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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上凿出致富路

带领群众闯市场

“出门见悬崖，回家爬大山。”

在群山环绕的西畴县西洒镇岩头村民

小组，这曾是村民出行的真实写照。

因为不通公路，村寨发展严重滞后：

从村庄走到山下的水田，单程要一个

半小时；村民卖头猪，要8个人抬到山

下，支付工钱后养猪的利润已少得让

人心寒；最让村民头痛的是——十多

年里，岩头村娶进来的6个新媳妇相继

跑掉。

“再这样下去，几十年后，岩头

村就不复存在了啊！”2003年，岩头

村民小组组长李华明和村民们下定决

心修路。

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天

路”又谈何容易。修路伊始，就有村

里人撇下狠话：“李华明如果把这

条路修通了，我用手掌煎鸡蛋给他

吃。”可李华明偏不信邪，他带领村

民们苦干了近一年，但还是因为资金

短缺，在完成一段毛路的开挖后，修

路计划不得不搁浅。

2007年，不甘心的李华明再次召

集村民集资修路，15户村民累计投工

投劳1000余人次，可由于劳力不够、

资金缺乏，修了近900米的毛坯土路

后，工程再一次停工。

进村路为何如此难修？除了岩头

村周围山高石硬的自然条件原因外，

岩头村下，很多其他村寨的房屋刚刚

建成，为了避免修路时滚落的石块砸

坏邻村村民的房屋，岩头村进村路的

施工既不能使用机械，也不能施放炸

药，仅依靠撬杠、铁锤、钢钎等简单

工具来开山劈石，难度可想而知。

2013年，看到周边村寨都修了

水泥路，不服输的李华明再次启动修

路工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得

到了镇上及县里帮助，各部门共筹资

43.5万元支持岩头村修路，2014年1月

毛路终于修通。2015年县里又出资16

万元，村民投工投劳将水泥路浇筑完

成，一条1公里长的致富大道，圆了岩

头村几代人的通路梦。

路通了，岩头村的经济也得到

迅速发展，几年前种下的核桃即将

挂果，近两年种植的三七收益也很

不错。

本刊记者 王学勇 ■

王良春是红塔集团玉溪卷烟厂项

目管理员，两年多前他作为集团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被派驻到峨山县富良

棚乡美党村。

富良棚乡是玉溪市9个建档立卡

贫困乡之一，而美党村297户村民中有

164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超过50%。

面对这样的情形，王良春一时也有点

傻眼。

“经过深入走访了解，我发现美党村贫困的原因，主

要是群众思想封闭，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单一，传统种植产值

低，可群众不敢尝试新的东西。”王良春花了大半年时间，

进村入户与群众交流，把从企业带来的先进生产管理理念分

享给群众。

经过调研，王良春组织发动村里发展基础较好的5户致

富能人带头入股，成立了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再动员贫困

群众用扶贫款入股合作社，共同发展产业致富。最终，有35

户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

第一茬香菇长出来，村民们眼巴

巴地望着王良春。有人对他说：“你

们集团有十几个食堂，能不能协调一

下，把我们的香菇统一收购过去？”

王良春干脆地拒绝了。“实话说，按

村里的种植规模，定点消化这点香菇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不想这么做。

我想让群众了解，真正的市场是什么

样的；自己闯出来的市场，才是好的路子。”

王良春每天三四点起床，和群众一起采菇，然后运到集

贸市场去卖。慢慢地，就有收购商主动前来对接洽谈。在他

的坚持下，群众靠自己在市场上找到了销路。现在，合作社

年产香菇50多吨，按每公斤8元的市场价格，年产值达40多万

元。通过务工、分红，贫困社员户均增收达1万元以上。

按照相同的模式，王良春还带动群众在村里建起了肉牛

养殖和猕猴桃种植合作社，带领更多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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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春（左）与农户讨论香菇种植

曾经的“天路”，现在的“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