江台州开展“绿
水青山 爱在童行”安全教育公益活
动。活动中，爱心志愿宣讲员为学生
们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电
力安全等科普教育知识，并分发安全
教育手册。

宇泽慈心项目发起人安国俊表
示，下一步，宇泽慈心项目将率先在

浙江全面推行平安出行教育电子书，通
过华能（台州）宇泽慈心安全教育爱心
基地与慈善公益机构、相关学校加强合
作，共同关爱贫困儿童、留守儿童，推
动开展保护儿童的工作，并期待与公
益、教育、法律等相关部门合作，响应
国家关于关爱贫困儿童、加强儿童安全
教育的政策导向，为孩子们平安成长保
驾护航。 （慈萱）

宇泽慈心开展安全教育公益活动

本报讯 由湖北省武汉市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和爱心企业联合举办的
2021年武汉市听力筛查适配工程于
近日启动。该工程将以实体门店和进
社区筛查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年内为
全市324个社区的听障人士进行免费
听力筛查，并为满足条件的社区居民
免费适配助听器。

武汉市目前共有持证听障残疾人
15334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老年性听障人士的人数也在不断增

加。武汉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介
绍，此次听力筛查工程将以有家族性耳
聋病史、长期暴露于噪声环境中、老年
性耳聋患者和听障儿童以及普通社区居
民等作为目标人群，通过全面筛查，准
确掌握全市听障人士的相关情况，为听
障残疾人士就业、生活等服务保障工作
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该项工程还
将为参与筛查的听障人士建立个人电子
档案，实施动态长期跟踪帮扶。

（蔡滢）

湖北武汉：启动听障人士听力筛查

3月12日，艺术家黄建南赞助中国橄榄球协会人民币100万元，用于解决中
国女子橄榄球队部分家庭困难运动员房屋修缮等问题。图为捐赠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