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成富家廚房」的隔壁，也開了一家農家
樂，施麗是這家的小女兒。記者見到施麗時，
她正在水井邊浣洗一家人的衣服。她告訴記
者，每天她都起得很早，首先要到村口的水泥
路跑步，這也是她在中學寄宿養成的習慣。施
麗今年14歲，在排碧鄉中學念初二。窮人的
孩子早當家。洗完衣服，施麗還要幫助家裡人
切菜、上菜、打掃衛生，忙前忙後少有休息的
時間。她的三個姐姐或已嫁人或外出打工，家
裡只剩她可以趁假期給父母幫忙。
同時，她還要擠時間把假期作業寫好。施麗

是個乖巧懂事的女孩，學習成績也非常好，房
廳的兩面牆上貼滿了她在不同學習階段獲得的
獎狀。一說到施麗，寨子裡的人都豎起大拇
指，大家都希望她能如願考上大學，走向外面
的世界，成為苗寨裡飛出的金鳳凰。
提起自己的學業，施麗說：「我最想考的

是邊城高中。」邊城高中是花垣縣最好的一
所高中。在縣城唸高中，三年下來的學費、
寄宿費、生活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
以前想上高中肯定很困難，現在家裡辦了農
家樂，生意還挺好，應該沒問題了。」談及
未來，施麗滿臉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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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中最重要的是「精準」
二字，更重要的是精準「扶

志」，當地群眾告別「等、靠、要」，自力
更生攜手脫貧的願望非常強烈。村裡的婦女
也搖身一變，成為巧手「繡娘」，一針一線
繡出了自己的脫貧致富路，繡出了十八洞村
的嶄新面貌。有村民還開起了農家樂，藉旅
遊商機致富。

聲名遠揚 遊客倍增
天剛露出曙光，十八洞村梨子寨前不大的

停車坪上傳來汽車發動機的聲音，一輛麵包
車沿柏油村道蜿蜒離去。村民施全友可能是
全村最早出門的人，每天一大早他都要到十
多公里外的排碧鄉，購買當天要用的肉食蔬
菜。採買回來後，他會再睡一個回籠覺，剩
下的工作，就由妻子孔銘英完成。
施全友夫妻倆開了村裡第一家農家樂，取名

叫「成富家廚房」。「成富」是他父親的名
字，當年習近平視察就是到施全友家裡，還在
他家的曬穀坪上和鄉親們拉家常，父親施成富
和母親龍德成就分坐在總書記的兩旁。施全友
的家在寨子西側的最高點，屋外是整個寨子最
好的觀景台，觀景台下是數十丈深的山谷，兩
側山峰對峙，風景秀麗宜人。孔銘英告訴記
者，觀景台是遊客必到之處，人氣很旺，而且
她在深圳開過快餐店，知道城裡人的口味，因
此她家的生意總是村裡最好的。
去年農家樂剛開業的時候，裡裡外外都是她

一手抓。生意最好的一天，她一個人就接待了
130個人的飯菜。「一天下來，腰都直不起來
了。但只要有客人來，我都會接待。」孔銘英
說，今年上半年，餐館的純利潤有七八萬元，
以家中5口人計算，人均純收入近兩萬元。

從重慶秀山縣嫁過來的孔銘英感歎道，現
在十八洞村名聲在外，每天有近千人來此觀
光，今年春節，最多的一天甚至湧進了上萬
人。開農家樂成為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徑之
一。記者了解到，現在寨子裡一共開了8家農
家樂，遊客除了吃當地土菜，村民自產的臘
魚、臘肉、新鮮蔬果也都成了搶手貨。

受邀相親「剩男」減半
像孔銘英這樣的外地姑娘嫁到十八洞村

來，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村裡的姑娘都想
嫁出去，外面的姑娘不願嫁進來，都是貧窮
惹的禍，婚事成了十八洞村男人最頭疼的大
問題。據統計，前兩年全村超過40歲的「剩
男」就有38個，施全友是其中之一。
施全友在浙江打工的時候，通過網絡結識
了孔銘英，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到了談婚
論嫁的時候。2012年，施全友邀請孔銘英來
到了十八洞村，但這裡的貧窮程度讓孔銘英
措手不及。孔銘英說：「他家除了電燈，其
餘任何電器都看不到一件，家裡面是泥地，
又髒又濕。廁所是露天的，上廁所我都打把
傘，不然會被人看到屁股。」孔銘英有川渝
姑娘的潑辣性格，說話也是快人快語。
到十八洞村走了一趟後，孔銘英滿心失

