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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飞 宋志勇 文/图

作为中国红樱桃之乡———泸定县杵坭乡，
自 2011 年举办第一届红樱桃节后， 这个乡的
村民开始了创办农家乐的念头，村民们利用农
闲时间，忙着改善基础设施，对农家乐进行提
档升级，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接待水平。

“过去这里没有水泥路，都是一条小路，而
且还要从冷碛绕道才能到泸定县城， 很不方
便。 1992 年大渡河发大水过后，才有了今天这
条路，但也是毛路。 自从举办首届红樱桃节后，
泸定县委政府投资 500 万元彻底改变了现有

公路， 给整个乡的村民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现
在坐在家里就能挣钱了。 ”4 月 8 日，记者在杵
坭村采访时，村民雷元强这样说道。

杵坭乡有 7 个村， 去年人均收入达 4100
多元，杵坭村人均收入达 4000 多元。

如今，雷元强、刘万莉夫妻经营的老宅山
庄，已今非昔比，又投资了 30 多万元用于改善
住宿条件，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给前来观光
旅游的游客提供了更加舒适的休闲环境。

“过去收入主要靠‘弹簧’打工挣钱，今天在
这里打一会儿，明天又到那里去打一会儿，没有
固定地点收入也不高， 每天只有二十多元的收
入，而且是白天黑夜的干活，一年才能挣上万把
块钱。现在打工不同了，打一天工也有上百的收
入。 ”雷元强回忆过去时深有感慨地说。

2001 年以前， 全村年人均收入也就是几
百元，主要还是靠一点水果，那时要背到泸定
县城和冷碛镇上去卖， 起早贪黑也只能去一
趟， 因为当时路不通， 老板也不敢上门来收
购，全靠村民们自己销售。 如今，公路修到了
家口，销售渠道拓展了，老板也抢着收购，村
民们都“翘”了，不出家门就能与各收购老板
面对面接洽业务，还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了。
过去来说敢不敢想， 那时几家才有屈指可数
的樱桃树，加之受交通的滞约和观念约束，现
在樱桃已成为全乡的优势产业， 种植面积逐
年扩大，不仅为全乡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村

民带来了更大商机。
记者在与雷元强、 刘万莉夫妻交谈时已

是中午时分，老宅山庄还有村民在这里玩耍，
夫妻俩正忙着为顾客准备饭菜。 雷元强一边
炒着菜，一边对记者说，现在是谈季 ，等到樱
桃红时，这里的游客才会多起来。

说起 2011 年泸定县举办首届红樱桃节
之前他感受很深，当时贷了 3 万元的款，心里
七上八下根本没有底怕打了水漂， 每天脑壳
里都在想这个问题，睡觉都睡不好。 节日举办
后，当年收入就达了 2 万元，去年我家的收入
达到 7、8 万元。

“现在中央 ‘八项规定 ’后对生意有没有
影响？ ”交谈中记者问道。 雷元强笑着说，中
央的“八项规定”出台后，生意相对来说比去
年有所下降 ，来这里打麻将的也少了 ，虽然
麻将起灰了 ，但社会风气干净了 ，我们的心
还是很高兴的。 下一步农家乐将进行提档升
级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接待水平 ，让顾客
愿意来，更想来。

“过去你当弹簧， 现在当了老板感觉怎
样？ ”记者问道。

“过去在外打工每天生活都没得保障，现
在当然好了，自己当老板，想咋整就咋整 ，照
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 我们就真的进入到小
康生活了。 ”说起未来的生活，雷元强夫妇高
兴得合不拢嘴。

目前，全乡有 12 家农家乐，杵坭村就占 7
家， 没有搞农家乐的收入主要靠种植农产品
和打工。

再过一个星期，这里的樱桃就要熟了，泸
定县第四届红樱桃节又将开始， 幸福歌声再
次唱响在这片土地上。

雷元强：从“弹簧”到老板

“在社区工作，直接面对的是最基层的群众，与群众打交道次数多了，
群众也很理解我们的工作，与以往相比真的好多了。 ”候春芳说，康定县向
阳社区管辖范围：从公主桥到水井子，常驻人口有 2251 人。 原来社区办公
条件差，在南门居民点，还是租的房屋。

近年来，在康定县和县镇党委的关心下，办公条件得到改善，社区群众
办事方便了。 作为社区直接面对的是群众，服务群众是社区的根本宗旨，为
广大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更是社区的义务和职责。 自我州开展
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以来，社区认真开展结对认亲活动、支部
共建共创活动，社区干部在与居民结对认亲后，认真听取居民的意见和诉
求，建立详细台帐，并将居民的意见及时上传下达，尽到了应尽的职责。

