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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驻村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我州广

大驻村干部以昂扬斗志分赴脱贫攻坚一线，全力以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发出了“帮扶村不脱贫不回家”的誓言。本报选登部

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记录的真实感人事迹、实践经验和思考，以及群众生活和精

神面貌的重大变化。从中管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将对亲人之爱融入对人民之爱的“大爱”情怀，以及为兑现扶贫誓言付

出的艰辛努力。

“拥吉，开门，起床了。”大清早，翁姆带着
一帮干部到巴登家喊门。

“书记，出什么事了？”打着哈欠的拥吉不
紧不慢地打开门，看着门外一下来了七八个干
部，心里慌了神。

“还是为了你家的环境卫生，今天我们要
在你家动手了。”翁姆边回答边带着人进了门。

翁姆是红顶乡党委书记，也是红顶村的帮
扶责任人。虽然红顶村2018年已整村脱贫，但
在改善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提升人居环境整
治助推脱贫攻坚成效工作上还有差距。这几天
翁姆正为红顶村卫生评比活动中不合格的几户
贫困户感到头疼。

就拿拥吉家来说吧，家里四口人，两个孩
子分别在县一中学和乡小学读书。微瘸的拥吉
总拿自己是残疾说事，是那种一坐坐出“坑”的
人，家庭收入就靠丈夫巴登捡虫草和野菌、打
散工维持，被大家评为贫困户。2018年，乡政府
将拥吉一家纳入合作社，动员他俩去基地做
工。对于在家门口挣钱的事拥吉还是乐意的，
于是巴登和拥吉轮流到药材、核桃、木耳等种
植基地务工，巴登还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学会木
工手艺，跟着村务工服务队连续到本乡或附近
乡做工增加收入，让拥吉一家达到“两不愁三
保障”的标准，顺利实现脱贫。

拥吉一家经济上虽实现脱贫，但家里卫生
习惯差的现象并未得到改善。木地板黑得可
以铲起一层“老痂”，“五改三建”新修的厕所不
到两个月已经丑气熏天，头发也是常常油得结
板……第一书记、包村干部、驻村队员一趟趟
轮翻到她家沟通做工作都不见效果。

“家里改建卫生间，不用你们花一分钱，洗
漱池、冲水便池、淋浴设备都是新安装的，现在
洗澡也方便，一身干干净净的不好吗？”

“你家这次卫生评比不合格，你俩口怎么
想的，虽说隔三差五要去出工。但平时在家的
时候把家收拾干净嘛，到处整整齐齐亮堂堂地
自己住得也舒服吧。”

每次面对干部的宣传和批评，拥吉和巴登
都是憨笑着点头应对，偶尔来句“地板是好几
年的‘老痂’，刷不干净。”“乡下人整干净莫用，
干场农活儿回来还是要脏”让大家苦笑不得。

“明天我们再来，带上家伙帮忙他家打扫，
我不相信他们会无动于衷。”翁姆书记从拥吉
家出来的时候心里暗暗作了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翁姆吆喝乡干部起床，在食
堂吃过早餐后，组织红顶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
驻村队员和乡干部，带着洗衣粉、洁厕液、钢丝
球、抹布、拖把等用具，驾车直奔巴登家敲开房
门，开始了一场“特别”的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

到巴登家后，乡干部按着事先的分工直接
干上了。有的开始整理随处乱堆的衣物被褥、
有的整理院子里横七竖八的农具，有的清理随
处可见的垃圾，有的生火烧热水，有的擦拭橱
柜……

拥吉看着干部忙活，磨叽着要先和丈夫吃
早饭，并以一种事不关已的姿态慢悠悠地喝着
茶、聊着天。

“这个地板又不是一天两天变黑的，刷得
干净才怪了，真是没事找事。”拥吉边看着忙碌
的干部悄悄对巴登嘀咕。

“拥吉，你看下地板能不能变干净。”
翁姆边说边在一块地板洒上洗衣粉、用钢

丝球和着热水使劲刷、拖帕吸掉污水后用膜布
抹干净，一小块地板腿去黑垢后露出了本来的
木色。

看到木色地板后，拥吉的脸白一阵红一阵
地没说话。

翁姆没有停下来，更用力地刷着地板。
脏水一桶一桶地倒掉、地板干净的面积一

块块扩展，茶壶一点点恢复亮度、橱柜变得整齐
起来……

看着翁姆和干部脸上的汗珠，拥吉心里开
始羞惭。“以前村里人总笑话我家邋遢，但自己
怕累，慢慢把别人的嘲笑当成了习惯 。今天，翁
姆书记带着干部不怕脏不怕累地为家里打扫卫
生，自已还旁观，真的要不得。”想到这里，拥吉过去
蹲到翁姆身边，轻轻的说了一句“书记，我来吧！”

