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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
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
要的生活……”7 月 19 日 8 时许，歌手
张雨生的一首经典歌曲《我的未来不
是梦》从天涯区抱前村委会干沟一组

“好麦商行”的电视机里传出。歌声
中，店门口一块“脱贫光荣户”的牌子
引人关注，仿佛诉说着店老板麦伟能
的励志脱贫故事。

一把大火：
“烧伤”原本贫困脆弱的家

7 月 19 日，第 9 号台风“山神”已
过，天涯区抱前村委会干沟一组村民
麦伟能一大早就起床，将“好麦商行”
门前的残枝败叶等垃圾清扫干净，迎
接第一波客人。

这是麦伟能脱贫之后开的店，每
当 夜 幕 降 临 时 ，店 铺 便 更 加 热 闹 起
来，吃夜宵的、吃清补凉的，买香烟啤
酒的。客人边吃边闲聊，他们聊的故
事中，其中一个便是关于店老板麦伟
能的：这个几年前挤在 20 来平方米铁
皮木房的贫困户，怎么就变成了令人
羡慕的店老板？

现年 35 岁的麦伟能至今还记得
几年前那个夜晚，那是 2012 年的一个
秋夜，是山区槟榔收获的季节。漆黑
的夜色中，屋外传来一声声惨叫划破
了夜晚的宁静，麦伟能顿时全身为之
一颤，他本能地破门而出——映入他
眼帘的，是百米之外槟榔地的自家小
屋火光冲天。小屋着火了！里面住
着他 58 岁的父亲和 3 岁多的大儿子。

待麦伟能扑灭了大火，却发现父
亲和大儿子全身已被多处烧伤。而
当把他们送到医院时，麦伟能深深地
感受到了贫困带来的无力感：治疗要
交 6000 元。面对此情况，他和妻子黄
祥妹只能擦干眼泪，到处求人借钱，
为父亲和儿子治疗。

这场由于孩子和狗玩耍碰倒煤
油灯引起的火灾，烧伤了麦伟能的父
亲和大儿子，也“烧伤”了这个原本就
贫困脆弱的家庭。债务缠身的麦伟
能，在事发之后身心俱疲，几乎丧失
了对生活的信心。

麦伟能一家的未来仿佛黯淡了
下来，有一段时间，麦伟能很消沉。三
亚日报记者在扶贫户手册的登记表
里，看到麦伟能“家庭贫困原因”一栏
其中一项写的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政府帮扶：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麦伟能没有倒下，因为有人“扶”
住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帮助，让
我们一家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了困
境。”麦伟能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他的
父亲和孩子初步治愈后回到家，一家
人仍是挤在 20 多平方米的小铁皮木房
里。有一天，村干部敲响了麦伟能家的那
扇木门，告诉他：“村里要搞危房改造，有
一个指标给你，政府补贴盖房子。”

“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呀！”麦伟能
喜出望外。很快，在政府补贴 3 万元
的帮助下，他盖起了一间 100 平方米
的新房，一家人也从破旧狭窄的铁皮
木屋里搬出来住进了新房。这让麦
伟能仿佛做了一场梦，也让他沉睡的
斗志萌生了新芽。

斗 志 的 新 芽 ，很 快 得 到 了“ 浇
灌”。2014 年春节后的一天，麦伟能
在地里种豆角。在村里开完会的妻

子黄祥妹找到他说：“我们家被列入
贫困户了。”当时，麦伟能并不清楚，
列入贫困户要干什么？政府会有什
么帮助？

很快，从村干部、扶贫干部的入
户宣传中，麦伟能知道了“有什么帮
助”。针对麦伟能家地少但有养殖经
验的特点，扶贫干部对症下药，给麦
伟能送来了鸡苗、鹅苗，还送来了养
殖技术的书籍。“家里地少，这鸡苗鹅
苗来得及时，正好！”麦伟能拉着扶贫
干部的手激动地说道。

“他其实并不懒，只是缺乏一些
鼓励和引导。”麦伟能的帮扶责任人、
天涯区委办工作人员商鸣告诉三亚
日报记者，扶贫干部这几年来经常往
麦伟能家里跑，从宣传引导、励志教
育、典型引路等方面入手，实施“志气
扶贫”，帮助他树立信心，把他的“志”
扶起来。