用画笔绘出美丽新甘孜
■姓名：裴宏波
■职业：康定县国家税务局干部
■感受：用画笔绘画出甘孜美丽山川

裴宏波，四川康定人，藏族。 笔
名清木浅禅，藏名仁青达杰 ，自幼
酷爱书画，师从曾刚及国家二级美
术师刁华甫 ， 他的作品多次在全
国、省级比赛中获奖。

2011 年开始学习中国画彩墨
山水 ，作为业余爱好 ，从 2013 年
在清华美院高级研修班学习后 ，
裴宏波对绘画更有自己的独特见
解，他说，作为画家不仅要了解全
州各地的风景名胜 ， 还要学习民
族文化，两者相互融洽 ，这样画出
作品才有创作力，才有美感。

对待事业有自己的梦想，在正
常处理好工作的前提下， 把绘画作
品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作大画、大作
品是下一步想法和思路。 裴宏波高
兴地说，绘画是一门艺术，创作是关
键， 画出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
是他的一大梦想， 不仅让全州人民
知晓，更要让全国人民知晓，这里山
水很美丽，这里的文化更丰富。

裴宏波的愿望是干好本职工
作，为群众宣传好相关法规 ，树立
好税务干部形象。

大家好才叫好
■姓名：候春芳
■职业：康定县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
■感受：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实事，才是我工作目标和要求。

来自基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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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每天尽力为病人
减少痛苦，少花钱，短时间治好
病，才是自己最大心愿。

“从医 28 年， 基本上很少
准时下班。就一个星期来说，星
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 8 点半至
11 点上班 ，但都超过了 12 点 ，
回家基本都是吃口面就算了 。
到了夏天， 有时还提前半小时
上班，心里装的还是病人。 ”49
岁的杨洁说。

其 实 从 医 还 是 很 难 ， 既
无法照顾家庭 ， 也更不说照
顾孩子了 ， 孩子现在读高中
了 ， 当妈的很少给孩子开家
长会 ， 说起这些杨洁表现出
很愧疚 。 比方买菜 ，其实对于
家庭来讲 ， 不过是件很容易
的事 ，而杨洁却不这么认为 ，

由于工作忙碌 ， 平时看病的
达 40 多 人 ， 高 峰 时 多 达 到
80 多人 。 然而 ，杨洁说 ，她基
本没有去过泸定县城大的菜
市场 ，为了随路回家 ，都是到
医院对门附近小摊上 ， 买上
一星期的肉和蔬菜 ， 以图工
作方便 。

“如果把病人当作自己的家
人，自己的亲朋好友，相互之间
就会理解，沟通就会融洽，这样
对病人康复很有必要。 ”杨洁很
有感触地说。

当记者问到她的愿望时 ，
杨洁沉默了一下回答说：“我的
愿望很简单， 就想能多陪陪家
人和孩子，但更希望少些病人，
愿大家身体都健康， 家庭都幸
福美满。 ”

■
本
报
记
者
宋
志
勇
文/

图

愿天下人幸福健康
■姓名：杨洁
■职业：泸定县人民医院内科医生
■感受：平时工作忙，照顾不到家人，现在觉得很愧疚。

在丹巴县巴底乡沈洛村有
一个朴实、普通的农村妇女，被
村民们誉为“最美媳妇”。 她数
年如一日， 无微不至地照顾瘫
痪在床的丈夫、 婆婆以及年迈
多病的公公， 还将儿子培养成
才。 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撑起
了整个家庭，她的名字叫孟江。

孟江，现年 46 岁，原是丹巴
县巴底乡木兰村人，后来嫁到了巴
底乡沈洛村。 婚后，孟江的生活还
算是幸福美满，可是九年前一场突
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个原本幸
福美满的家庭。 九年前，她的丈夫
因一场事故失去了双腿，长年瘫痪
在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全家人
的生活靠政府低保和微薄的家庭
收入维持着。 可是祸不单行，六年
前， 年愈 70的婆婆因突发老溢血
同样瘫痪在床。 于是，坚强的孟江
用柔弱单薄的肩膀一个人担起了

家庭的重担，拉扯着孩子，照料着
瘫痪在床的丈夫和婆婆，家里还有
一个 90高龄、身患重病、行动不便
的公公。 去年 9月，懂事的儿子以
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遂宁的一所五
年制学校。10月，婆婆去世，公公因
悲伤变得有些神志不清。面对家庭
的变故，孟江依然一如既往，尽心
尽力地照顾着一家人。

孟江一家三口人每年的低
保收入近 5000 元， 其它收入仅
靠卖花椒、核桃，也只有 1600 余
元。 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儿子
读书的学费也只能从一家人的
嘴里省出来的。

