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脱贫，她们豁出去了

从进村的第一天起，尽管心里有这样
那样的想法，但帮扶工作队的几个人还是
咬着牙挺过来了。温丽萍是自己主动请缨
接过扶贫工作队队长这面大旗的，自然不
敢懈怠；李亚林自小在闻喜长大，娘家人都
在闻喜，当然不能让家乡亲人笑话；杨海峰
是从闻喜县走出去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
待的时间最久，和农民接触最多，此次更是
如鱼得水。她们一头扎进村子里，使出全
身力气开始了脱贫攻坚最后关头的攻城拔
寨。

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温丽萍，在
到处都是泥土的乡村几乎无法适应，但她
努力提醒自己一定要接地气。几年下来，
她没有因条件艰苦而退缩，没有因环境恶
劣而抱怨，更没有因遇到困难而放弃。她
经常说，工作都是给自己干的，经历的都是
财 富 ，都 是 生 命 体 验 。 怎 么 才 会 接 地 气
呢？就是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做
一个像焦裕禄和孔繁森一样的干部，在一
点一滴上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石门乡是闻喜县唯一的纯山区乡镇，
店上村是这个乡典型的贫困村。这里距县
城 34 公里，距乡政府 10 公里，全村 266 户
910 口人中，贫困户就占 101 户 371 人。自然
条件的恶劣不仅使外地人无法在这里生
存，也使得本村人纷纷外出，留在这里居住
的仅有 80 户人家，且多为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

看到这样的现状，她们十分难过，开始
挨家挨户和村民座谈、和干部们交流，寻找
店上村摆脱贫困的突破口。最后的结论是，
店上村要想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产业。脱
贫要想落到实处，产业发展必须一马当先。

那是一段煎熬、痛苦、迷茫但又很充实
的日子。工作队经过对店上村环境、气候、
水源、水质等方面的详细探察，作出了在该
村投资 260 万元新建一座 2000 头现代化养
猪场的大胆设想。她们多方沟通，寻求合
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眼看就要进入实
质性操作，却因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
而使得前期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她们为
此伤心纠结过，但宽慰自己后就继续上路。
养猪项目不成，但前期打下的基础却可以
继续利用。就在此时，一个新的项目进入视
野——香菇种植。自此，她们先后到外地种
植基地参观学习，又与专家探讨论证，确定
了店上村种植香菇的可行性。在全体党员
和村民大会上，她们征求干部村民意见，大
家都认为这个项目符合店上村的实际，当
场就有十来个农户表示愿意参加。但当帮
扶工作队经过千辛万苦把两座温室大棚建
起来投入使用的时候，那些曾经表示要参
与项目的农户却退缩了。通过她们再三上
门动员，也只有 4个农户愿意先行先试。

“4 户就 4 户”，无可奈何的帮扶工作队
自己给自己鼓劲，她们心想，先干起来再
说，只要挣了钱，不怕没人干。她们把预定
的 5 万个菌棒入棚，又投资 10 万元新建了
一座 160 余立方米可储藏 3 万斤香菇的冷
库，消除了香菇种植户的后顾之忧。6 月
份，香菇顺利产出，成色不错，她们和包村
干部、村“两委”干部一道，一方面联系批发
商，一方面带上香菇跑到各大超市和批发
市场，同时还通过微信做零散销售，终于使
第一茬所产的几万斤香菇售卖一空。接
着，第二茬、第三茬香菇也顺利产出并顺利
销售。第五茬结束后，产值就超过 25 万元，
可增加集体收入 1 万元，还吸纳贫困户务工
30余人次。

香菇项目的成功，给村民带来希望，也
坚定了帮扶工作队做好产业项目的信心。
她们准备把香菇打造成店上村的标杆产
业，让店上村民成为最幸福的人。

店上村民的主心骨

帮扶工作队驻村以来，坚持扶贫无小
事的理念。她们沉下身子，踏踏实实为老
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并认认真真做好每一
件事。从进村的那一天起，她们就齐心协
力，逐渐实现了因户施策“去穷病”、产业带
动“拔穷根”、易地搬迁“挪穷窝”、精准帮扶

“摘穷帽”，确保了店上村 2017 年贫困村顺
利退出，完成了贫困户 101 户 371 人如期脱
贫，无一户返贫。

帮扶工作队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但
在店上村民的眼里，她们又是党和政府派
来的驻村干部，是主心骨和贴心人。而帮
扶工作队更是把全体村民当成自己的父老
乡亲、兄弟姐妹，对每个需要帮助的村民都
伸出援手，关心关爱每一个村民。

