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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仙源 家在水田

「回家真好」。
这是记者近日在习水

听到次数最多、也是最
温暖的声音。声音不约
而同，发自普通民众。
他们或已发家致富，或
仍在小康路上奔波，甚
或至今仍然未脱困顿。
相同的是，他们都曾在
外打工多年，如今先后
回到家乡。

习水县，这个曾以「三
关爱」闻达於世的地方，
莫非随着「回家」渐成
气候，其「后三关爱」
时代已经开启？

香港文汇报 实习记者 
徐悦 习水报道

■仙源和附近的幾個鄉鎮接壤火爐一般的重慶，因而被規劃為避暑型旅遊接待區域。

黃昏後，樹蔭下，聽老輩人搖着蒲扇講

村裡的傳說故事、名人典故，是不少人心

中關於「家」的最有味道的記憶。如今，

這些故事在習水將得到書寫、記錄、出版、

流傳。

在習水，一項為村修志的活動正悄然展

開。先在 24 個鄉鎮中，分別選出一個村

作為示範，然後全面推開，請離退休幹部、

教師、識字的先生負責採集、編撰。

二郎鄉水田村的村志由李宗祥主編。目

前，水田村志已編修完畢，等待付印。

李宗祥就是水田村人。他早年當兵，回

到地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區公所任文書，

彼時他就有修志的打算。後來調任二郎鄉，

修志癡心不改，並且成功收集了 100 多個

單篇。得知縣裡修村志的計劃後，李宗祥

十分樂意地將自己收集多年的資料貢獻出

來，按規定的體例進行加工，迅速出了初

稿。

記者讚歎修志盛舉之餘，一個疑問不期

而至。修志到縣尚屬不易，況乎一村？且

習水正在緊趕慢趕「增比進位」，豈有餘

力「做虛功」？  

回答出乎意料。二郎鄉鄉長龔小松說：

「修村志可以喚醒大家的集體記憶，讓心

真正回家。」龔小松言猶未盡，說「還可

讓村民重拾自信。自信的人和不自信的人，

做起事情來不一樣。」

为村修志，让心回家

一批批在外務工人員回到了家中，就

近就業或創業，其基本背景是二郎火電廠

興建，避暑旅遊迅速發展，「紅」、「黑」、

「綠」、「白」產業興起，等等。

但是，轉型期的鄉土中國，創業成功

如張南雄者，不多；有條件就近打工如龍

明洋者，亦不多。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

更多的是茫然而無助的馬德行們。記者注

意到，在習水，為馬德行們「回家」 「兜

底」的，還有「1+N」 民生溫暖行動。 

記者瞭解到，「1+N」民生溫暖行動從

今年起在習水大範圍開展。計劃連續三年，

每年幫扶 5000 戶，完成習水「減貧摘帽

長跑」的最後「一公里」。具體由每個幹

部負責 1 到 2 戶家庭，給予財政剛性投入

和其他硬件投入，是為「1」；通過產業

扶持、項目推動、社會扶助等多種形式幫

致富，是為「N」。

「1+N」 为回家兜底

——習水「後三關愛」時代觀察

曾幾何時，「鼓勵外出」 

似乎成了習水破除貧困魔咒

的法寶，於是青壯年遠走他

鄉，留下無助的老人、婦女

和孩子，社會問題隨之而來。

即便啟動「三關愛」工程以

求應對，卻始終治標不治本。

「二郎鄉的最高峰出現在

2009 年，有 7884 個」。二郎

鄉「關心下一代工程」委員

會主任馮帝國向記者介紹該

鄉外出務工人員情況。 「現

在還有 5000 多人在外，再有

兩三年，應該就全回來了」，

馮帝國預測。

據瞭解，2010 年至今，

整個習水縣的外出務工人數

呈逐年遞減趨勢。2010 年為

154826 人，2013 年為 141588

人，平均每年減少約四千人。

同時，為吸引外出民工返鄉

就業、創業，習水縣出台了

「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優先

優惠政策」，在財政、稅收、

手續方面提供優惠、優先。

「主要還是興建二郎電廠」， 馮

帝國解釋，「高速公路通車和小城鎮

新區開發，也能保證大家回來有活

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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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民生溫暖行動受幫扶對像家牆