面 对 这 样 一 个 贫 困 的 家
庭 ，丹 巴 县 委 、县 政 府 ，乡 党
委 、政府 ，村两委都给予关心
和帮助 ， 伸出了援助之手 ，帮
助她家重新修盖了现在居住
的房子。 每逢过年过节，县委、
县政府 ，乡里 、村里 ，结对认亲
的亲戚都会来看望他们一家
人 ，都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着
他们 ，为这一家人带去了党和
政府的温暖和关爱。 结合孟江
家的具体情况 ，政府定制了帮
扶计划 ， 并鼓励孟江自立 、自
强 ，战胜困难 ，孟江感动地说

相信日子总能在大家的帮助
和自己的努力下越来越好的。

对于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孟江感恩着、铭记着，她感谢县
委、县政府，感谢乡里、村里和结
对认亲的亲戚以及许许多多的
关心、帮助过她全家的人。 她说，
在今后的日子里她依然会尽心
尽力去照顾他们，不管现在多困
难，也会让孩子完成学业。 她除
了干好平日里地里的农活，还要
去村上义务投工，村里的乡亲都
很照顾她，她只有在村上的义务
劳动中多出力来感谢大家。

孟江，就是这样一个在艰难
中努力生活着的坚强的女人，她
从不怨天尤人，多年来，一个人
支持着家庭的全部重担，对瘫痪
在床的丈夫不离不弃、对年迈多
病的公公不离不弃、对这个一贫
如洗的家不离不弃，她付出着常
人不能体会到的艰辛，她用坚强
的毅力照料着家人，维系着整个
家庭，她的乐观坚强、默默奉献
感动了村里的每一个人，也深深
地感染着社会上更多的人。她的
事迹受到全村的好评，人们都说
她是名符其实的“最美媳妇”。

（丹巴县委宣传部）

孟江：丹巴最美媳妇

开栏的话

梦想， 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
的词汇。 民族因梦想兴盛，国家因
梦想富强，人生因梦想精彩。

中国梦，是宏大的。 它引领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它代表了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
益， 它积淀着中华儿女的世代夙
愿， 它象征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共
同理想与价值追求，它是希望，是
期盼，是力量。

中国梦，又是具体的。 它是洋
溢在孩童脸上的满足微笑， 它是
澎湃在青年心中的雄心壮志 ，它
是播撒在老人身上的和煦阳光 。
每个中国人，都是 “梦之队 ”的一
员， 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 书写
者。 每个梦想，都是一颗破土而出
的种子， 都将迸发出实现中国梦
的强大力量。

青葱四月， 让我们开启一段
筑梦之旅。 从今天起， 本刊开设
“百人百梦·中国梦”专栏，通过对
个人实现梦想轨迹的描绘， 向读
者展示“中国梦”的内涵 ，展示甘
孜各族人民群众对实现梦想的诉
求和期盼，展现每个人在“同心共
筑中国梦” 时的奋斗、 苦乐和感
悟。 我们诚挚邀请社会各界读者
结合自己的经历， 讲述心中的梦
想与期待。 敬请关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
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我们
每个人的梦想与中国梦紧紧相连，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国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甘孜日报
社 “走转改 ”第一批次采访小组深
入基层采访时听到了这些来自基
层的中国梦之声。

李长贵：62岁，炉霍县宜木乡虾拉沱村民

“如今这么好的时光时里 ，希
望自己健康，儿孙幸福”。 “现在生
活条件好了，我特别想出去旅游。 ”

袁雪蓉：德格县温拖乡干部
“我最希望把藏话学好， 能够

与群众沟通，转正后工作顺利”。
李拉姆：德格县温拖乡干部
“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

里贫穷的面貌”。
四郎贡布：德格县温拖乡村民

“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 带着
家人到处看一下”。

刘小海：德格县温拖乡副书记
希望家人健康， 自己快乐，作

为基层干部，以后到每一个农牧民
家能看到他们幸福的笑容，远离病
痛和贫穷。

启美拉姆：德格县温拖乡满金村村民
“现在幼儿园修起来了， 我希

望把女儿送到幼儿园读书”。

黄老师：德格县温拖乡中心小学老师
“让学生多学点知识， 再不愿

看到有学生放牛和种地”。
扎西多吉：德格县温拖乡满金村干部
“希望群众工作不间断地开展

下去，农牧民的收入越来越高”。
贾贞毅：甘孜县扎科乡干部
“通过努力， 让老百姓比较落

后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
谭婷：甘孜县扎科乡干部

“学好藏话能够与老百姓沟
通，把工作做得更好”。

亚玛：68岁，甘孜县协旦达村村民
“现在水牵通了、电有了、路也

修到家门口了， 只求国家安定、社
会稳定”。

李长生：甘孜县色昔底乡恩珠一
村党支部书记

“希望带头让全村的老百姓富
裕起来”。

■本报记者 格桑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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