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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靠低保度日的贫困户，到成为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代淑凤最高兴
的，不是最多时一个月赚了七八千
元，不是走上央视舞台当了一回代言
人，不是坐着飞机去了南方学习电商
直播，也不是省长买了自己的辣椒
酱，而是——“思路打开了，脑子活
络了，有了过好日子的本领和底气！”

57岁的代淑凤，家在海兴县苏基
镇张常丰村。她和丈夫没啥文化，年
轻时四处打零工，看大门、开货车，
还在服装厂绣过花，日子也就是勉强
过。可5年前，丈夫突发脑梗，代淑凤

拿出全部积蓄，又借了半个村子，勉
强凑够五六万元医药费。丈夫保住了
命，却落下后遗症。代淑凤全天照
顾，不能出去打工，一想到欠下的债
和每月 900多元药费就犯愁：“穷日子
啥时是个头啊！”

过去，张常丰村是国家级贫困
村，全村438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
有125户。针对贫困户，海兴县采取了
一系列帮扶措施。拿代淑凤一家说，
慢性病医疗补助，每年 1000元；安排
公益岗位，每月 500元；合作社分红，
每年 800元；光伏项目扶贫，每年 600

元；免除夫妻二人新农合、社保费
用，每年节省八九百元……

政府“兜底”，减轻了很大一部分
负担，可代淑凤日思夜想的，还是靠
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2018年 5月，国家信访局副调研
员张巍婷到张常丰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她是法学博士，有知识、有文
化，一心想让村民富起来。到贫困户
家走访，张巍婷尝到了代淑凤做的辣
椒酱，就动员她靠这个手艺挣钱。

代淑凤做的辣椒酱好吃，村里人
都知道。红辣椒、黄豆子，还有酸甜
口的大苹果，熬上一锅，亲朋邻里都
爱吃。但要说辣椒酱能卖钱，代淑凤
说啥也不信：“城里人大鱼大肉都吃不
完，谁花钱买这个？”

为这，张书记到家里找了她七八
趟，最后硬给扔下 100元钱：“你只管
做，赔了算我的！”

周末，张书记带着几瓶辣椒酱回
了北京，第二天就打来电话：“朋友们
都说好吃，卖光了，赶紧再多做些！”

代淑凤还是不敢信，直到看了张
书记手机里的转账记录：“没想到咱村
里人吃的东西也能换钱！”

从那以后，张书记拉着代淑凤外
出学习、跑办证照，把农家饭桌上的
这碗开胃小菜变成了有品牌、有身价
的特色食品——在中科院南皮生态农

业试验站，找到优良辣椒品种；申请
营业执照，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成立辣椒酱厂；参观青县周黑鸭华北
工业园，学习食品标准化生产……去
年夏天，张书记带领村民参加央视
《开门大吉》节目，代淑凤现场推介张
常丰辣椒酱，成了全国闻名的“辣椒
姐”。

张常丰辣椒酱火了，在村里办的
农产品网店上，一天能卖出 200多瓶。
代淑凤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不但
一年多时间就还清了欠款，还把儿媳
妇娶进了门：“心里总算敞亮了！”

改变更多的是代淑凤的头脑。她
主动开发新产品，找检测机构做营养
分析、出质检报告，到南方学习直播
带货，成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参
加沧州市文创和旅游创意设计大赛
……“过去见识短，想挣钱不知往哪
儿奔，现在眼界打开了，到处都是机
会。”代淑凤说。

今年夏天，河北省省长许勤到张
常丰村调研，当场扫码支付买了两瓶
辣椒酱，还鼓励代淑凤要带领更多村
民富起来。如今，她不仅解决了3名脱
贫群众的就业问题，还谋划着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邀请脱贫群众以劳力
入股，大伙儿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日子过得像那熟透的辣椒，越来越
红火。

冬至时节，天寒地冻，而大运
河农业生态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里却
温暖如春。25℃的室温下，各种珍
稀树木郁郁葱葱，无土栽培、管道
灌溉、鱼菜共生，高科技技术令人
叹为观止。