上的公示牌。               張文斌 攝

「回家真好」

「我們經常一起看電視。兒子會指着屏

幕上不認識的字問我，慢慢地交流就多了。

以前他都不肯和我上街、睡覺，現在已經

不這樣了。」談到父子感情的改善，龍明

洋幸福地笑了。

龍明洋系仙源鎮羊九村人。兒子上四年

級，之前因為常年見不到父親，父子感情

有些疏遠，甚至需要妻子從中介紹，孩子

才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的父親。也難怪，

龍明洋以往回家，只做短暫停留，好不容

易開始熟悉了，父子又要分別。「作為父親，

作為丈夫，作為母親的『幺兒』，我都不

合格」，龍明洋感到痛苦極了。

「幺兒」龍明洋，父親早逝，只有 67

歲的老母親仍陪伴在側。「家有一老，如

有一寶」，談起母親的近況，龍明洋流露

出滿足神色，「現在連我媽都用手機，她

會接電話，還會撥號碼，經常給我大哥和

兩個姐姐打電話。」現在龍明洋可以騎摩

托車送母親去輸液、打針，過去母親看病

不便的問題也解決了。

這一切的變化，其實就是因為龍明洋回

家。家庭曾經的「斷層」，似乎正慢慢彌合。

跟龍明洋一樣享受着家庭歡樂的，還有

小獐村磚房組村民馬德行。身體康健的老

父親，溫柔賢惠的妻子馬純香，不到兩歲

的兒子，就是馬德行感覺得到的幸福生活

的主要內容。

兒子繫馬德行 31 歲時所得，這似乎是

對馬德行回家盡孝最大的補償。此前，他

與妻子在廣東育有一子，不幸夭折。兩年

前，老父患白內障，馬德行只好放棄廣東

的工作，回家治好老父的病，不曾想還得

到意外的補償。

張南雄可謂「魚」和「熊掌」兼得。在

廣東闖蕩商界十幾年後，張南雄回來了。

在毗鄰的仁懷市蓋起一幢 10層大樓，「小

家」也就安在那裡。多次接父母同住，但

父母住不慣，每每吵着回來，弄得宅心仁

厚的張南雄，顧得了東，就顧不了西。 

「最長的一次，就是待五天，再也不呆

了。還是捨不得老家的土地，別人種不完

的，都要拿來種。」

張南雄這樣講他的父母。講歸講，張南

雄還是不敢違拗爹媽的意志，只好讓二老

回到二郎老家。為了方便回家看爹媽，他

乾脆出資二十幾萬，修一條公路通到老家

二郎鄉大橋村，一直修到小灣組父母老房

子門口，長達 4公里。

家在仙源

媽在哪裡，家就在哪裡。如今，還得加

上有工作，家才完整。有媽才有家，有活

幹也才在家呆得住。

龍明洋就是這樣。每天清晨，他從自家

的兩層小樓走出來，跨上摩托車，沿着新

修通的公路，同三五好友一起到附近的「避

暑山莊」工地幹活，收入是每天 250 元。

龍明洋是架模工，頗有技術含量，工資相

對高點。

包括仙源鎮在內的習水北部幾個鄉鎮，