麦 伟能家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当得知贫困户可以申请小额贷款，而
且“没有利息”时，麦伟能萌生了一个
想法：“我亲戚家有一块很大的槟榔地
想出租，我要贷款租下来发展生产。”

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麦伟能很
快贷到了两万元，租下亲戚家的槟榔
地。这一干，了不得！依靠政府扶持
的鸡苗、鹅苗、猪苗，以及租来的槟榔
地 ，第 一 年 下 来 ，他 就 赚 了 4 万 多
元。这第一桶“脱贫金”对于长期为
吃穿发愁的麦伟能一家来说，简直是
一笔“巨款”。“没有辜负扶贫干部对
我的帮助，我很自豪！”麦伟能欣慰地
说道。

光荣“摘帽”：
绘就幸福生活新画卷

麦伟能脱贫后，扶贫干部依然经
常下村入户去看他，询问其近况和困
难等。

“再过两个月，家里养的母猪，又
要生崽了。”“家里养的鸡、种的槟榔
树很快又要收成了。”“最近，我还凑
钱准备买个小货车，拓展业务……”
如今，麦伟能一有好消息就第一时间
告诉扶贫干部，与大家分享他的收获
与喜悦。

2017 年，麦伟能靠慢慢积攒起来
的积蓄和小额贷款，在家门口开了一
家商店，卖起了各种日用品，晚上还
卖夜宵和清补凉，往日的邻里成了他
的客户。“商店每月能赚三四千元，再
加上其他的收入，我家的日子越来越
好了。”麦伟能说道。

如今，麦伟能被烧伤的大儿子已
经上小学四年级了，但皮肤烧伤的痕
迹还在。“孩子是我们夫妻的心头肉。”
麦伟能说，大儿子当年被火烧伤的时
候，小儿子刚刚出生，现在已经上小学
一年级了。看着两个孩子脸上挂着笑
容，健康成长，他感到非常满足。

“现在我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多
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坚信，只
要勤劳肯干，一定可以用双手为家人
带来幸福美好的生活！”12 时许，采访
行 程 将 结 束 ，麦 伟 能 还 是 一 脸 的 笑
意。在他微笑的脸上，三亚日报记者
看到了幸福和满足。而在三亚，有越
来越多像麦伟能这样的贫困户，依靠
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政策扶持，用自己
勤劳的双手光荣脱贫“摘帽”，绘就属
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7 月 19
日，三亚日报组织“大学生扶贫观察
团”走进吉阳区罗蓬村，近距离了解
罗蓬村脱贫攻坚工作、致富产业、脱
贫户的生活状况，以及罗蓬村近两
年的变化，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当天上午，观察团一行首先来
到罗蓬村的草蓬水库，这里山清水
秀，鸟语花香，新修的栈道沿着水库
边沿环绕，站在高处，“美女峰”的景
观一览无遗。罗蓬村委会副主任符
积文向观察团成员详细介绍了草蓬
水库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并分享
草蓬水库未来的规划。

“水库还是这么美！”就读于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的谭春款感慨，作为从罗蓬村走出
去的学子，她希望草蓬水库能在保
持“美丽容颜”的同时，尽快让村民
吃上美丽乡村饭。

据符积文介绍，草蓬水库毗邻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距三亚市中
心约 25 公里，距省际高速路口 3 公
里左右。这里三面环山，土地肥沃，
田野连片，水面有座湖心岛，面积约

50 亩。山上有一条长约 5 公里的小
河，由西向东贯穿农场长年不断流
入水库。

“借助草蓬水库的优势，在保护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为村民找到‘金
袋子’。”符积文说，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罗蓬村委会正依托自身优势，积
极汇集各方力量，找准村民彻底脱
贫、奔小康的致富路子。

来到黑山羊合作社，三亚学院
网络新媒体专业的王平旺立即被眼
前的场景吸引，在对比家乡定安县
的养殖产业后，他对罗蓬村黑山羊
合作社竖起了大拇指。“黑山羊合作
社采取的养殖模式特别新颖，村民不
费心也能拿到分红。”王平旺说，黑山
羊养殖让村民甩掉了贫困帽子，通过
大力发展生产，走上致富路。

王 冠 玲 是 罗 蓬 村 一 名 准 大 学
生 ，在 听 到 三 亚 日 报 组 织“ 大 学 生
扶 贫 观 察 团 ”走 进 罗 蓬 村 后 ，她 积
极加入观察团，提前了解国家扶贫
政策。

