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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故事

乡村路上扶贫人

爱心故事
aixingushi

善行录
shanxinglu

从情绪低落的贫困户，到脱贫先锋，再到致富带头人，虽然身有残疾，乔福军却乐观、坚毅，有股不服输的劲
头。2月25日，他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乔福军信心更坚、干劲更足，
他说：“还要带领更多人一起致富奔小康。”

“石头”里开出“致富花”

阳春三月，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
镇平洋村，天空湛蓝如洗，村里的扶
贫车间内，一片生机勃勃。

扶贫车间空间不大，但成品区、
原料区、编织区分布合理，20余台
编织架子摆放整齐，工人们在上面熟
练地穿线拉紧，一排排一列列织线穿
梭，不时传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乔福军和妻子刘宇佳是车间里的
“元老”。因为疾病，他和妻子都只有
一米三四的身高。乔福军胸背部严重
畸形，妻子刘宇佳常年离不开拐杖。
但在扶贫车间内，这对“袖珍夫妻”
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仅是业务骨干，也是车间
里的活跃分子。这些天，乔福军正忙
着向工人普及制作新式样的坐垫。每
天下班后，他还要在短视频平台开设
直播，为车间编织品带货。

“这是去年新学习的技能，靠着
直播，我们就可以把手工编织坐垫销
往全国各地，收入也大幅提升。”通
过直播，乔福军还收获了不少“粉
丝”。很多人知道了他的故事，也激
励了更多的人走上脱贫致富路。

今年是乔福军和妻子刘宇佳学会
编织的第4个年头，“收益越来越好，
我们也越来越忙。”乔福军笑着说。

小时候，村里人都喜欢叫乔福军
“石头”。如今做了车间主任，很多人
开始尊敬地称他一声“乔主任”或

“乔师傅”，但乔福军说，还是更喜欢
“石头”这个名字。“因为寓意好哩，
像石头一样坚硬，像石头一样壮实。”

村里人之所以换了称呼，是因为
他们知道，这块“石头”能开出“致
富花”，经历了多少的心酸和不易，
理应给予他更多的尊重。

“以前的日子真不知道咋过，那
时候情绪坏到极点了，一件坏事接着
一件坏事发生，真是快扛不住了。”
说起以前的日子，乔福军说，那真是

“屋漏偏逢连阴雨”。
2006年，乔福军的母亲确诊乳

腺癌，为了给母亲看病，他卖掉了唯
一的住处并欠下外债。这个突如其来
的意外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家中
还有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六岁的女儿需
要照顾，而这个家庭当时所有的经济
来源仅靠6.2亩耕地的收入。

那时候，乔福军一家成了村里贫
困户中的“老大难”。2015年，乔福
军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虽
然每月有残疾人补助，还享受着扶贫
项目资产收益分红，但乔福军心里不
落稳。

“人就活个精气神，不能总跟人伸
手要啊。”乔福军隔一阵就到镇政府大
院里溜达一圈，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岗位。

2018 年，乔福军终于等来了机
会，泰来县针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引进
手工编织项目。“我们都干不了重体力
活，手工编织就像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工
作。”乔福军和妻子第一时间报了名。

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鸟吃等食定会饿死，人不勤劳穷
一辈子。”村扶贫车间内，这条横幅格
外醒目。对于身患残疾的乔福军而言，
他更明白勤劳的意义。

手工编织要求手指灵活，但乔福军
干惯了粗活，再让僵硬的手指恢复灵活
度，他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时我们就憋了一股劲，不学拉
倒，学就学好。”乔福军和妻子起早贪
黑研究编织技术，手上不知磨了多少
泡。功夫不负有心人，夫妻俩熟练掌握
了编织技术，第一年就挣了4000多元。

扶贫车间开办后，乔福军被聘为管
理员，一家人搬进两间管理员室，“租
房那么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夫妻俩贴满了
女儿的奖状。以前，孩子的学杂费和生
活费最让乔福军夫妇头疼；如今，乔福
军不仅不再愁女儿上学的费用，还为女
儿报了她一直想学的舞蹈班，崭新的家
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2015年，乔福军主动申请成为镇
残联专职委员，风里来，雨里去，为
700多名残疾人往来奔波。“吃水更不

能忘了挖井人，学了手艺咱不能忘了
本，得带着更多乡亲一起奔小康。”
2019年4月，镇里6个扶贫车间招聘车
间主任，凭借着过硬的编织技术，乔福
军成功当选。

筹备期间，为了让更多人加入，乔
福军骑着三轮车走家串户地宣传。“我
一个残疾人都能干成，你们还不行？”
他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5人到车间
就业。年过六旬的村民赵桂霞腿脚不
便，乔福军每天接送她到车间上班，