“对、对、对，这些事以后我们自己做。”丈夫
巴登也拿起了抹布。

一场特别行动
◎何晓红

有点年头的藏式房屋升起缕缕炊
烟，这是多青大叔的老伴儿拉姆大娘
在做晚饭。多青大叔加快脚步，想要快
点回到家中。他在心里盘算着把蜂蜜
卖掉换了钱，可以把屋子修缮一下，有
多余的钱还可以给即将出世的小孙子
添置几套新衣裳。想着想着，他的嘴角
翘了起来，脸上的褶子挤到了一处。

儿子在地里干活儿，儿媳妇和老
伴儿在家料理家务，卖蜂蜜的事儿自
然就交给了多青大叔。翌日，天刚蒙蒙
亮，多青大叔揣着老伴儿做好的奶渣
包子进城了。这个在山谷底沿河而建
的小县城是多青大叔去过最远的地
方，也是他见过的最繁华的地方。不少
山上的村民们会把各种山货、蔬菜背
到县城售卖换钱。5月卖瓜果、6月卖
虫草、7月卖松茸野菌、9月卖核桃、10
月卖蜂蜜……这是大自然对当地人的
馈赠，也是千百年来，淳朴的藏区百姓
赖以生存的法则。今年蜂蜜收成好，短
短两百米不到的县城主路旁有好几家
在卖蜂蜜的。“深山里的蜂蜜，快来看
一下吧”卖家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行
人。多青大叔瞅了一眼，从兜里掏出鼻
烟壶，吸了一口，默默地坐在自己的摊
位面前等待买主，不时用手挥一挥，试
图赶走靠近蜂蜜桶的几只蜜蜂。

太阳谷的阳光是温暖的，也是炙
热的，早上暖暖的照在人身上，到了中
午就变成一把火烤的人睁不开眼。多
青大叔将头上那顶破毡帽的帽檐往下
扯了扯，挡住刺眼的光线。一天很快过
去了，多青大叔的蜂蜜没有卖出多少。
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失落，因为这对
他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谁家做买
卖能一天就把所有的货都卖完呢？今
天卖不完，还有明天、后天呢！等到了
冬天还没卖完，就自己留着做麦花糖
吃。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这样做的，对
他而言，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快一个冬天过去了，多青大叔
家的五十多斤蜂蜜卖出了一大半。

“卖了一大半也不错了，一百元一斤
的蜜换了三千多元钱，足够给小家伙
用了！等明年出蜜了，再卖点钱也可
以把房子修一下了。”多青大叔坐在
自家院子里盘算着。他抬头看了看夜
空，满天的星星和一轮硕大的月亮照
着院子。对大叔一家来说，一切都很
平常也很平淡，从没有想过生活有改
变的一天……

“叮咚叮咚”牛群的铜铃发出响
声回荡在山谷中，大山延绵不断伸向
远方，湛蓝的天空偶尔有一丝白云飘
过。高耸的布姆白登山峰的峭壁把阳
光发射出一道道金光，仿佛七仙女的

群边在空中摆动。这片土地是多么地
美好啊！

这天，多青大叔家里来了一群人，
他们说是来帮助多青大叔致富的。“呵
呵，这年头国家能帮助村民的地方无
非就是发点生活补贴罢了。过日子还
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多青大叔心里
想。“您好，我是因达村的第一书记倾
忠，这是驻村工作组的同事们，他们中
还有从成都市青羊区专门过来对口帮
扶咱们村的援藏驻村干部。”一位年纪
约二十几岁的藏族女孩儿热情地向大
叔说道。“欢迎你们。你们是政府派来
的领导，快来坐，坐。”拉姆大娘端上酥
油茶招呼大家。“大叔，我们知道您家
的蜂蜜养的是咱村最好的，每年要收
割不少蜜吧？”第一书记倾忠问道。

