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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苦村”人过上甜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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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宣汉县吹
响了巴山大峡谷文旅扶
贫项目的号角。胡晓玲
意识到，黄连村真正的机
遇来了。凭借丰富的旅
游资源，借力文旅扶贫项
目，黄连村修建了土家山
寨，完善了相关配套建
设。同时，开办了地方特
色的农家乐，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乡村度假旅游产
业，实现产村相融互动，促
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户持续增收。

“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穷地方成了旅游
景区，我们农民还成了景
区小老板。”黄连村村民余
恒琼边接待客人边告诉
记者，一到夏天，周边重

庆、陕西的客人便纷纷来
此避暑，家家客人爆满，一
天最多收入3000多元。

目前，黄连村已有
13家民宿。家家住上了
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水电路、电视信号全通
了，村民们住在景区，过
着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虽然现在村上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我作为村支部书记，要
为 村 民 做 的 工 作 还 很
多。只要有一口气，我都
不会离开大山，要为我的
誓言奋斗不已。”站在土
家山寨大门口，胡晓玲信
心满满。

张平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看到山，走一天，看到屋，
走得哭。”“吃的面糊糊，睡的包
谷壳。”这是宣汉县龙泉土家族
乡黄连村以前的真实写照。当地
老百姓过去的日子也像黄连村的
名字一样，充满了苦涩的味道，该
村因此被外界称为“苦村”。

黄连村位于巴山大峡谷深
处，平均海拔1700多米，是宣汉
县最偏远的行政村。

尽管日子过得艰苦，但黄连
村的人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拖着半截身子扎根村
小 40 载的胡清贵，和放弃大都
市美好生活，毅然回到黄连村的
37 岁女支书胡晓玲是一对父
女，他们都希望改变村里的贫穷
面貌。不同的是，父亲教书育
人，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孩子们的
命运和村里的贫穷，女儿则身体
力行，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誓要
让“苦村”的日子不再苦。

胡晓玲为何在大山里如此拼
命，她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这
还得从她的父亲说起。胡晓玲的
父亲胡清贵是当年黄连村唯一吃

“皇粮”的人，1977年从宣汉师范学
校毕业，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回到
大山里教书育人，而且是黄连村小
学唯一的老师，一干就是40年。

1987年，胡清贵突发脑溢血，
昏倒在讲桌上，左边身子瘫痪。
但他想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
的眼睛，决定让妻子挨家挨户通
知学生到自己家里来学习。没有
课桌，就把门板拆下来当桌子用，
没有宿舍，就在楼板上打地铺。
十几个学生挤在狭窄的家里，胡
清贵把小黑板放在床边，倚靠在
床头给学生上课。

看到胡清贵病成这样还想着
学生，妻子气得直跺脚：“你还要
不要命，我们一家大小还生不生
活？”而胡清贵总是劝她，“我们村
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祖祖辈辈没
有文化。现在我病了，外面的老
师又不愿意来，孩子没有书读，以
后还要受穷啊。孩子们只有读了
书，才能走出大山，才有摆脱贫困
的希望。”

胡清贵饱含深情的话语，让
妻子深受触动，她知道丈夫的做
法是正确的，从此便一直默默地
支持。三年后，胡清贵病情有所
好转，基本能够拄着木棍走路。
他说家里教学条件太差了，苦了
孩子读书，执拗地拄着木棍，回到
了离家十几公里的学校。

顶风冒雪奋战
抢栽300亩云朵玫瑰

“大家加把劲，趁着大雪，把
云朵玫瑰栽下去，明年定会有个
好收成。”11月20日，宣汉县巴
山大峡谷最高处，海拔 2400 多
米的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轿顶
包（小地名），风雪弥漫。37 岁
的黄连村女支部书记胡晓玲带
着村民，冒着刺骨的寒风和零下
10 多摄氏度的低温，正在抢栽
新考察的高山脱贫致富品种云
朵玫瑰。

经过 8 天与风雪的搏斗，
300 亩云朵玫瑰抢栽完毕。连
续奋战，让胡晓玲冻坏了身子，
哈欠喷嚏不断，鼻子拧得通红。
11月28日，记者见到她时，面庞
冻得紫红的胡晓玲从荷包里拿
出药，和着一杯白开水吞下。

“没办法呀，云朵玫瑰这种
药材栽种下去后，必须要有较长
一段时间的大雪覆盖冬眠期，否
则来年就不会开花。”胡晓玲说，
这些年，县委大力实施巴山大峡
谷文旅扶贫景区战略，黄连村赶
上了好时代。路通到了家门口，
还修建了土家山寨，过去的穷山
村热闹起来了。七八月份，山寨
人来人往，家家民俗小店爆满。

