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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哥，大名：江郎友康，因在家中排行老三，
所以人称江三哥， 在九龙县三垭彝族乡农牧民群
众中，只要一提到江三哥，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叫
他“我俄苏嘎呷披丛”（彝语：彝家致富引路人）。

三垭彝族乡位于九龙县东南部， 距县城 100
余公里，是一个彝族聚居乡。 交通闭塞，土地贫
瘠，自然灾害频繁，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落
后，生产方式传统、简单、粗糙，增收渠道单一；教
育发展滞后，卫生医疗条件差，农牧民群众观念
陈旧，思想封闭，基本上靠天吃饭，这就是十几年
前三垭彝族乡的真实写照。当时在三垭彝族乡林
业站工作的江三哥，面对家乡父老乡亲贫困落后
的生活现状，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常夜不能
眠，思考着、寻找着让家乡父老脱贫致富的路子。

心动不如行动
江三哥曾先后在乡镇林业站、县文化旅游局、

县政府办公室等不同工作岗位工作过。 看到家乡
落后面貌， 他萌生了帮助家乡父老发家致富的想
法， 开始他通过邮局自掏腰包订购一些脱贫致富
的相关宣传手册， 利用休息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农
户，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宣传惠农富农政策法规。
那时，每当太阳西下时，忙碌了一天的乡干部们都
在找各种娱乐活动消遣，如打打篮球、乒乓球、羽
毛球或下象棋，释放疲劳。 而此刻，江三哥却背着
厚厚的黄色挎包，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每到一家都
详细询问收入情况，了解农户期盼，帮助分析贫困
原因， 指点迷津。 当他走访完农户回到乡镇政府
时，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静，除了个别干部还在
加班赶材料外，大部分干部都已进入了梦乡。 江三
哥却来不及收拾，倒上一杯白开水，润润嗓子后，
又开始挑灯夜战，伏案梳理汇总收集的情况。 看到
成天忙上忙下，疲惫不堪，顾及不了家庭的丈夫，
妻子偶尔会责怪道：“你又不是领导， 成天忙着走
农户，你能解决得起好大的事情哦！ ”面对妻子的
责怪，江三哥笑道：“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
名国家工作人员，我应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
掌握乡村基本情况和群众的愿望后， 江三哥东拼
西筹资金 3000 元， 成立了三垭乡农业综合合作
社，建起一个 120 平方米的养猪场和一个 60 余头
规模的山羊养殖场，带领群众改造土地 700 亩，林
下套种中药材 100 亩，建蔬菜基地 50 亩，走上了
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之路。

要致富先修路
由于交通不便， 当时三垭彝族乡的一些特色

无公害产品不能运出乡外，如肉质细嫩松脆、味甜
多汁的三垭梨子， 只能眼眼睁睁看着腐烂掉或煮
来喂猪。合作社种植的蔬菜，品种丰富，品质优良，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从蔬菜基地运到销售点，路
途遥远，路况甚差，期间部分路段还需人背马托，
几回上上下下的折腾，蔬菜运到销售点时，已是面
目全非，变成了“老菜”、“黄菜”，更谈不上新鲜了，
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看着新鲜的蔬菜就这样
烂掉，江三哥心如刀割。 经过几次的折腾，让江三
哥切身感受到要带领群众致富，必须先修路。

于是，他积极主动到县级部门跑项目协调资
金，带领群众投工投劳，修建了郎呷村通村公路
6.9 公里， 解决了当地群众 120 多户 600 余人出
行难的问题，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激发了
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为后续发展产业增收
致富奠定了基础。

增收致富引路人
五年前，江三哥从三垭林业站调到县文化旅

游局工作。 到县级部门工作后，他仍然不忘家乡
群众的期盼，始终把帮助家乡父老脱贫致富作为
己任，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
多年建立的人脉关系，千方百计为广大农牧民群
众增收致富办实事、出实招。去年以来，自己向信
用联社贷款 16 万元， 带领引导三垭彝族乡郎呷
村村民建立土鸡养殖场、养鸭场、藏香猪养殖场、
蜂场等十多个养殖场，喂养鸡鸭 1 万余只、藏香
猪 120 余头，年产蜂蜜 3000 余斤，带领群众发展
养殖业走致富之路。 同时，为使更多群众增收致
富，通过县妇女小额信贷中心贷款 50 万元，先后

在三垭、小金、俄尔等乡镇建立鸡、种猪、牦牛等
养殖场 12 个，建设投产腊肉、鸡鸭加工场 2 个，
建立蔬菜基地 30 余亩，扩大了养殖规模和范围，
将发展养殖业走致富之路延伸到邻乡。 养殖场规
模扩大后，江三哥更加忙开了，他利用工作之余
和节假日时间，带着养殖技术资料，深入到养殖
农户家中，耐心细致讲解养殖知识，手把手指导
群众养殖技术。 面对日益壮大的种养殖规模，他
还积极走出去，广泛联系 ，打开市场 ，主动到西
昌、成都、广州、深圳等地拓展销售市场。 看到成
天忙个不停的江三哥，不理解情况的亲戚们还专
门劝说他，但都被他一一说服了，有的最终还成
为了他的专合社成员。

有所付出就有所收获。 通过不懈努力，江三
哥的农业综合合作社在不断壮大，去年实现产值
150 余万元，参与农户人均增收近 300 元。 谈及
今后的发展，江三哥信心百倍，他表示将进一步
扩大养殖规模和范围， 鼓励更多群众加入合作
社，让更多的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同时打造
绿色健康食品，提高产品知名度，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的利益。

江三哥：彝家致富引路人
■ 沈林清 文/图

坚持是一种信念， 坚持
是一种品德。 对于在商场上
打拼多年的余辉来说， 回报
社会，回报教育，就是他的信
念和品德。 资助边远山区教
育到今年已是四个年头了，
每年捐助 26800 元， 每次捐
助的对象不同， 前两年是走
读生 ，2013 年是日常用品 ，
今年是用于培养学生的卫生
习惯。

3 月 18 日，康定县孔玉
乡船头小学校又一次热闹起
来了，余伯伯要来了，又为学
校资助来了， 校园里又一次
掌声雷动。

“快来，余伯伯这里座。”
听到声音， 康武宾馆老

总余辉立即来到学生们中
间， 把刚打好的饭菜放在桌
上，便询问道：“饭菜香不香，
现在是你们长身体的时候，
要吃好、吃饱，平时要养成好
的饮食习惯。 ”

坐在余辉身边地学生立
即说：“香，我们都喜欢，比家
里的都香， 卫生习惯已在改
了，请余伯伯放心。 ”另一名
学生抢着说：“余伯伯真好，
每年都到我们学校来， 关心
我们，爱护我们，我会好好学
习，不辜负余伯伯。 ”

余辉笑了， 他笑着对记
者说， 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
开教育， 教育事关孩子的成
长，特别是山区孩子，他们需

要知识，需要全社会的帮助。
当前， 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作为一名企业人士能为山区
的孩子们做些事， 尽一份绵
薄之力，是我的心愿，因为知
识才能改变命运， 知识才能
致富。

“非常感激余辉总经理
的捐助， 今年已是他第四次
来到我校，为学校出力，为学
生解难。 作为学校只有更好
的提高教学质量， 把好食品
安全质量关， 将捐助资金用
于培养学生的饮食卫生习惯
上， 用实际行动回报企业人
士的关爱之情。”该校校长吴
有心对记者这样说道。

四年，梦牵山里娃
■本报记者 宋志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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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农民备耕忙
26 日， 记者在甘孜

县色昔底乡看到一派春
耕备耕的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扎西 土登 陈
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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