“反正也要接送女儿上下学，都是顺道
的事。”如今，车间员工增加到25人，
其中有不少属于困难群体。

在村里，乔福军还当起了“师
父”，经他教会的“徒弟”有30多人。
今年58岁的贫困户刘金萍就是其中一
位。刘金萍患有小儿麻痹症，“50多年
了，从来没靠自己赚过一分钱，扶贫车
间好得很，大家伙一起干活一起聊天，
挣钱不说，心情也好啊。”一直靠双手
爬行的刘金萍不再封闭自己，走进“扶
贫车间”，日子过得乐呵。

2019年 10月，因扶贫车间数量扩
张，技术管理没能跟上，集中交货的300
多套坐垫有一些质量不过关。扶贫干部
找到乔福军求助，请他义务为镇里10个
车间的200余名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乔福军立马动身，一个车间一个车
间地跑，手把手地传授经验。不到两个
月，300多套坐垫全部合格。

帮的人多了，乔福军在十里八乡渐
渐有了名气。“咱不怕累，我想教更多
残疾人、贫困户学会一门手艺，共同脱
贫致富。”乔福军说。

勤奋能够创造奇迹

这两年，扶贫车间里又多了个“耀
眼”的地方——“乔哥荣誉展示柜”。因为
成了“脱贫明星”，帮助了不少贫困户，乔
福军的荣誉纷至沓来。但展示柜的中央，
摆着的却是“东林杯”扶贫车间技能大赛
优秀扶贫车间的奖牌。“车间取得的成绩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乔福军说。

2020年10月乔福军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2021年 2月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先后两次站上人
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我做梦都想不
到，靠着双手编坐垫能获得表彰。”在
天安门前，乔福军驻足良久，“我琢磨
透一个理儿，人这一辈子，勤奋真能创
造奇迹。”

“其实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才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党和政府
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乔福军心
里，党和政府的帮助都是温暖而实在的
故事。

乔福军开始学编织时，因为编得慢又
挣得少，学了一周他便打道回府。时任平
洋镇扶贫办主任胥鸿飞多次上门拜访。

“胥主任给我们摆事实讲道理，从没放弃
过我们。”乔福军现在想来依然很是感激：

“因为有这样好的扶贫干部愿意给我们加
把劲儿，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故事。”

最让乔福军难忘的，还是扶贫车间
开始时的艰难时光。“刚开始车间没有
固定场所，村里的扶贫工作队、村干部
就借用朋友家的闲房来给我们做车
间。”后来，泰来县里帮助建起了扶贫
车间，冬暖夏凉。

“县里还经常组织各个车间搞擂台
赛，我们车间每次擂台赛都名列前
茅。”乔福军骄傲地说。

近两年，乔福军又多了个角色——
“讲师”。编织项目培训班、脱贫经验介
绍会等，只要邀请乔福军，他一场不
落。乔福军说的都是大白话，却总能赢
得现场掌声雷动。“摆脱贫困，首先要
从精神上与贫困绝缘，不等不靠。”这
是乔福军每次必说的脱贫致富“秘
诀”，他希望更多人掌握这个“秘诀”。

乔福军告诉记者，这些年，泰来县正
在扩大扶贫车间就业覆盖面，研究产品
优质化、品牌化建设，还赋予车间政策宣
传、矛盾调处和寓教于乐的新内涵，对务
工人员给予“计件补贴”，对扶贫车间发
展成效较好的村集体予以奖励。“现在大
家都管扶贫车间叫幸福之家。”

如今，在乔福军的带动下，村里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编织队伍。乔福军说，
他会把车间发展得更好，让更多的人靠
着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
来生活。

扶贫车间里走来“脱贫明星”
本报记者 郭帅

泰来县平洋镇平洋村扶贫车间，乔福军和爱人正在编织汽车坐垫。
受访者供图

“同学们的发声练习做得非常
好。”新学期伊始，新疆阿克苏市喀
拉塔勒镇中心小学教室内，音乐教师
依明江正在为孩子们上一堂生动有趣
的乡村音乐课。

在依明江的身后，多媒体教学设
备、电子琴、手风琴、各类打击乐器
等应有尽有。而在一年以前，这些孩
子还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乐器。