胡晓玲越说越兴奋：“前些
年我们主要种植云木香，虽然赚
钱，但劳动强度大，加之种了这
么多年，也需要换地种植。这些
年，我们考察了适合我们村土壤
气候的新药材云朵玫瑰。它不
仅可以食用、药用，还具有观赏
价值。而且劳动强度不大，老老
少少都可以干。今年栽了 300
亩云朵玫瑰。开年再栽200亩，
达到500亩，实现由云木香向云
朵玫瑰的转型升级，让老百姓不
出深山，就可以脱贫奔康。”

父亲瘫痪在床 依然坚持给孩子上课

从那时起，胡清贵基本上以
校为家，每半年学生放假才回家
一次。妻子平时则奔走在家校之
间，一边忙着照看孩子、种植庄
稼，一边抽空到学校照顾丈夫和
学生。胡清贵的敬业精神感染着
村民，也激发着孩子们好好学习，
他先后获得“省劳动模范”、“全国
师德先进个人”等多项殊荣，教学
业绩始终位居全乡前列。

胡清贵的先进事迹赢得了各
级领导和社会人士的关注。1996
年，省委组织部一位领导到学校看

望他，看到山里的贫穷面貌，感慨
道：“这里条件艰苦，要是有一个大
学生来带领大家致富就好了。”

这样的一句感慨，却让初谙
世事的胡晓玲听在耳里，记在心
里，她默默发誓将来一定要带领
村民发家致富。但是，对于一个
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要考个大学
并不容易。刚强的胡晓玲凭着一
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考上了西
昌学院美术教育专业。2005年大
学毕业后，她被成都一家外国语
学校聘请为教师。但是，大都市
的美好并没有留住她的心，她一
直在等待返回大山的机会。

2010年10月，黄连村党支部
换届。胡晓玲毅然放弃成都的工
作，将一份竞选村支部书记的自
荐信交到乡党委办公室。“这小姑
娘怕是整来耍的哟。”一个29岁的
女娃娃回来竞选村支部书记，一
时在偏僻的小山村引起了轰动，
大家私下议论纷纷。

“我是非农业户口，没有土
地，之所以想回来当村支部书记，
就是想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请大
家支持我。如果干不好，你们随
时可以把我轰下台。”面对全村党
员，胡晓玲誓言铮铮。最终，她成
功当选。

受到父亲激励 回村带大家脱贫致富

当上支部书记时，胡
晓玲的儿子才 6 个月。
她拄着棍子，背着娃娃，
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村民
所思所盼。半个月后，她
起早摸黑，跑遍了全村每
一个角落。

“回忆起那段时间，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
走过来的。有时下村回
家天黑了，一个人打着
火把或者手电筒行走在
崎岖山路和深山密林里，
时不时窜出一只野猫或
老鼠，吓得我冷汗直冒。
好在村民们很关心我，天
晚了就护送我回家，或者
站在高山上给我‘应声’

（打招呼），直到我安全回
家。”说起那段日子，胡晓
玲感慨不已。正是带着
这份执着，她最终坚持了
下来。

全面掌握了村情后，
胡晓玲结合黄连村的实
际，确定了“强基础、抓
产业”的工作思路，开始
了艰辛的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之路。
“当时全村不通路，

只有一条土坯路，连摩托
车都过不了。”胡晓玲深
知，要致富，先修路。为了
让上级了解黄连村的贫
穷落后面貌，她自带相机收
集资料，制作成宣传手册，
多次跑到县上争取项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 年，宣汉县政府办
挂包黄连村，将该村道路
规划为 5.5 米宽。历时
188天，6.5公里长的村道
路终于硬化竣工。路通
了，又陆续解决了通讯、
水电、电视信号等问题。

“要想让村民真正致
富，必须要发展产业。”根
据本村特点，胡晓玲带领
村民在山上集中连片种植
云木香、云朵玫瑰等中药
村，在山下规范种植红灯
笼、脆红李等水果。目前，
黄连村发展中药材面积达
17000多亩，水果面积达
380亩，人均增收 2000
余元。

背着娃娃走访 跑遍了全村每个角落

借力文旅扶贫“苦村”人过上甜日子

胡晓玲(中)走村串户走访群众。

胡晓玲带领村民冒着风雪栽种云朵玫瑰。

在风雪中带领村民栽种云朵玫瑰的胡晓玲。

土家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