接壤火爐一般的重慶，因而被縣裡規劃為

避暑型旅遊接待區域。記者來到仙源時，

一幢幢小樓正拔地而起，龍明洋就在這裡

幹活。

龍明洋說，如果避暑山莊這裡沒活幹了，

就跟政府申請貸款養羊，「反正不再出去

了。」看來他對未來不擔心。

馬德行剛回家時有點茫然。「剛回來的

時候，我就在附近打點零工，直到今年正

月，曾書記來我家幫扶，問我想做什麼，

我想到出去之前養過羊，就想繼續養羊。」

於是，馬德行得到了3萬塊錢的貸款和5.2

萬的項目資金，加上自己1萬塊錢的存款，

蓋了羊圈，買了羊。

馬德行口中的「幫扶」，指習水縣當前

正在開展的「1+N」民生溫暖行動，是習

水的一項創舉。幫扶馬德行的幹部是縣委

書記曾瑜，在她的幫扶下，回家兩年的馬

德行已經有了 37 隻羊，一個存欄量 200

隻的羊圈，一處正在修建的新房。

經常從仁懷跑回來看看爹媽，張南雄居

然看出了商機。重慶老闆在二郎興建火電

廠，張南雄則投資 800 萬，在附近開辦砂

石場，專供火電廠。

張南雄的爹媽在二郎鄉大橋村小灣組，

他的砂石場離二郎4公里。名字不是仙源，

但它的確是張南雄的「仙源」。

可以複製的「回家」

與大部分返鄉村民相比，張南雄的故事

似乎不可複製。回家之前，他在廣東的事

業已是如日中天。回顧自己二十幾年的商

海沉浮，張南雄說：「我一直都很順」。

但他開辦的砂石場，則可以幫助鄉親們

「回家」。張南雄的砂石場，目前已有的

17 名員工中，15 名曾經外出打工。其中

一對夫婦，男的在外多年，現在在砂石場

開鏟車，女的搞財會，是較少的沒有外出

打工經歷的人。

1991 年，張南雄不到 20 歲，在廣東一

手袋廠打工，很快從普通工人升為品檢，

後又升任組長、科長、主任，之後，張南

雄還開過餐館、加工廠，從打工者變成了

小老闆、大老闆。

回顧這段往事，張南雄謙遜地說：「一

個人做事來不得虛假，要老實，耿直。你

對人好，人家自然也會對你好。我以前每

次回家，都會給老闆帶李子、雞蛋、臘肉，

這些都是二郎特產，不值錢，但外面人喜

歡。」

如今，張南雄又把這份「對人好」的耿

直傳遞給了自己的鄉鄰，「我給的工資比

他們在外面打工要高，而且住單間，有熱

水器」。張南雄笑言：「比我老家條件都好。」

■

陳
強
在
自
己
新
的
牛

圈
裡
暢
談
養
牛
計
劃
。

徐
悅 

攝

■

龍
明
洋
聊
家
庭
趣
事
。   

張
文
斌 

攝

■

張
南
雄
回
顧
商
場
沉

浮
。 

 
 
 
 
 
 
 

徐
悅 

攝

■

馬
德
行
馬
純
香
夫
婦

在
自
家
羊
圈
門
口
，
略

顯
侷
促
。 

 