“嗯。”多青大叔吸着鼻炎，答应了一
声。倾忠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们考察
了很久咱们村的情况。这次，我们是和
村委会商量好了，准备在咱们村成立
蜂蜜加工合作社，帮助大家加工销售
蜂蜜。您家蜂蜜产量是最多的，品质也
是最好的，我们希望您能带头加入我
们合作社。合作社的名字我们都商量
好了，叫“布姆白登”高山蜂蜜养殖专
业合作社。布姆白登作为神山最美丽
的山峰，寓意七仙女。我相信今后我们
村的蜂蜜产品也会像这山峰一样给大
家带来幸福的……今后，我们村的蜂
蜜都会通过合作社加工卖到全国各
地！这可比在咱们小县城售卖要好得
多啊！”倾忠兴奋地说道。“是呀，多青
老头儿，咱们村子应该相信政府，相信
党会帮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的。你
一定要加入合作社哦。”村支书古牛大
叔说道。“嗯，你们先回去吧，让我想
想。”多青大叔执拗地说道，顺手拉了
拉头上那顶破毡帽的帽檐。

“老头子，我觉得今天那个叫倾忠
的第一书记说得挺好的。咱们可以试
试，把蜂蜜交给他们卖。”拉姆大娘坐
在屋子门口，她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夜
色说道。“说得容易。我的蜂蜜多好啊，
要是给他们拿去卖了，指不定还得赚
我多少钱呢。再说了，明年结的蜜我还
准备卖了换钱修一修咱们的房子呢。”
多青大叔愤愤地说道。“可是，你也看
到了，今年的蜂蜜咱们只卖出去了一
大半，还剩了二三十斤都卖不出呢，过
完年，又会有新的蜜出来，到时候咱家
堆的蜜可就越来越多了，总不能天天
吃蜜糖饼子吧？”拉姆大娘说道。“好
啦，你别说了，回屋吧，让我好好想想
吧。”说罢，多青大叔起身从院子里回
了屋里。这一夜，多青大叔没有睡上好
觉，他心里反复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加

入村里的蜂蜜合作社。他对眼下过的
日子从未有过半点埋怨或者期待，更
没有想过要改变什么。但今天那个叫
倾忠的年轻人说的话，仿佛像一股魔
咒一般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让他
忍不住想要知道如果加入合作社，今
后的生活会不会变得幸福一些……

多青大叔还是架不住家里人和驻
村工作组的动员带头加入了村里的蜂
蜜合作社，虽然他对自家的本来可以
买到一百元一斤的蜂蜜“贱卖”到八十
元一斤全部卖给合作社耿耿于怀。再
后来，合作社招募村民一起扎蜜、包装
蜂蜜产品。多青大叔第一个报名了。然
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可不是为
了“带头”而已，他是要去监督，去守着
自家的蜜，可不能让人给糟蹋了。每当
多青大叔在家里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家
蜂蜜被贱卖了，拉姆大娘都会摇着头
笑着安慰他。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在村民们的参与下，因达村的“布姆白
登”高山蜂蜜凭着良好的品质在市场
上打响了名声，产品一度供不应求。年
底分红，除去各项成本，合作社给每家
村户分了好几百元，加上原蜜的钱，多
青大叔家这一年卖蜜得到了六千多
元，是全村收入最高的！

不用日复一日地背着蜜到县城
叫卖，不用忍受中午太阳的毒辣，不
用全家人吃着已经厌烦了的麦花糖
……金灿灿的蜜突然间变成了白花
花的钞票！多青大叔简直不敢相信，
合作社卖蜜这事儿他从来不看好，却
办成了！这下他终于有钱把老旧的藏
房修一修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
吗？答案是，有的。第二年，驻村工作
组到家里告诉多青大叔，县里评估了
他家的房屋情况，决定帮助他申请易
地搬迁，新建一座房子！而且，村里的
道路建设和太阳能路灯建设都批下
来了，很快就会动工。到时候，村民们
再也不用顶着月光出门了，汽车也可
以开到家门口了……

