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海固是宁夏中南部9个深度贫困县区的概
称，曾被联合国专家评价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
本条件”。脱贫攻坚路上，妇女既是重点工作对象，
也是直接受益者，更是重要的参与主体。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龙源村村民李耀梅，因
为一场大病、一次交通事故，她的生活不堪重负，
欠下20多万元债务。

创伤初愈，李耀梅抱定“只要肯吃苦，生活总
会甜”的信念，用勤劳让苦日子逐渐变甜。3年多
的时间，李耀梅起早贪黑扎出2万余把扫帚，不仅
还清了外债和贷款，还供女儿读了大学。2019
年，刚刚还完外债，生活稍有起色，她便主动找到
驻村扶贫工作组要求退出建档立卡户。

今年，在政府的扶持下，村里建起扶贫工厂，
交由李耀梅管理。从家里的小工棚，到村里的扶
贫工厂，李耀梅“就像笼子里的鸟儿飞到了广阔天
地”，她可以进更多的芨芨草和高粱杆，带动更多的
村民就业增收。旁人开玩笑叫她“老板”，她却只想
带着更多人赚钱，哪怕她自己挣得少一些。工厂
里就近务工的村民有20多人，其中长期工8人，“他
们每人每天能挣100元到120元，一个月下来挣得
比我都多，”李耀梅笑着说。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经历几次大难，别人帮着
让我挺了过来，算是捡了第二次生命。现在有挣不
来钱的人，我就好好帮他们挣钱。”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苦难育“梅”香
德格县地处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腹地，在县城东
侧山坡上，绛红色的德格印
经院安卧在群山环抱之中。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
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5
岁的彭措泽仁像往日一样，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校正印版。

彭措泽仁身旁的德格印
盒，一个与藏族转经筒颇为相
似的工艺品，将厚重的历史与
奋进的时代串联起来。“印经
滚筒、印拓经板、印册、经筒
之家、印泥盒，五部分组成一
个德格印盒主体。”彭措泽仁
说，仅这一个产品，就包括了
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德
格藏文书法、德格麦宿土陶制
作技艺和德格麦宿木雕4项非
遗元素。

印经院工作人员牛美翁
姆说，别看德格印盒这个文
创作品非遗内涵丰富，但它
并不是德格印经院的“土特
产”，而是由援藏工作队带领
当地年轻人搞出来的创意产
品。这个不太起眼的创意产
品一问世，就在首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大赛上斩获银奖。

德格县位于四川与西藏
的毗邻地带，不仅是格萨尔
王 故 里 ， 还 是 康 巴 文 化 中
心、南派藏医药发祥地，文
化底蕴深厚。自脱贫攻坚工
作启动以来，德格县发生了
巨 大 变 化 ， 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等
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成
效明显，但受地域条件和交
通条件等限制，区域工业化
水平难以提升。

2018 年 10 月，新一批成
都高新区(简阳市)援藏工作队
来到了德格县。如何进一步
推动德格发展，成了刚到德
格县的援藏工作队队员们思
考的课题。

“文旅产业可以作为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内容。”
经过深入了解，来自简阳市
纪委监委的援藏工作队队员
吴双认为，将早已获评世界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德格印
经院的雕版印刷技艺加以发
挥，可以成为引领德格未来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

在入选援藏工作队前，

吴双曾长期从事与文化传播
相关的工作。“何不利用德格
当地厚重的文化找到一条文
创‘奔康路’呢？”吴双的想
法得到了援藏工作队其他同
志的认同和支持。

为更好做好这一工作，
援藏工作队干部邓杨和吴双
向四川美术学院发出求助。
四川美术学院对德格县丰富
的藏文化表现出极大兴趣，
学院组织专业团队先后两次
前往德格考察。