“扶贫扶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让
他们过上好日子。”王冠玲说，近两
年，她能切身感受到罗蓬村的变化，

“村里每天都会出现扶贫干部忙碌
的身影，而且村里经常举办种植和
养殖技术的培训班，让村民学到更
多种养殖技术。”

最后，大学生扶贫观察团一行
还专门来到脱贫户蓝德新家，倾听
他讲述脱贫故事。

7 月 19 日，我有幸加入三亚日
报“大学生扶贫观察团”，到吉阳区
罗蓬村走访观察。

第一站，罗蓬村委会副主任
符积文带领我们去草蓬水库，向我
们介绍“美女峰”“美女河”，让我们
仿佛置身仙境。沿着农田、槟榔树
慢慢行驶，呼吸着泥土的清香，感
受田园春色。袅袅炊烟，不远处的
田间，农民劳作的身影吸引着我们
的 目 光 。 水 库 三 面 环 山 ，土 地 肥

沃，辛劳的农民在山上种满经济作
物，水库里还养鱼，供游客垂钓。

第二站，我们来到三亚惠农东
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
社启用“合作社+”模式 ，罗蓬村 21
户贫困户通过勤劳的双手脱贫。从
土地到饲料，合作社都在不断钻研、
创新、突破，旨在真正通过技术扶
贫，提升村民造血能力。据悉，该合
作社整合了种植园、养殖场及技术
力量，示范、指导农民圈养黑山羊。

我觉得，合作社揉碎牧草拌精饲料
饲养牧草鹅，揉碎牧草加腐熟剂沤
制绿肥归田的做法值得推广，这不
仅给农作物提供了大量的农家肥、
绿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良性
循环，还直接为农民提供了学习技
术、发展壮大种养殖规模的平台，发
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站，我们来到了脱贫户蓝
德新家，倾听他的脱贫故事。 2016
年，罗蓬村动态调整，蓝德新被列为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实施精准
扶贫，驻村扶贫工作队决定对其开
展“一对一”帮扶。考虑到蓝德新干
不了重体力活，结合他家地处山坡
适合养鸡的现状，决定对其实施家
禽养殖扶贫计划。为帮助蓝德新通
过养鸡脱贫，政府还为其送来了鸡
苗，技术专家还手把手地传授他养
鸡技能。2017年，一年的辛勤劳作终
于换来了丰收的果实，蓝德新通过勤
劳的双手，彻底甩掉了“贫困帽”。

三亚日报“大学生扶贫观察团”走进罗蓬村

汇集各方力量 找准致富路子

大学生扶贫观察团成员在罗蓬村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黑山羊养殖情况。本报记者 孙清 摄

罗蓬村脱贫户蓝德新（前排左三）在讲述脱贫故事。

通过技术扶贫 提升村民造血能力
三亚学院 王平旺

草蓬水库在我的印象中是很
原生态的，岸边是绿油油的水草，
偶尔还可以看见鱼儿在水中嬉戏，
水库周围也种满了槟榔树、芒果树
等。此次参观后，我发现，如今的
草蓬水库不单单是为了灌溉农田，
而是将它打造成既有实用性又有观

赏性的湖，边上也建起了水桥，村
干部说将来会建农家乐等。

在山羊养殖合作社大棚，映入
眼帘的是一只只黑山羊。据村干
部介绍，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户均可领到一定数量的羊，放到合
作 社 养 殖 ，每 年 每 只 羊 可 领 到 分

红。
在脱贫户蓝德新家中，我们了

解了他的脱贫故事。以前，蓝德新
家由于生病、住院、孩子上学等问
题致贫，村干部知道情况后上报。
被列入贫困户后，政府给他提供了
鸡苗，技术人员向他传授了种养殖

技术。在政府的帮扶下，蓝德新成
功脱了贫。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少贫困
户在政府的帮扶下，依靠勤劳的双
手脱贫、走上致富路，他们身上体
现的勤劳肯干、不等不靠的精神让
我们感触颇深。

用勤劳的双手过上幸福的生活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谭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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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变“店老板”
绘就幸福生活新画卷

——天涯区抱前村委会干沟一组村民麦伟能脱贫记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扶贫干部与麦伟能（中间）交谈，了解其近期生产生活状况。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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