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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省级脱贫光荣户”风采 18

工作人员为寄居在月川桥下的流浪人员送上
食物与御寒物资。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市民政局救助管理
站联合公安、综合执法、卫健等部门开展“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为街头流浪人员送去党和政府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温暖。据悉，市民政局“寒冬
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自今年12月初启动，将持续
至明年3月初。

当天晚上8时许，专项救助行动组一行在解放路、
月川桥、第一市场后门等流浪人员集中地段察看他们
聚集情况，询问其家庭情况、滞留原因，并为他们送去
饺子、姜茶、八宝粥和御寒物资、救助引导卡。当晚的

“寒冬送温暖”活动中，共救助70余名流浪乞讨人员，
派发饺子80份、姜茶80杯、泡面4箱、八宝粥5箱、棉
衣50套、救助引导卡和宣传册200余张。

连日来，市救助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社工和
志愿者，在流浪乞讨人员较集中的区域、地段开展
救助行动，并在河东路、火车站、第一市场等人员流
动较多地方设立了 3个临时救助引导点，由点及面
进行辐射，强化站外救助保障工作，确保及时发现、
及时救助。同时结合相关方案，扎实做好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返乡和寻亲等关爱工作。

市救助管理站呼吁，市民如在街头发现需要救
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可拨打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热
线：0898-88384179。

三亚多部门联合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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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天涯区扎南村的张
华荣、吉近英夫妻俩就下地忙活
了，在离家约 5 公里的槟榔园里，
他们熟练地浇水施肥，这片被他们
称为“教育林”的槟榔园是他们家
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几年前因
缺乏技术和资金，槟榔产量很低，
加上孩子们上学花销大，2014 年
张华荣一家“因学致贫”被纳入建
档立卡户。后在产业扶持、教育补
助等政策帮扶下，张华荣家里的槟
榔园年年结满硕果，他们一家顺利
摘掉贫困帽，家中三个孩子也全都
步入大学校园，扶贫扶智显成效。

“孩子们能够有条件安心读书、考
上大学，我从心里感谢党和政府这
些年对我们的关心帮助。”张华荣

说。

“一门三个大学生”也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村民对教育的重视，

走出大山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据

统计，自2015年以来，全村共走出

19名大学生。

因学致贫陷困境
——子女们的学费、伙

食费，成为山区家庭的沉重
负担

扎南村是天涯区最偏远的村

庄，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守着大山

生活，外出打工的村民不多。

“以前，这里主要种植山兰稻

等传统作物，不少村民靠在山里砍
藤、挖药材等维持生活，连吃饱饭
都难。”今年 50 岁的张华荣说，他
和妻子结婚后，靠割胶、酿酒、养猪
及打零工等抚养孩子，日日起早摸
黑，生活十分艰苦，收入也不稳定。

在贫困的乡村，许多家庭将脱
离“代际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
们的学习上，张华荣家也不例外。
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夫妻俩
决定开荒种植槟榔林，他们陆续栽
种了 1000 多株槟榔，并把这片槟
榔林叫做“教育林”。

但现实并不乐观，因为缺少资

金、技术和肥料，张华荣家里的槟
榔果果小、产量少，每年收入有
限。2013 年，大女儿张翠萍考上
大学，她的妹妹、弟弟分别就读高
中和初中，子女的学费、伙食费，成
为这个家庭沉重的负担。 2014
年，张华荣家“因学致贫”被纳入建
档立卡户。

精准施策渡难关
——“ 产 业 帮 扶 + 技

能帮扶+教育帮扶”让建
档立卡户变“创业脱贫致

富之星”

2016年，市扶贫办指挥中心安

排了市发改委、市委编办对口帮扶该

村，并选派3名干部驻村扶贫。针对

张华荣的生活状况，帮扶干部精准施

策，为他精心制定了帮扶计划和措

施，扭转他们一家的贫困问题。

在产业帮扶上，帮扶干部鼓励

其发展槟榔种植业，免费提供化

肥、农资，引导其发展种养业，并帮

助打开农产品销售渠道。在技能

帮扶上，通过电视夜校授课、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培训，帮助
其提升劳动技能。在教育帮扶上，
帮扶干部协调当地教育部门确保
生活费补助发放到位。

虽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但张
华荣夫妻俩没有“等靠要”，而是更
加用心努力，辛勤打理槟榔林，年
年硕果丰收。“以前种槟榔都是听
天由命，现在通过技术指导、充足
水肥供应，近几年槟榔长势很好，
最多的一年槟榔收成达 2000 多
斤。”张华荣说，遇到枯萎的槟榔树
他们会及时移除，并补种红心菠萝
蜜、金椰子等经济作物，“这些种苗
都是政府提供的，用于发展庭院经
济。”