当这群平均年龄 30 岁的
年轻人遇到一起，“火花”很
快碰撞出来。

“以转经筒为主要载体，
将雕版印刷技艺植入其中，
同时把印经院屋脊特有的孔
雀法轮外形做成底座，把黑
陶技艺运用到转经筒的手柄
部分，形成一件富有文化内
涵的作品。”四川美术学院西
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
创新中心青年教师陈戈说，
在德格挖掘非遗文化资源，
将现代审美设计与产品实用
性结合，真正实现了“文化
有根、功能有联”。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发掘，
德格印盒逐渐成为当地年轻人
向外界展示德格文化的重要载
体，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加入这
一产业当中。彭措泽仁和德格
印经院的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6名州级代表性传承人陆
续无偿担任德格印盒的“创意
顾问”和“质检员”。

“根据不同的市场定位，
制作普通纪念、专门收藏两
种不同用途的实物来售卖，
这些年轻人带领乡亲们赚到
了票子，大家都充满干劲。”
成都高新区 （简阳市） 援藏
工作队领队汪峰说，当地老
手艺人浸淫了大半辈子的职
业 ， 经 过 年 轻 人 的 头 脑 风
暴，成为带动乡亲们脱贫奔
康的新载体……

“做好非遗传承工作的重
点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在这方面，这些年轻
人做得比我好。”彭措泽仁
说，看到德格非遗品牌在年
轻人手里“活”起来，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
们这些老匠人感到很欣慰”。

（据新华社电）

非遗“活”起来
引领文创“奔康路”

新华社记者 薛晨

“愁！”“二虎蛋儿”王虎林
最近又有了“甜蜜的烦恼”。

“订单太多，石磨小米供不
应求，你说愁人不？”王虎林说。

34 岁的王虎林居住在太
行山深处——河北省邯郸市涉
县王金庄，是这个村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站的负责人。回乡创
业路上，他起初也愁过，但和现
在的愁不一样。

2009年，王虎林大学毕业
后当上一名海员，在亲友眼里，
他的人生路灿烂无比。2014
年，原农业部发布第二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
旱作梯田系统入选，而王金庄
处于涉县旱作梯田的核心地
带。王虎林从中看到发展机
遇，毅然辞了职，“家乡的生态
小米、核桃、柿饼都是宝，我要
回山沟沟发展。”他说。

“啥？放着过好日子的大
路不走走小路，你个‘二虎蛋
儿’（方言，意思是办事不动
脑子的‘愣头青’）。”妻子曹为
姣的担忧不无道理，王金庄“山
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人们
争着往外走，梯田都撂荒，回家
咋发展？

“正因为山穷人贫，才需要
咱们去改变。”王虎林说。2014
年 6 月，他开始尝试互联网卖
货。因山路崎岖没有快递公司
服务，第一单生意是委托妻弟
跑了2个小时到县城寄的。

2015 年 5 月，王虎林在村
里开起了网店。除在网络销售
家乡的土特产外，还承接村民
网购送货到家的业务。在山里

发展，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经
常遇到愁心事，为给自己鼓劲，
他将自己的微信昵称换成了

“二虎蛋儿”。
让王虎林没想到的是，脚

下的路很快就变了。2017 年
10 月，四通八达的“四好农村
路”修到了家门口，紧接着贯通
南北的太行山高速公路通车，
彻底改善了太行山区群众的交
通状况。王虎林到县城的路由
2 个多小时缩短至不到 40 分
钟。

王虎林网售本地特产的路
也越走越宽。他采取“公司+
农户”的模式，与 300多户村民
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每年对农
户的谷子高于市场价统一收
购，然后采用传统的驴拉磨方
式碾小米，让传统的梯田农耕
文化得以传承。

受益的村民开始扩大谷子
种植面积，很多常年撂荒的梯田
重新焕发了生机。目前，王金庄
小米种植面积已达 2000余亩。
村支书王相魁说：“王虎林不仅
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还保护了
旱作梯田，实现了多赢。”