铜铃“叮咚叮咚”声声不息，牛儿
山坡吃草，格桑花迎风摇曳，蜜蜂们住
进更多的“新房子”热热闹闹地忙着采
蜜。多青大叔坐在自家新建成的藏房
院子里，看着不远处小孙女正在嘻嘻
哈哈地跳着玩着。他知道他的日子，还
有今后小孙女的日子，甚至孙女的孙
女的日子都不再是以前那样一成不
变。突然，他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包围着他，像太阳谷最温暖的那缕阳
光照得他心里暖暖的。他不自觉地翘
起嘴角，脸上的褶子全部挤到一处。他
知道了，在这太阳谷里，有一种日子可
以看到希望！

甜蜜的日子
◎王韵雯 泽仁倾忠

远处，牛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铜铃不时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让静谧的山谷有了一点不一样

的声响。白格家的多青大叔显然没有被铜铃声打扰。此时，他戴着自制的网帽、手套，全身武装地蹲在一

处山坡峭壁下，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块木桶盖子，伸手探进去。顿时，一群蜜蜂围住了他，发出嗡嗡的歌

唱。接着，一块不规则的蜂巢被取了出来，香甜的蜂蜜顺手滴在地上，引得蜜蜂们簇拥舔食。很快，多青

大叔取完蜂巢，背着满满的背篓下山去了。
“4000”一个标注着理塘

海拔的冰冷的蓝色数字，在
我心里，这个数字却如同冬
日的太阳一样温暖着我，明
亮而不耀眼，炙热而不灼人。

哭，多没面子！但那天却
因为不会藏语急哭了。初到
濯桑乡下汝村任职第一书
记，随时都会因语言的问题
被僵住，这样的尴尬总让我
无所适从。在下汝村，每天到
村办公室咨询政策，通过电
话申请各种资助的村民很
多，他们大多不会汉语，要了
解他们的所想、所需，依靠包
村干部翻译很麻烦，请包村
干部翻译我的工作也不是长
远之计，看到不断进门来的
农牧民群众我都恨不得以各
种方法和他们搭上话，此时
语言却成了绊脚石。学习简
单的藏语已势在必行，就从
日常用语学起。还记得到理
塘学习的第一句藏语是关于
打车的，具体内容是：“我在
这儿下车”“这是车费”这类
语言，请双语干部教会我，坐
上车，一路念念叨叨，害怕忘
记了，到了目的地羞涩地说
出来，开车的师傅果然停下
了车，并顺利付了车费，心里
竟然有了一丝成就感，后来
开始慢慢学习一些关于工作
方面的语言，请乡上的双语
干部帮忙把“家里面有人在
吗？”“把户口簿拿过来看一
看”“有几个读书的？”“今年
全家收入一共多少钱？”“挖
虫草挣了多少钱”等入户走
访常用语翻译成藏语，用汉
文进行读音标注，用微信语
音进行录音保存，每天反复
听、反复说，直到能把读音读
准把句子记住为止。刚学会
几句藏语时不敢大声开口说
出来，期间也闹过一些笑话，
诸如将老年男子称呼为阿西
（应为阿尼），将老年女子称
呼为阿尼（应为阿西），话一
出口引得同行的包村干部和
贫困户开口大笑，我心也因
为用错语言而一直惶惶不
安，直到后来再提起这件事
情，大家都发出会心的笑声
时，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
放下了。当鼓起勇气用藏语
说出的问题得到贫困户的
回应时，同行的包村干部也
投过来诧异的目光说：“耶，
你还可以哦，老百姓居然能
听懂你说的。”到现在每次
到理塘县城买东西，商贩要
用普通话向我介绍商品时，
我基本能用藏语和商贩对
上话，最后还总弄得不少商
贩不好意思地用藏语说：

“哦，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
我 还 准 备 和 你 说 普 通 话
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自己
蹩脚的藏文水平已经得到了
认可。