張
文
斌 

攝

8 月 7 日至 11 日 , 踏着滾滾熱浪 , 貴

州日報報業集團「泛珠觀潮」大型主題

採訪活動第一小分隊奔赴世界金融中心、

自由貿易港香港進行採訪。　　

8 月 7 日上午 , 記者向着美麗的維多

利亞港「飛奔」而去。歷經半日飛行加

舟車緊湊行程之後 , 記者呼吸着腥濕的

海風 , 站在了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香港

會展中心大門前。這棟外表樸素、略顯

灰舊的地標式建築是香港貿易史的鑒證。

這家成立於 1966 年的官方機構創建初衷

是推廣香港對外貿易 , 經過 47 年打拼 ,

已發展成為全球性貿易平台 , 把數以百

萬計的買家及供貨商聯繫起來。過去 3

年 , 連續舉辦的香港·貴州貿易活動周

正是在這裡舉行的 , 並取得豐碩成果 ,3

年累計簽約投資金額達 527.37 億美元、

簽約貿易金額達 194.18 億美元。　　

「香港人會賣東西 , 你們貴州有好產

品 , 港黔合作是優勢互補啦 !」一句典型

的「港式」開場白之後 , 香港貿發局助

理總裁葉澤恩在會展中心 38 樓辦公室與

記者進行了一場深聊。作為香港貿發局

元老 , 葉澤恩見證了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

香港與內地的貿易往來。他說 , 過去 30

多年裡 , 港商在內地的投資已佔所有外

來投資的 40% 以上。但這並不全是港商

的貢獻 , 因為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 , 全

球投資都可以通過香港這個平台流向內

地,當中還包括技術、管理、服務等軟「黃

金」。　　

葉澤恩介紹 , 過去香港貿發局更多是

引導內地產品「走出去」, 而如今隨着全

球投資者對中國內地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

引導全球投資、技術等「走進來」所佔

據的份額開始超過了「走出去」。這點 ,

在與貴州的合作中也得到了非常明顯的

體現。　　

葉澤恩說 , 單從三屆香港·貴州貿易

活動周簽約數據來看 , 投資項目簽約金

額為 527.37 億美元 , 遠遠高於貿易項目

簽約金額 194.18 億美元。這說明 , 香港

與貴州的合作已經告別過去貴州單一輸

出模式 , 如今貴州所具有的資源優勢正

吸引越來越多的資金和項目進入 , 將貴

州獨特資源進行深度加工和包裝。這意

味着 ,「貴州特產」將逐步告別過去賣初

級產品的形態 , 向着賣精深加工產品邁

進。葉澤恩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 港黔

合作正從「賣麵粉」向「賣麵包」邁進。

　他認為 , 貴州的資源非常好 , 但是品

牌包裝和精細加工做得還不夠。他說,「立

頓紅茶」用了全球不同國家的27種茶葉,

雖然消費者說不出它產自哪個國家 , 只

是卻牢牢記住了這個品牌和它的口感。

他說 , 貴州的茶葉很好 , 但缺乏一個讓

世界記得住的品牌。而香港有資金、有

專業品牌設計師等等 , 兩方攜手可以打

造出一些響亮的品牌。　　

事實上 , 葉澤恩的美好期待已經在雙

方合作中慢慢展開 , 近年港資已經陸續

進入貴州一些極具地方特色的優勢產業 ,

例如肉牛加工、中藥材等。　　

8 月 11 日 , 在記者行將結束採訪返程

之際 , 香港貿發局工作人員來電告訴記

者 , 在幾天之後的 8 月 15 日 , 香港美食

博覽開幕 , 屆時將設佔地 300 平方米的

貴州館 , 展出 30 家貴州參展商的產品。

他們熱情地邀請記者留下來看一看。同

時 , 他們還告訴記者 , 香港貿發局會派

出管理層出席 9 月在貴陽舉行的第九屆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

談會 , 並在經貿洽談會內設香港館 , 推

廣香港的服務業及產品 , 以此加深當地

企業對香港的認識 , 促進兩地商貿合作

交流。

港黔携手 : 从「单向需求」步入「双向合作」

在对香港贸发局高层进行深入采访后 ,

一个清晰的认知呈现在记者脑海 : 过去

的合作主要是贵州借助香港平台把产品

卖出去 , 如今 , 贵州宝地正强烈吸引着港

澳资金、技术、项目「放量」输入 , 这

将直接提升贵州资源的加工水准和品牌

价值 , 推进贵州产品从卖「面粉」向卖「面

包」迈进。抓住这个机遇 , 用好这个机遇 ,

对贵州产业转型升级作用重大。

（貴州日報記者　羅梅　吳蔚 )

第九届「泛珠大会」召开在即。本

届泛珠大会是第一轮泛珠大会的最后

一届，由贵州省承办。

为此，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组建了 8

支采访小分队，走出贵州 , 走进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四川、

云南 8 省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

探寻贵州与泛珠三角区域其他省区的

合作现状及进程。现小分队采访已告

结束，相关报道将以「泛珠观潮」为

主题，在各相关媒体联动刊出。今日起，

本报选发部分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編    者    按

    从港资入黔　
看推进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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