“我现在愁的是加工能力
不够，正谋划让更多乡邻也参
与到石磨小米的加工环节，让
他们也多多挣钱。”想到能带着
乡邻一起致富，王虎林说“愁”
时脸上又绽放出笑容。

（据新华社电）

“二虎蛋儿”的“愁”
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

在核子村初见王昌国，他穿着水胶
鞋、戴着草帽，在一人多高的茭白地里救
灾抢收，像个老农民。记者后来才知道，
王昌国是穿警服的，被称为“茭白队长”。

核子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一个村能种出3000
亩茭白，在当地属于水源条件较好的坝
区，可过去却是出了名的“信访村”，贫困
发生率高达26.5%。

刘靖，过去就因为村里危房改造资金
没有落实到位，到省政府上访过。用他的
话说，以前“核子”是一盘散沙：全村 1600
多壮劳动力，将近 1000人外出打工；种地
的没打算发财，发财的也没想要回来；为
争山林与邻村人打架斗殴，撂荒的地却一
年比一年多。

2019年 3月，长顺县公安局政委王昌
国担任核子村脱贫攻坚队队长。他了解
到这个村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很多惠民政
策难以落地，守着良田沃土产业发展不起
来以后，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工作
的突破口。

核子村先是清退了一批不称职的组
务管理委员会成员，紧接着多方物色有在

外创业经历或热心公益事业的“能人”。
雷厉风行、敢说敢做的刘靖，在村寨

环境整治中大显身手，被推选为村民组
长；30多岁的年轻党员金小刚，之前在外
承包工程一年挣几十万元，被王昌国说服
回来当村民组长，后来因在村里的合作社
跑市场出色，又当选村委会主任。

有了这批能人，脱贫攻坚队和村支两
委、组管委拧成一股绳，选准茭白产业，组
织 20余名群众代表去浙江考察种植基地
和市场，1个月内流转数千亩土地，引进浙
江一家龙头企业采取“统购统销”保底种
植生产。

核子村的 3000亩茭白去年 10月种下
去，到今年4月有1米多高，却遇到罕见的
冰雹灾害，受灾近 2000亩。当时，身为茭
白合作社负责人的刘靖觉得一切都完了。

王昌国召集企业和合作社负责人开

会想办法补救。受损的茭白叶芽必须在
三天内割掉重发，王昌国带领攻坚队员和
全村近500人，奋战16个小时完成近2000
亩受灾茭白叶芽割掉。

刘靖说，核子村能在抗灾救灾中展现
这么大的动员能力，跟王队长建议村里建
立合作社利益共享和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分不开。

核子村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
组织领导、经营管理、利益分配“三合一”
方式组建，实现全民持股。7个专业合作
社也有分配机制，比如茭白合作社，利润
有 30%作为农户种植产量的二次分红，
20%作为农户土地入股的二次分红，10%
作为农户原始股分红。

7月，核子村的茭白地又遭受暴雨灾
害威胁，王昌国穿着水胶鞋、戴着草帽，冒
雨在一线指挥救灾抢收。由于管护得当，

尽管遭遇天灾，核子村的茭白还是实现了
开门红。到今年年底，全村茭白产量 245
万余公斤，完成产值 1600余万元，涉及土
地入股及参与种植的481户农户拿到了分
红。

今年核子村在外务工的人有约三分
之二回乡，加入了合作社或村里的劳务公
司。刘靖说，回到村里能干成事，不光是
能力大小的问题，关键还是赶上了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好政策。

2019年以来，核子村通过合作社、组
管委等渠道培育能人100余人，有30余村
民主动申请入党。这个后进的“信访村”
不断“裂变”出新生力量。

王昌国说，脱贫攻坚队做的工作不光
是为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更是凝聚起
干群合力，为全村人谋一条发展路，为乡
村振兴储备好人才。 （据新华社电）

让核子“裂变”的“茭白队长”
新华社记者 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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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工人下班后工人下班后，，李耀梅还在一个人扎扫帚李耀梅还在一个人扎扫帚。。

12月 21日，李银桥韩桂馨夫妇的
侄女韩兰格老人和她的儿子李元龙，
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老家安平县展出了
几幅毛泽东主席的书法作品，并和县
委领导筹划完成三代人的共同心愿，
在家乡建红色文物展览馆，将 200 余
件有关毛泽东主席及李银桥的红色文
物送回安平。