村干部是第一书记与村
民之间的桥梁纽带，第一书
记是结对帮扶单位与贫困村
的协调员、联络员。下汝村村
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普
遍不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较差，刚到村里时村会计泽
泽不会用微信，也不愿意去
学，我刻意在村干部微信群
里进行工作通知，经常在群
里发一些乡、村工作动态及
藏汉双语法治动漫，工作群
慢慢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泽
泽在村党群活动室院坝找到
我让我给他下载微信，并主
动要求关注乡“祥瑞濯桑”公
众号，他说“使用微信开展工
作方便快捷，可以了解到各
种乡上的工作，以前是自己
的思想太古板，不愿意接触
新东西，其实要学也不难。”
村主任细曲珍“谈卡色变”，
每次说要到银行办事唯恐避
之不及，觉得到银行办理业

务，关于电子的东西就是高
深莫测，就是难，难于上青
天。一次，到县财政局办事，
中途需要一张合作社的进账
单，为了不耽误工作我让村
主任细曲珍到银行打印进账
单，我在财政局继续办理业
务，我将账户信息及需要办
理的事项编辑成短信：“你
好，我是濯桑乡下汝村的第
一书记，细曲珍是我们村子
的村主任，他听不懂汉语，我
在财政局办事，走不开，麻烦
您帮他打印一下9月29日我
们村子账户的进账单，账号
是：89930120000012110，谢
谢您！”发到细曲珍手机，让
他把手机递给银行柜台办事
员，不到半个小时，细曲珍
拿回了进账单。他高兴地
说：“书记，你写的啥子？我
一句话都没说就把事情办
好了，你给我教教呢！”一年
多来，从教用取款机取钱
（将 100 元钱反复存取）到
用取款机转账，银行卡被吞
了 10 余次，我鼓励细曲珍
自己动手操作学习，不要怕
犯错误。办理柜台业务时，
我会让他自己处理，而我会
悄悄跟在后面，现在细曲珍
已经会用K宝转账了。

10 月 9 日，走进下汝村
幼儿园的教室，25个孩子将
一封封折叠好的“书信”纷纷
递到我手上……这一幕被在
场的老师和包村干部看见，
大家深感疑惑，同行的包村
干部开玩笑说：“任书记在幼
儿园混熟了，还收到孩子们
的‘情书’，真让人羡慕啊！”
慢慢地打开一封封“情书”，
纸上画有飞机、树、花、小狗、
爱心等图案。我毕业于师范
学院，对教育工作有着特殊
的感情，村里2017年 9月办
起了村幼儿园，从本学期开
始除了正常的汉语教学，我
每周都会给孩子们上一节英
语课。内容也比较轻松，主要
是教孩子们学唱一些英文字
母歌，练习一些简单的对话，
这样可以让孩子们接触新鲜
事物，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
世界。下汝村很多孩子有的
根本就没有见过玩具，在教
学过程中，他们感到很茫然。
就像讲“红灯停、绿灯行”时，
孩子们就问红绿灯是什么；
当讲到飞机的时候，孩子们
又会问飞机是什么样子，每
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
受，如果有玩具模型给孩子
们展示，就能够让他们有一
个更直观的感受了。看到孩
子们一双双天真无邪的大眼
睛，我真想为他们的童年增
更多美好的色彩。值得高兴
的是我们驻村工作队通过各
种努力为幼儿园募集了价值
2000余元的幼儿图书、文具、
玩具等物品。教学内容也逐
渐丰富了起来，上午在课堂
上教完简笔画，下午在村边
防洪堤堡坎上就出现了用彩
色粉笔画成的同款，幼儿对
我的称呼也由任书记转变为
了老师、老师姐姐，书记老
师。村里许多人竖起大拇指
说：“咱们下汝村的幼儿园不
比县城里的差。”

在担任下汝村第一书记
的377天里，通过指导村民反
复学习常用汉语磨练了我的
耐性；贫困户格绒邓珠主动
帮我给另一户贫困户翻译政
策知识感动了我的内心，收
到贫困户甲它递交的入党申
请书时柔化了我的心性……
这些人，这些事，融进了377
个日子，或许村民心里只是
多了一个普通的好朋友“仁
每”（我的名字用藏语翻译过
来的读音），我心里面却有了
泽泽、细曲珍、格绒邓珠、甲
它……无数个牵挂。

海拔4000米的温度
◎任敏

亲情。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