在阿克苏市的6个乡镇，有10
所这样崭新的音乐教室，它们有个共
同的名字——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
室。阿克苏地区的项目推动人名叫李
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我们这里很多村小学，几乎没
有音乐老师也没有音乐课的，不少
学音乐的老师也因为没有这门课而
无用武之地。目前虽然只是推动了
项目学校有了音乐老师、音乐课，
但这是个不可小瞧的变化。”李娜告
诉记者，目前有10所项目学校投入
使用音乐教室，这意味着有近万名
乡村儿童打开了音乐的奇妙世界。

“他们甚至有机会享有比城市学生更
好的音乐教室。”

“你没见过音乐老师拿到课程表
没有音乐课的失望表情，也没见过音

乐教室刚装好时，好久没摸琴的音乐老
师迫不及待将双手放在键盘上，磕磕巴
巴跳跃的手指以及满心欢喜的神情
……”李娜动情地说：“我当时就想，
音乐老师们为了能够给孩子们上一堂音
乐课如此努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
他们？”

如今，因为音乐教室项目的落地，
不少有音乐梦的老师和孩子们都有了实
现梦想的空间。

“这也是我为何全职做公益的原
因。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会改变的，可
能不止一个儿童的未来，也不止一个老
师的未来。”李娜说。

选择全职做公益前，李娜在一家机
关单位捧着“铁饭碗”。虽然出生在新
疆，但李娜13岁便到四川求学直至上
班。之所以再次回到新疆，用李娜自己
的话说，她是带着满满的爱，一路向西
回到了新疆。

“我从小就爱管闲事，认识的人不
认识的人都爱帮忙，我打娘胎出来的

‘出厂设置’里就有乐于助人的配置。”
李娜告诉记者，成年之后她就一直参与
各种爱心活动，后来自然而然地建立了
一支草根公益团队。

“那时候参与过的活动大多是困难
儿童救助、爱心物资发放之类。”李娜

说，她现在想来，那时候可能只能叫做
好事。

“第一次真正认识公益其实是在
2019年4月。”那是李娜第一次去成都
参加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启动会。
启动会上，她被一段关于净水计划的视
频触动了。

视频中的孩子来自新疆喀什地区，
看到孩子们通过净水计划，喝上干净卫
生的水，露出的一张张真挚纯真的笑
脸，李娜的内心被深深打动，感动的泪
水瞬间落了下来。

“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辞职，
然后全职做公益。”李娜说，那个时候
意识到，公益不仅可以改善一些环境，
还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

李娜把当时的自己形容为一只公益
“菜鸟”，那天，她求知若渴。那天，她
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公益项目，什么是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一整天就
一直在会场不停地学习。”李娜说。

“其实我原来做草根公益时就意识
到，我们一些看似为孩子好的行为，可
能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伤害。”李娜举
例说，比如以前会为偏远地区邮寄衣
服，一是消毒处理不到位，二是大量不
精准的捐赠可能会带来资源浪费。“那
时候虽然有反思，但都是浅尝辄止，也

不知道究竟怎么做真正的公益，现在这
项目成了我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一个机
会。”李娜说。

成为全职公益人之后，李娜在时间
上比在单位自由了许多，但也出乎意料
的忙碌。转变往往伴随着阵痛，没有项
目执行的方式方法，效率上不去，不懂
得资源链接，不会做公众号……李娜遇
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

“曾经以为公益就是一群好人聚在
一起做好事，但真的要把项目做好，要
考虑是否合法、合规、合情、合理，这
背后的学问太多了。”李娜说，这些
年，她一直在学习和成长的路上。

“现在的我开始学会独立做公益项
目，比如壹基金壹乐园计划、净水计
划，同时也开始尝试与政府部门合作，
执行一些政府购买服务的志愿服务项
目。”李娜说，她也感受到了肩上更重
的担子，“公益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要为志愿者负责，也要为困境中的孩
子负责。”

“全职公益的路上虽然有很多挑战
和困难，但我坚信，有这份对公益的情
怀，就一定能饱含热情，为困境中的孩
子们赢得未来。”李娜说，未来她依然
会充满热情，继续向前“奔跑”，她相
信她的公益事业会越做越好。

为爱西行 情洒边疆
本报记者 郭帅

我的脱贫攻坚定点
帮扶村是广西融安县的
古兰村。第一次到古兰
村，就记住了一名小伙
子：圆乎乎的大脑袋、
黑乎乎的脸盘，笑起来
露出白白的牙，穿着印
有“第一书记李翔”字
样的红色马甲，在满山
翠绿的果树中不停地回
应着村民的问题。