在和安平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会
面，递交《关于建红色文物展览馆的申
请》后，立即到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纪念馆和在建的村党支部培训基地施工
现场参观，为展览馆寻找合适的场地，
并与安平县文化领域有关人士交流有关
展览馆的建设构想……韩兰格老人虽然
已 76岁高龄，但为了让展览馆早日建
成，让珍贵红色文物为家乡发展服务，
也已忘记了疲倦。

这次，韩兰格和儿子带来几幅
字，是毛泽东主席书写的，非常珍贵
和难得。其中一幅是 1958年中央 《红
旗》 杂志创刊时，毛主席专门为杂志
社写的“红旗”二字。这是 1969年韩
兰格结婚前，姑父李银桥送给她的结
婚礼物。

25日，身在北京的李元龙通过电
话向记者介绍，他们的藏品非常丰富，
有200余件，包括毛主席的物品，如题
字，用过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纪念刊》，宋庆龄赠送的 《建国大纲》
等书籍，1949年在香山居住时坐的木
椅，在中南海用过的大衣柜，出访前苏
联时使用过的特制皮箱和前苏联生产的
大收音机、唱片等，以及个人照片和底
版、衣架、被子、红花褥面、睡觉的大
床、游泳裤、碗、筷、笔筒、托盘等
等；还有当年中央老领导、老将军等名
人书画；另外就是李银桥韩桂馨夫妇的
亲笔信、日记、藏书等，以及画家、艺
术家刘宇一给李银桥韩桂馨夫妻俩画的

油画。
谈到如何与这些

藏品结缘，不得不提
韩兰格和李银桥夫妇
那段共同生活的难忘
经历。李银桥是毛泽
东主席最后一位卫士
长，曾陪伴毛主席
15 年。1947 年，18
岁的韩桂馨被调到主
席身边任家庭服务
员。夫妻俩都是毛主
席的身边人，获赠
并珍藏了毛泽东主
席许多物品。韩兰
格是韩桂馨的亲侄
女，1962 年，初中
毕业后，她和姑父
姑 母 一 起 生 活 了 3
年，任务就是照顾
他们一家人的饮食
起居。即便后来韩
兰格返回安平，李银桥夫妇每年都叫
她到天津常住。李银桥夫妇把韩兰格
当成亲闺女，李元龙也深得二老疼爱
并常赠送许多有意义的礼物。1979
年，李银桥调回北京后，把在天津的物
品赠送给韩兰格保存。

2004年，李元龙从部队转业到北
京工作，韩兰格退休后也常在北京居
住，但家乡的一草一木始终在他们心
头萦绕，同时一件心事也始终让他们
牵挂着：李银桥和韩桂馨曾说过，希
望后代能在家乡安平县建一个红色文
物馆，并多次叮嘱韩兰格要保管好这
些物件，让它们为家乡发展服务。多
年来，这也成了韩兰格与儿子的共同
心愿。

李元龙说在安平建展览馆有两个愿
望：一是完成他家三代人共同的初心；

另外，不少藏品可算得上一级文物，放
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开馆后一定会提升
安平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从而
借红色旅游聚起强大吸引力，促进家乡
的繁荣。

“选址已初步完成，在建的农村党
支部培训基地届时将设300平方米的展
厅。通过与安平县有关领导商量，目前
场馆的名称也初步确定，取毛泽东主席
字中的一个‘润’，表示对他老人家的纪
念，再取‘五星红旗’中的一个‘星’，代表
了广大人民群众，叫润星纪念馆。”虽
然距展览馆成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
总算已经起步，韩兰格和李元龙心里也
踏实了些。在母子俩心里，红色文物馆
犹如一座桥，既连接贯通着三代人的血
脉情怀，又承载着与家乡那种永远割不
断的浓浓桑梓之情。

本报记者 周春旺 通讯员 李建抓

李银桥夫妇及后人的共同心愿——

在家乡安平建红色文物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