刚 大 学 毕 业 的 张 辉 辉 家 里 并 非 贫 困
户，但他突遭车祸，身上多处粉碎性骨折，
生命垂危。因为肇事车主逃逸，16 万元的
巨额医药费让这个普通农家无力承担。帮
扶工作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奔赴医院
探望，并为其介绍专家转院治疗。她们还
积极和交警队联系，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寻
找肇事车主，发动机关人员捐款捐物，将募
集的 6100 元钱，交到张辉辉母亲手中。张
辉辉出院后，正值隆冬时节，她们又从工资
中拿出 1000 元为他买取暖设备，同时到法
院执行机构进行协调，帮助张辉辉拿回应
有的补偿款。因事故造成面部损伤，康复
后的张辉辉心里有了阴影，她们就为他做
心理辅导，并将村委会农家书屋的书籍带
给张辉辉阅读。每次她们来探望，张辉辉
都格外高兴。他把工作队队员当成了自己
的亲人。

店上村的王志安、聂卫东两位老党员、
退休老教师，因土地纠纷互相缠斗长达 4 年
之久，经派出所、司法所、民政办等多个部
门 3 次 调 解 ，签 订 了 协 议 书 ，争 执 暂 告 平
息。但到了 2019 年 9 月底种麦期间，他们

又爆发了激烈冲突，两人互不相让，乡政府
派人调解无果。温丽萍了解情况后，下决
心要把这个结给解开。她觉得只要没到你
死我活的地步，就没有解不开的结。她先
向村干部及周边群众了解双方家庭情况、
人际关系、历年矛盾情况、纠纷地块实际情
况，广泛倾听其他村民意见，做到心中有
数，然后分别与矛盾双方座谈，了解双方真
实想法，摸清彼此的态度、要求和目的，并
约定调解日期。到了那天，她把乡政府司
法所、民政办负责人和包片领导以及村“两
委”成员、工作队队长、矛盾双方一起叫到
纠纷地块实地勘察，然后又集中人员到村
委会办公室，让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陈
述。在长达 9 个小时的调解中，在场的每一
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轮番开导。温丽萍
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女性特有的亲和
力，以刚柔相济的态度耐心劝和，最终让双
方放下成见，握手言和。聂卫东满脸惭愧
地说：你们称我聂老师，我受之有愧啊。我
的所作所为够不上老师的称呼。我也有
错，愿意和解，这个事情到此结束，今后再
不追究。七十岁的老人说到此处，喉中哽
咽、眼中含泪，不能再言。午夜十一点，在
所有人的见证下，两位老党员主动走到台
前，两只手紧紧握住一起，室内响起久久不
息的掌声。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几年了，她们到底为店上村做了多少

实事好事，没有人能说得清。好在她们手
里还有一本相册，这些照片留下了许多痕
迹。翻阅这些照片，那些曾经的人和事就
从时间里跳了出来。现在让我们一张一张
翻阅。

第一张：市政协主席张润喜到店上村
调研指导。张润喜对扶贫工作特别重视和
支持，多次在会上要求帮扶责任人和驻村
工作队把贫困群众当作自家人来看，把群
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他多次到店上
村具体指导工作，访贫问寒，查看项目，关
心店上村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张：医生和村民的合影。2017 年
隆冬时节，大雪封山，群众出行不便，市政
协副主席刘国义和秘书长刘东吉带领政协
委员中医疗卫生界的 13 位主任专家和业务
骨干来到店上村，为群众提供内科、外科、
儿科、妇科、中医未病科等多达 12 个门类的
义诊服务。

第三张：残疾人合影。2017 年，大家为
重残贫困户到市慈善总会申请了轮椅 6 部，
分赠给 6 个重残户，随后又到市残联申请了
两部轮椅，赠送给两个脑梗后遗症患者，为
他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 四 张 ：几 个 人 提 着 东 西 在 雪 中 行
走。2018 年元旦来临，帮扶工作队向机关
申请了两万元资金，购买 250 套蒸锅送给店
上村所有农户。当时大雪封山，她们冒着
严寒，肩背手提，每人步行 10 余里山路，把
慰问品送到老百姓手中。有几个村民看到
温队长就紧紧抱住她，流下激动的泪水，在
百姓心里，这就是雪里送炭的亲人。

第五张：看望贫困户。每年春节来临，
帮扶工作队都拿出几千元购买猪肉、豆腐
等慰问品，通过帮扶责任人入户走访，送给
在家的孤寡老人和特困户，让他们切实感
受到党的温暖。

第六张：空地种菜。为了确保即将搬
迁过来的 12 个集中安置户能住上新房、吃
上新鲜蔬菜，帮扶工作队专门开辟了一块
菜园，耕地、播种、施肥，精心侍弄，种下各
种各样的蔬菜。安置点所有的搬迁户都吃
上了她们种植的蔬菜，而且都夸这蔬菜特
别好吃。