通过产业扶持、教育补助等政
策帮扶，张华荣一家生活发生了喜
人的变化，家里三个孩子的学习成
绩也不负众望。大女儿 2017 年从
湖北科技学院毕业后到三亚凤凰

中学工作，二女儿 2020 年从海南

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担任

法务，张华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目前在读大学二年级。在各级政

府帮扶下，张华荣一家不仅顺利脱

贫，还被评为 2018—2019 年度三

亚市“脱贫之星”，2019年“脱贫光

荣户”“创业脱贫致富之星”。

如今，张华荣一家种植产业收

入加上家庭就业收入，2020 年家

庭纯收入达 11.8 万元，人均收入

2.36 万元，正沿着教育科技脱贫道

路奔向美好的明天。

天涯区扎南村张华荣：

“教育林”里结硕果 一门出了仨大学生
本报记者 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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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创建Sy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简称《反恐怖主义法》）颁布实
施五周年之际，海南省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三亚
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在三亚学院组织开展“反恐
怖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和反恐怖宣传教
育活动。

据了解，此次反恐怖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旨在
进一步普及《反恐怖主义法》，宣传发动公众广泛参
与、积极配合反恐怖工作，使广大群众和全省大中
小学生掌握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能，切
实提高防范应对恐怖袭击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
反恐的良好社会氛围。

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现场播放反恐宣传片、发放
《公民反恐防范手册（2021版）》《反恐怖主义法》宣
传册等方式进行，省公安厅、省教育厅、三亚市委政
法委、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员
及三亚市反恐办等相关单位、三亚学院在校师生近
700人参加活动。

大学生心智还不太成熟，容易受到恐怖势力的
侵袭。举行反恐教育进校园活动有助于我们坚定
正确的信念，更加清楚认识到什么样的东西和行为
属于恐怖袭击的内容，遇到恐怖袭击如何去应对保
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三亚学院金融科技专业大
一学生小高分享了参加活动的感想。

三亚学院校园安保部负责人表示，个别大学生
会通过非法软件下载一些国外暴力恐怖视频在宿
舍传阅，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反恐怖主义
法》。他提醒学生们，如果接到陌生电话传播宗教
极端思想，不要信、不要学、不要传，也不用紧张，可
以第一时间录音留下证据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大学生如果收到陌生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危险品或是极端思想的书籍、光盘。如果收到这些
包裹要第一时间跟公安机关联系。”该负责人说道。

当天，全省各市县高校同步开展“反恐怖宣传
教育进校园”活动。后续活动将走进全省各级中
（小）学。

反恐怖宣传教育进校园
提高学生紧急避险能力

育才生态区抱安村灵芝种植基地大棚，灵芝长势良好。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通过与抱安村民长时间的接触，邓德明感觉
当地黎苗同胞善良老实，唯独缺技术、守旧。如
果开阔他们的视野，向他们用心传播现代科学知
识，尽管地处偏远，抱安村发展前景也会很好。

“现在种植灵芝的技术很成熟，从培育到收
获一年半就可以了。”邓德明说，灵芝全身都是
宝，灵芝孢子粉能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加工
成灵芝茶、灵芝酒，灵芝边角料可以养灵芝鸡、灵
芝鸭，发展高档品牌。

邓德明表示，抱安空气、土壤、水质优良，具
备跟五指山深山老林一样优良的生态环境。在
抱安一带可以大规模种植灵芝，种一年可以收两
季，而且质量过硬。三亚可以打造灵芝品牌，并
通过海南自贸港走向世界。

“教老百姓要手把手地教，一是在课堂上教，
二是在实践生产中教。”邓德明除了传授灵芝种
植技术外，还给当地村民指导槟榔、野菜等农作
物种植技术。“我是免费给他们培训，你把群众当
亲人，群众就把你当亲人。”

邓德明免费传授农业种植技术的消息慢慢
传开，还吸引了来自云南、广东、贵州、湖北、陕西
等地的学员来海南拜师学习。不论是农业公司
还是农民，只要上门，邓德明都免费传授农业科
技，跟大家交流探讨专业技术。

“贫困户先把自己的庄稼种好管好，再抽空
来学习灵芝和蘑菇种植技术，达到脱贫致富的目
的。你看这些贫困户，现在慢慢都变成技术员
了。”邓德明笑着说。

邓德明的学生李金旺说：“邓老师有专业知
识，在农业方面是我们的带头人，而且免费教我
们学习，让我们学有所长、学有所获、学有所
得。”

今年33岁的保文一组建档立卡户吉才平，在
抱安灵芝基地干了 20 天活，赚了 3000 元。他
说：“教授来了好，有工作，有钱赚，还能免费学技
术。可惜今年台风和雨水多，只种了一季，不然
收入会更多。”