更令人称奇的是，去年此时，
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窑厂。

窑厂位于沧州市运河区南陈屯
乡西砖河村，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契机，2020 年 4 月，占地 8000
亩、投资 8亿元的沧州印象·大运
河农业生态产业园项目在这里启
动。

蝶变就此发生。
铺草坪、植花木，将大运河流

经沧州的走向图贯穿于景观中，打
造出充满沧州地域特色的古枣林；
两座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更是将
科技、生态和创意发挥到极致；旧
址的树木没有损毁，而是被登记、
编号，一一保留下来。砖窑改建成
了特色民宿，窑厂宿舍则改建成了
马厩；烧砖取土留下的坑塘，搭建
水上表演舞台，传承大运河文化的
节目正在紧张编排中……求生态、
随自然、融文化，一处处点睛之
笔，让废弃砖窑地神奇“重生”。

严寒的季节，这里满眼生机。
智能温室里，菠萝蜜树、桂花

树、面包树……北方难得一见的南
方树种，是生态园的“明星树
木”。40多棵南方树移栽到这里，
经历调整和适应后，和其他景观融
为一体。“随便挑出一棵都是几百

年的老树，你看这棵仙人掌树，已
有 300多年历史，掌叶壮阔，北方
极为少见。”技术员张萌说。

科 技 含 量 最 高 的 “ 植 物 工
厂”更是引人瞩目。植物生长的
温度、湿度、光照及营养液等，
都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农作
物在这里实现周年连续生产，游
人在这里可以感受现代农业的魅
力。”张萌说，无土栽培是这个温
室的最大特色，滚动式栽培、管
道水培、墙体支撑培育等多种栽
培模式，让蔬菜离开土壤照样长
势旺盛，尤其是鱼菜共生，将水
产养殖与水耕栽培两种不同的农
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结
合起来，达到和谐共生。

9月底，生态园初具规模，一
批批游人前来摄影、游玩。300亩
的闲置地，昔日不为人知的乡村一
隅，不到一年时间，就变身为精品
现代化农业生态园，走上了绿色、
生态、环保的发展之路。

西砖河村党支部书记马藏柱对
此感触颇深。“父亲当村党支部书
记时带领村民建窑厂。30年后，我
见证它的‘重生’。”马藏柱说，上
世纪80年代，村里80%的村民在窑
厂工作。近几年，由于生态发展需
要，窑厂停产，整个厂区也闲置下
来。窑厂曾经是村里经济的重要支
撑，但对周边空气、环境多少也有
影响，关停窑厂是大势所趋。当
然，村民更期盼空气清新、花红柳
绿的生活环境。

园区的发展规划顺应了民意。
就在窑厂的西北侧，从农民手中流
转而来的 400亩土地全部种上了金
丝黄菊。今年秋天，菊花绽放，花
香四溢，游人纷至沓来，村民们享
受着美景，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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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老袁心里空落
落的。他去了泊头市富镇民
政所两次，都没有见到所长
刘冬。老袁心里放不下，撂
下手里的活计，蹲在镇民政
所外等。

老袁 70 岁，大名袁俊
合，泊头市富镇董屯村村
民，无儿无女一人生活。

8 年前，刘冬第一次走
进老袁家——3 间土坯房塌
了一半，风透过窗户上的塑
料布直往屋里钻，屋里又脏
又乱。刘冬二话没说，撸起
袖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将
废品折了 100 元钱塞给老
袁。

第二天，刘冬带人搬来

玻璃，将窗户上的塑料布扯
下，换上玻璃。透过亮堂堂
的玻璃窗，老袁看着在院里
干活儿的刘冬，心里一热
……

之后，刘冬给老袁申请
了特困户，还给他找了份保
洁的工作，再加上低保金、
老年补贴、产业扶贫分红，
一年收入有 1万多元。两年
前，镇里又给老袁改造了房
屋。如今，连他养老的地方
都联系好了。