古兰村曾流传着这
样的顺口溜：“有女不嫁
古兰村，古兰挑水上天
门，上到天门百把步，
让你女儿落三魂。”那是因为古兰村
交通不便、山多田少、房屋老旧。
而今，挂满金灿灿果实的橘树掩映
着座座新房，多年的光棍汉子娶回
了新娘，古兰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这一切变化凝聚着李翔 3年的
心血。

古兰村有种金橘的历史，但农民
收入却不高，没有形成规模，品质也
不高。李翔是柳州市农业农村局干
部，深知农产品品质提升和规模效应
的重要性。为了解决古兰村的问题，
李翔组织专家组帮助古兰村做产业发
展规划，并引进了3家实力强劲的农
业公司入驻古兰村，大力发展融安金
橘产业。

有了方向，但如何打开贫困户的
心结,动员村民流转土地与公司合作
更是大事。李翔每天天一亮就开始走
访，村里村外、田间地头、山上树
下，与村民深入交流，听取大家的意
见，化解大家的疑惑……

在李翔和村“两委”干部努力
下，全村流转出3100亩土地，经过
3年的努力，金橘产业得到大力发
展，打造了“古兰新韵”产业扶贫示
范区，村民每年可从企业获得地租收
入126万元，在企业务工的村民每年

还能得到工资性收入130万元。此外，
李翔通过积极申请各项基础设施项目，
帮助解决村屯道路硬化、饮水、照明等
问题。

产业发展了，村屯美丽了，新房建
起来了，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建起了电商销售平台。

即使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金橘
的销售仍然非常紧俏，好品种的金橘卖
到每斤100元，群众收入大幅提高。去
年，58岁一直单身的黄显先人均收入
从2015年的2900元增加到22500元，
房屋修缮了，家具家电齐全了，女朋友
也进了家门；83岁的韦荣庄夫妇纳入
了农村低保，每年从土地流转中收入
7000元，破败不堪的房子做了修缮、
清洁和重新摆设了家具；韦庆贤一家四
口人原来挤居在一个小房间里，现在不
仅住进了宽敞的新房，夫妻俩月工资收
入 2500 多元，土地流转年收入 1500
元，加上其他种植养殖收入，年人均收
入相较2015年增长了近4倍。

还有两个月，李翔将回到原单位工
作了。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相信他会
更多关注农业现代化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自治区
主委）

金橘林里唱新歌
——来自广西融安县古兰村的脱贫攻坚小故事

特邀委员记者 杨静华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3 月 17
日，由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知阅书房协办的
强国少年红色阅读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行。

为引导培育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感，活动特别邀请了奥

运冠军邓亚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原馆长郭得河、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
等 6位嘉宾打造了 6期红色阅读公益
课，通过阅读党史、英雄故事、科技兴
国史等系列红色经典读物，进一步聚焦
传承红色基因，以切实举措团结、教
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努力成长为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郭美
荐表示，鼓励青少年从小阅读红色经典，
是希望工程“助学育人、为党育人”初心
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
育人计划文化传承项目的核心要义。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知阅书房教育
公益基金”签约仪式，该基金将用于资
助贫困学生和阅读推广等事宜。

强国少年红色阅读活动启动

本报讯 3 月 19日，江苏省常
熟市召开首次慈善工作联席会议。联
席会议上，各方凝聚共识、明确方
向，共同推进常熟“小城大爱”慈善
事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新的跨越。

常熟市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介
绍，今年常熟将通过“1+10”慈善
公益联盟，创新慈善形式，发动全社
会广泛参与，将慈善组织与志愿组织
有效对接，进一步创新思路，探索项

目合作，拓展服务领域；通过资源互
助、优势互补等方式，加强社会资源的
培育和利用，形成政府保障与社会救助
互联、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互补、行政
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工作格局；同时
带动和引领社会风尚，合理构筑“小城
大爱”常熟慈善品牌。

据了解，常熟市慈善总会成立20年
来，共募集慈善资金约7.05亿元，救助支出
4.8亿元，惠及群众18.8万人次。 （袁鼎）

常熟市召开首次慈善工作联席会议

中建二局二公司近日在青岛开展 2021年春季爱心义诊送健康志愿行活
动。邀请项目工地周边医院医生为工友们开展健康义诊，并现场组织了冬春
季传染病防治及防癌健康知识讲座。 宋俊宇 摄

第一书记李翔（左）在为脱贫户讲解金橘苗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