第七张：为村民送生活用品。为改善
集中安置点住户的家居环境，市政协机关
办公室将闲置的沙发、桌子、单人床全部送
给贫困户；为 12 个集中安置点每户购买餐

桌、凳子、自动脱水拖把、笤帚、簸箕；购买
储水桶 12 个，放在贫困户家里，方便群众冬
季用水。

第八张：店上村迎新春送春联活动合
影。每年春节前，帮扶工作队都邀请书画
界知名书法家在店上村为群众书写春联，
群众手捧春联，喜气洋洋。

第九张：为村民解决吃水问题。因为
天气干旱、水位下降，村里吃水问题凸显。
帮扶工作队向水利部门申报，争取了水源
地、贮水池、供水管道项目，解决了村民生
活用水问题。

还有第十张、第十一张、第十二张……
村“两委”赴万荣考察，邀请专家到店上村
实地考察特色乡村建设前期规划、旅游餐
厅施工建设……

下乡扶贫已有四年时间了，她们没有
豪言壮语，没有争名逐利，而是踏踏实实为
老百姓做实事，兢兢业业为扶贫攻坚出大
力。

这支由三朵金花组成的娘子军，就以
这样的方式活跃在店上村的山沟中，她们
在青山绿水间翻腾，在贫困户与项目中穿
梭 ，在 扶 贫 一 线 上 战 斗 。 谁 说 女 子 不 如
男？这些响当当的女干部，以女性的柔情、
女性的决断、女性的大爱、女性的坚韧，干
出了许多男同志也干不了的事情。她们身
上有共产党员的情怀、境界、担当、博爱。

由于帮扶成效突出，带动明显，市政协
机关 2017 年获优秀帮扶单位、优秀工作队、
优 秀 工 作 队 长 、优 秀 第 一 书 记 4 个 奖 杯 ；
2018 年，温丽萍荣获“省级优秀帮扶队长”
称号；2019 年，李亚林荣获“县级优秀党务
工作者”称号；2020 年，杨海峰荣获“乡村振
兴、青年先锋”称号和“省级优秀第一书记”
称号；2020 年年底，市政协机关获“全省产
业扶贫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店 上 村 老 党 员 马 根 来 发 自 内 心 夸 赞
道：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佩服和尊敬的人没
几个，工作队算一个。

未来店上美如画

贫困村摘帽了，贫困户脱贫了，产业发
展提升了，但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让农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让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更加强烈，这是她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从
2020 年开始，她们把目光聚焦在乡村振兴
上。她们所驻扎的石门乡是闻喜县唯一的
纯山区乡镇，而店上村更是山石林立，植被
覆盖率达 92%以上，空气湿度好，全年平均
气温比县城低 3℃至 4℃，是天然氧吧和绝
佳养生之地。小河傍村而过，两处天然湖泊
犹如两颗明珠，她们想，这样一个有山有水
的地方，只有发展花卉产业和乡村旅游，方
能不负这天赐美景。于是，“美丽情花谷，风
情小山村”的主题项目就这样产生了。

如今，2.5 公里山沟沟的 70 亩薄田被她
们带领村民打造成了花卉基地，去年首次
收获的北京菊在她们自己的加工坊内烘干
后售卖一空，3 万元的收入实实在在地到了
村集体的账上。土地流转收入、花卉管理收
入加上采花务工收入，让群众个人的获得
感饱饱的、幸福感满满的。同时，她们正在
积极探索脱贫巩固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新路径，“诗情花谷”再一次成为项目主题。
围绕这个主题建设打造的融花卉种植区、
特色山村区、生态养殖区、湖景观赏区、文
化引领区为一体的美丽乡村生态观光项目
已正式开启。门楼改造、巷道美化、照壁重
建、柏油路铺设、水潭公园打造、旅游餐厅
营业、沿途景观步道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放
眼望去，店上村现在有花的艺术、美的视
觉、大自然的味道、诗意的环境。而消费扶
贫展览馆的运营，网罗了花卉产品、花卉衍
生品、手工艺品、“妈妈味道”食品等多个种
类，带动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参与供货，吸引
带动辐射整个石门乡甚至周边县区，通过
旅游代购、电商平台、网络直播多个途径让
产品销售渠道更加广阔，让产品走向四面
八方、千家万户。