老袁的情况记录在刘冬
的扶贫档案册里。而这样的
档案，刘冬有 3000余册，详
细记录着乡里需要帮扶的村
民情况。

◆不返贫、零致贫，希望群众过上好
日子

8月底，刘冬又走访了富
镇的所有贫困户。富镇毛营
村村民程艳芬看刘冬脸色不
好，问他有什么不舒服，刘
冬只说有些累，放下米面
油，又去往下一户。

其实，早在今年 6 月，
刘冬就查出肺部有肿瘤。医
生建议他尽快手术。

可马上到雨季了，贫困
户房屋严实吗？排水道通畅
吗……千头万绪的工作，刘
冬想着再坚持坚持，把手术
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显而易见，脱贫成效是显
著的。但是，如何确保脱贫人
口不返贫，边缘群众零致贫，
刘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同事和家人几番催促
下，9月1日，刘冬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了手术。

临行前，他把接下来要做的
工作写在了纸上，嘱托同事
尽快完成。

手术很成功。医生让刘
冬休养 3个月，他却只休息
了两周。

好 在 复 查 结 果 很 好 。
一 大 早 ， 刘 冬 骑 上 电 动
车，风风火火赶往单位。
远远望见，老袁就站在民
政所门口，揣着双手，不
停地跺脚取暖。刘冬的眼
睛湿润了……

◆6个文件柜，3000余册档案，村民
情况了然于心

天渐渐暗下来，老袁又
等了一天。

镇民政所工作人员提醒
老袁早点回家，可老袁就是
不走。工作人员只好偷偷告
诉他，刘冬患上了肿瘤，手
术后到北京去复查了。

老袁不知怎么走回家的。
一夜未眠。
天未亮，他又跑到镇民

政所。
这一天所里人很多，不

少人都是来找刘冬的。老袁
挤过去，告诉工作人员曾经
听说的一个治病偏方，希望
能尽快告诉刘冬。

“我们会把你的心意转达
给他……”工作人员边耐心解
释，边将刘冬去北京前叮嘱的
事情办妥。“棉被每户一床，
保温棉送至XX家……”每条

“说明”后面，还注明“如不

了解情况，可查寻某柜某层第
几个文件夹核实”。

按“说明”索骥，一目了
然。

高 2米、长 0.8米的 6个
文件柜被逐一打开，3000余
册脱贫户档案赫然在目——

富镇 41个村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274户368人。其
中，低保户170户257人；特
困户101户101人；一般贫困
户 3户 10人……截至今年 10
月，已全部实现脱贫。

档案里有的，刘冬记
得；档案里没有的，刘冬也
清楚。43岁的刘冬做了15年
富镇包村干部、8年镇民政所
所长，十里八村谁家有伤残
的、重病的，谁上了年纪干
不了重活儿，谁家孩子考上
大学需要学费……这些情
况，刘冬全记在心上。

◆一双运动鞋，一个“扶贫袋”，8年行
程万余公里

和老袁一样，刘占争和
老伴儿这两天将家里打扫干
净，盼望着刘冬来家串门。
刘占争是富镇毛营村村民，
老两口有慢性病，儿子视力
残疾，欠了不少外债。差不
多每月这个时候，刘冬都会
来家里坐坐，带些他们需要
的东西。

每个月，刘冬要将富镇所
有村庄的脱贫户走访一遍。8
年来，他已走了万余公里。

一 双 运 动 鞋 ， 一 个
“扶贫袋”，成了刘冬转村
的标配。“扶贫袋”里装着
扶 贫 笔 记 本 、 贫 困 户 档
案、基本情况明细表、收
入明细表，以及扶贫的最
新政策等，以便随时关注
困难群众新动态。

至今，68岁的刘占争还
清楚记得刘冬第一次光脚登
门的情景。

那是夏天，下着大雨，
院里的水已经流入刘占争家
屋内。这时，院门开了，蹚
着水进来一个人，深一脚浅
一脚，差点摔倒。走到屋门
前，刘占争才看清楚是刘
冬。刘冬满脸雨水，从衣服
里掏出裹着塑料袋的低保
金，交到刘占争手上后，又
返回院子，拿起墙角的铁锨
疏通排水沟。

刘冬还为刘占争一家介
绍了做汽车内饰的手工活
儿。如今，老人不仅拿到社
保、低保、产业扶贫分红等
救助，还享受着家庭医生的
对口帮扶，日子好了许多。

三千册档案背后……三千册档案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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