在抱安村党支部书记张永才眼中，邓德明
“学问高，乐观随和，生活上没有特殊要求，像个
老农民。问他住在集装箱工棚中习不习惯，他说
别人能住，我也能住。头一次来就跟老百姓打成
了一片”。

在抱安村搞农业生态康养旅游的海南中景
润和农旅公司员工高杰透露，邓德明的抖音号昵
称是金庸笔下《神雕侠侣》中不拘小节、率性而为
的“洪七公”。邓德明在抖音上发的几个充满生
活气息的小视频，短短时间就收获了 1062 个点
赞。

去年 4 月，邓德明来到海拔
600多米的抱安村保文一组。由
于崖州至抱安村沿线修路，80多
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他去的时
候光路上就花了3个多小时。

抵达灵芝培育项目现场后，
顾不上休息，邓德明就与村民一
起劳动。在山林间披星戴月，早
出晚归，从清除杂草、翻地松土，
到种苗下地，再到后续养护，事
无巨细，一一为村民讲解示范。
邓德明和建档立卡户吃住在集
装箱简易改装成的工棚里，整整
在山上坚守了两天三夜。

从去年4月到今年 12月，像
这样的长途跋涉，邓德明已经

“行军”10多次了。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邓德明

发现三亚抱安村是个天然药材
宝库，土壤洁净，空气好，水质
好，当地气温更好，产出的灵芝
品质远远高于国家标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8月
份，占地10亩的农业公园示范园
收成灵芝近1000斤、灵芝孢子粉
300 多斤，产值 100 多万元。村
里建档立卡户500多人次在示范
园劳动，给他们发放的工资超过
12万元。为村里培养技术人员5
人，培育野菜瓜果种子近100亩。

邓德明，1940 年生，四川
广安人，1964年毕业于四川农
学院并留校从事农业科研工
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先后留
学日本、加拿大，归国后任中
科院高级农艺师、教授。

谈起灵芝，邓德明仿佛打
开了话匣子。他说：“我研究
灵芝有40多年历史，是中国椴
木仿野生灵芝创始人，国内灵
芝产业的导师。我热爱灵芝，
衷 心 希 望 国 民 身 体 健 康 强
壮。”

40多年前，邓德明在研究
所工作时，有位老中医给一位
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治病，开
有灵芝配方。病人在治疗期间
效果特别好，但灵芝难求。于
是邓德明想：“我在学校有所
学，何不研发？”经历几个春秋
的反复研究，多次失败后他最
终取得成功，先后培育出西藏
灵芝（白 芝）、赤芝、紫芝、黑
芝、祝芝、槡黄芝、牛樟芝、大
红芝等几十个品种。

1987 年，邓德明第一次来
到海南考察，发现岛上环境资
源丰富，热带雨林里有丰富的
中药材种子。2013年，73岁的
邓德明受委托再次来到海南，
在琼海筹建“国家基本药物所
需中药材种子种苗灵芝繁育基
地”。为潜心研究灵芝种子种
苗的培育和改良，邓德明和两
名学生吃住在深山老林中，一
干就是 3 年。海南岛的山，他
几乎走遍了。

12月 29日，邓德明告诉三
亚日报记者，经过长期考察，
他发现海南是一个适合种植灵
芝的宝地，“灵芝一般都是长
在树上，台风和热带风暴一年
到头来打断海南很多树，可以
把枯枝朽木全部收集起来种灵
芝、做野生栽培，让灵芝的生
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既
能变废为宝又环保，还能为扶
贫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 教 授 ”“ 灵
芝”“集装箱”，这 3 个原

本不相关的名词，今年在三
亚最偏远的黎苗山村抱安村，

成了建档立卡户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口中的热词。

抱安村民口中的教授，就是
今年 80 岁高龄，一年多来 10 多次
跋涉山路，来到村民身边，利用
枯枝朽木建起椴木灵芝培育

基地的中国科学院高级
农 艺 师 、教 授 邓 德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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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市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
践教育基地评选工作开启

研学旅行专家
考察三亚16家企业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为落实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相关要求，三亚市旅文局组织研学旅
行专家分两批次对蜈支洲岛、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鹿回头风景区、大白鲸三亚海洋探索世界、亚
龙湾共享农庄、三亚海韵半岭温泉、深海所、遥感所
等16家企业进行调研，开展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实践教育基地评选工作。

专家组人员表示，研学旅行是“旅游+”概念下
的新模式，它延续和发展了古代游学、“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
的新方式。它是由旅游部门、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
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
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
动。此次参加研学基地评定的企业特色鲜明，具有
现代工业农业文化，为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资源。

下一步，市旅文局将联合市教育局进行研学旅
行实践教育基地的辅导和评定，制定专业研学课程
体系，设定合理研学旅行路线，增加规范标识标牌，
完成第二批市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
评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