目前，店上村与花海旅游管理公司深
度开发合同已经签订，以村集体+公司模
式，合力探索的“基础提升+产业调整+农旅
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已经初步形成。花海
旅游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张兵义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本地企业家，对家乡有感情，对老百
姓更有感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淳朴憨
厚的模样就让我印象深刻。和他聊起花谷
未来发展计划，他讲得头头是道。他说，接
这个项目前，他在这条谷里跑了不知多少
遍，每一个山头、岔道都跑遍了，每跑一次
都迸发不同的思路和灵感。他直言接下这
个项目，十年内没打算赚钱，需要潜心打造
这里的美景，涵养这里的资源，慢慢谋取发
展。店上村能遇到这样有情怀的企业家，也
是店上村之幸、店上村民之幸。他踌躇满志
地说，未来的诗情花谷将增加康养基地，以
终南山药浴为主打特色，形成店上村的康
养品牌。这里还要建一个滑雪场，吸引冬
游爱好者游玩；建造一个动物园，把赏花、
看景、和动物亲密接触结合起来，培养孩子
的爱心；开发一个野生菌类捡拾区，让城里
人到山林里捡拾俯拾即是的野蘑菇、野木
耳和各种野菜，体验山野乐趣，重拾童年快
乐。每个人来到这里，有看的，有玩的，有
能带走的，住在这里能“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店上村“山、水、花”的独
特优势由此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个
集消费扶贫、研学旅游、养生乡居等多功能
于一身的完善旅游景区已具雏形，古老的
山村，忽如一夜春风来，那些陈旧的、破败
的、面临着被废弃淘汰的灰砖青瓦、破门旧
楼、羊肠小道、枯木朽株似乎都在瞬间又
得以新生，而且韵味十足，焕发出特有的活
力和魅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店上村一定会成
为一个“产业强村、生态富民、宜游宜居、向
善向美”的美丽新乡村。届时请您呼朋引
伴，到诗情花谷来，看山、看水、品诗、作画，
举一杯清风，和乡愁撞个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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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那天早晨，天阴阴的，冷冷的。
前一夜，运城下了一场大雪，地上有点湿有点滑。
孩子因为眼疾需要住院治疗，我和妻子早早起

床，携带一大包东西准备去运城市眼科医院。出了鑫
源小区，正为不知坐几路公交去眼科医院而发愁，左
顾右盼之际，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太太走了过来。

你两位这是去哪里呀？大包小包的，多沉呀。来，
先把你的提包放到我的车衣架上。老太太热心地说。

我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客气啥呢，我早上起来去南风广场锻炼，顺路帮

你捎一截路吧。
不是，我们是坐七路公交车，不去南风广场那个

方向。
老太太依然坚持要送我们到七路公交车站牌处。

我这样年轻的人儿反倒让一位老太太帮助，实在让我
有点受宠若惊，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边走边聊天。
老太太问，听口音，你们是万荣的吧。
是呀，万荣县的。
我娘家也是万荣的，我儿媳叫小鹏，北解村人。
哦，是吗？巧了，我和小鹏不仅家住得近，还是同

学呢。
真的？
那还能有假，我们可是从小就在一块上学的。只

是这些年，不多见面了。
我问，老人家今年高寿？
老太太笑呵呵地说，你猜。
今年您老有八十了吧。
今年八十有一了。看我像不像八十岁的人？
您老精神矍铄，腿脚利索，哪像八十岁的人啊！我

那老父亲，今年八十九了，每天下午还要骑着电摩上
街和人打两个小时的扑克牌呢。

老人家开心地说：我两个孙儿孙女，一个考上研
究生，一个参加工作了。如今的我，每天早上出去走
走、跳跳广场舞，活动活动筋骨。

我推着自行车走在老人家和我妻子身后，默默听
着她们闲聊。我真的被老人家对生活充满阳光的心态
所感动。

她说，人呀，活着要多做些善事好事。
说得好啊！
过了一个红绿灯，老人家说，我给咱到前边找一

下七路公交站牌，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说完，她竟然

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前奔去。
过了没多会儿，老人家骑车返回来了，她说她找

见了那个站牌，就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我忙将提包放
在车的衣架上，推着走向那个站牌。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七路公交车一会就来了。
我该去南风广场跳舞了。

我妻子说，姨姨送我们走了这么长一段路，非常
感谢您老人家！

老人家哈哈一笑，挥挥手说，谢啥呢，我这一路走
来不也是锻炼身体了嘛！

老人缓慢骑上自行车，慢慢汇入车流中。
望着老人渐行渐远的身影，我的眼里情不自禁有

点湿润了……
是日傍晚六点二十左右，我乘坐最后一班公交

车，记得清清楚楚是五路车，开公交车的是一位女司
机。

我一路都在操心东星时代广场，因为那儿离我住
的鑫源小区近。可是，一路上我始终没有听到报“东星
时代广场”的提示语音，眼看着车上的乘客一个个都
下去了，只剩下我一人。

我忙问，师傅，麻烦问一下，鑫源服装城在哪站下
车啊？

那位女司机说，刚才已经播报了好多次“农业技
术学院”，你应该在那儿下车，你不下车嘛。

不好意思，我……
看来你对运城地形不熟悉啊。
我尴尬地说，是啊，我对这儿不太熟悉。
一会儿，我回家正好路过东星时代广场，你到那

儿再下车吧，那儿离鑫源小区很近。
此时，街上华灯初上，车流如梭。经过十几分钟的

行驶，五路车停靠在东星时代广场站牌。
那位女司机说，东星时代广场到了，你就在这里

下去，从旁边那条小巷子穿过就到了鑫源小区。
我忙不迭地说道，谢谢，太谢谢啦！
不客气啦！
今天的运城，让我感到了温暖；今天的运城，让我

收获了感动。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掏出手机，播放起了韦唯演

唱的《爱的奉献》：“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舒缓的熟悉的旋律，在这个夜晚轻快地响起，引
发我无限的遐想……

有一份感动在心间
■■薛国英

熬菜就是把猪肉、马莲、油炸豆腐、粉条、白豆腐、
白菜、萝卜等放在一起翻烩熬煮，使各种味道充分融
合，具有造价低廉、营养丰富、味道醇香、烹制简便等
特点。在老家，不管哪家办红白喜事，事主都用熬菜
招待前来帮忙的乡邻。熬菜成了家乡一种标配、一道
风景、一种特有的饮食文化。

庄户人厚道，无论谁家办事，乡邻们总是提前两
天到事主家帮忙，事主需用饭食招待大家。久而久
之，熬菜成了一种习俗。

做熬菜时，左邻右舍的大婶子小媳妇们聚拢在一
起择葱、剥蒜、剁姜，围着大案板切葱花、切蒜片，然后
在盘子里整齐码放好，再把成捆红薯粉条放进大盆里
用温水泡软，把白菜切成一寸见方的块状，把嫩白的
豆腐、块五花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大盘盛装，提前炸好
马莲、豆腐。

一切准备妥当，只见厨师像胸有成竹的将军，先
往头号大铁锅里倒入几大勺食用油，待油冒烟后，再
倒入五花肉和花椒、葱花、蒜片、姜末、干辣椒、细盐、
酱油等佐料，抡起勺子翻炒。待肉片炒熟，厨师一声
令下，站在旁边的帮手把马莲、白菜、豆腐、粉条、萝卜
通通烩入锅里，兑上适量的水，用铁勺上下充分搅匀，
然后盖上锅盖开熬。

熬菜用的灶火很旺，不多时，铁锅就沸腾了，香气
沿着锅盖边溢出来，直往空中喷。个别性急的乡党耐
不住了，催问厨师：“大师傅，熟了吧。”厨师笑着宽他

心：“急啥，还未熬到劲哩！”
又过了一会，锅里的肉菜熬到劲了。厨师掀起锅

盖，刹那间，香气弥漫了院子。无须任何人召唤，乡党
们不约而同地拿着碗筷，一拥而上，把熬好菜的铁锅
团团围住。

这时，厨师高叫：“甭急！还要做油泼辣子哩。”
油泼辣子是熬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助手

把一盆红殷殷的辣子面递了过来。但见厨师烧热半
铁瓢油，往盛辣子面的盆里一倒，只听“滋啦”一声，红
彤彤的辣子面顿时青烟升腾，洋溢出特有的 辛辣香
味，馋得众人直咽口水。

开饭了，乡党们自己动手，在锅里舀上满满一碗
熬菜，再抄上一大疙瘩油泼辣子，往熬菜里一搅，熬菜
立时变得又红又油。乡党们看一眼禁不住舌根溢出
口水，迫不及待地走到冒着热气的笼馍锅里抓上两个
热腾腾的馒头，蹴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

搅上油泼辣子的熬菜，香中有辣，辣中有香，几口
下肚，脑壳上就冒出了汗。越冒汗，食者吃的速度越是
加快，不等一大碗熬菜吃完，食者已是红光满面，大汗
淋漓，那痛快、那满足、那惬意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笔者离别家乡几十年了，许多记忆逐渐淡漠，但
家乡熬菜的味道一直铭记于心。只要乡邻们家里过
红白喜事，总要回去看一看熬菜的热闹场面，吃一碗
香喷喷的熬菜，吞咽下去的不只是熬菜，还有浓浓的
乡情。

熬 菜
■■刘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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