望，對婚事舉棋不定，兩人關係也變得若即
若離。到了2014年，施全友突然給孔銘英打
來電話，告訴她說：「現在家鄉的變化很
大，遊客越來越多了。我想和你回去開個農
家樂，你炒菜手藝好，生意肯定不會差。我
們今後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孔銘英心動了，和施全友一起回到十八洞

村，在家裡開起了農家樂，倆人的感情也水
到渠成， 2015年元旦在十八洞舉辦了隆重的
婚禮。近三年來，十八洞村脫貧致富，成了
遠近聞名的「明星村」，村裡的男人也變成
了媒人爭搶的「香餑餑」，他們還經常被邀
請參加各類相親活動。據了解，村裡38個大
齡「剩男」已有一半成功「脫單」。

十八洞村，是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的一個小小苗寨，這裡群山簇擁，以前

交通非常不便，當地苗民生活貧困。十八洞村有6個村民小組，人均耕地

0.83畝，2013年人均年純收入僅1,668元（人民幣，下同），是典型的貧困

村。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風塵僕僕來到這裡，考察當地民

眾的生活情況，並在此首倡「精準扶貧」。自此開始，風光秀美的十八洞村

像女大十八變，一年一個樣，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一路高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湘西報道

早上八九點鐘，寨子前的停車坪就熱鬧起
來，絡繹不絕的汽車載着外地遊客前來觀光。
寨裡原來的泥土路，現在全部已經換成水泥與
青石板路；家家戶戶收拾得整潔乾淨；道路兩
邊的田地裡，高壯的玉米吐着穗，整個寨子呈
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只要有空，村支書龔海華都會來到村口，親
自為遊客當講解員，說起習近平視察苗寨的點
滴，總是眉飛色舞，比專業講解員講得還精
彩。龔海華201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
航空兵學院，學的是信息管理。畢業後，他通
過考試當上了一名大學生「村官」，被派到排
碧鄉任十八洞村村支書助理。從大學生到「村
官」，跨過這一步需要足夠的勇氣。

初來乍到 語言不通
初到十八洞，生活條件艱苦還在其次，要在
當地順利開展工作，首先面臨的挑戰是語言障
礙。十八洞村寨子裡年紀大點的人，都不會說
漢語，也聽不懂，不懂苗語的龔海華簡直是一

籌莫展。其次，村民的思想工作難做。要致
富，先修路，為了幫助十八洞脫貧致富，村裡
和扶貧工作隊準備把進村的十幾里山路拓寬改
造。修路需要佔用部分田地，而村裡窮，給不
起補貼，因此遭到村民們的強烈反對。在這種
情況下，龔海華和當時的老支書一起，一家家
做工作，講村道改造後帶來的種種好處。真是
磨破嘴，跑斷腿。
最後，老支書主動提出，拿自己分得的土地
和幾戶「釘子戶」交換，其他村幹部紛紛主動
帶頭作榜樣，進村的道路才終於修通。後來搞
農網改造的時候，也遇到同樣的難題。
「扶貧工作的頭幾年，村民『等靠要』的想
法還比較嚴重，更主要的是怕吃虧。」龔海華
坦承，「但隨着精準扶貧的推進，民眾見到了
實效，主動致富的想法多了，心氣足了，開展
工作就比較順利了。」
通過3年時間的摸爬滾打，龔海華已經和村

民們打成了一片，還學會了說苗語。2014
年，老支書退休，龔海華在競選中一致通

過，接任了十八洞村村支書。這一年，他才
28歲。談起從大學生到苗寨村支書的角色轉
換，龔海華說他對自己當年的選擇不後悔。
他說，這裡比不上城市，生活確實艱苦，但
在這裡得到的歷練和提高，是多少錢都買不
來的。看着十八洞村變得越來越好，他的付
出得到了最好的回報。

龔海華向記者介紹，近兩年來，十八洞村因地制宜確定了五大
產業：勞務經濟，當地青壯年外出打工是村裡收入的主要來源之
一；特色種植業，重點發展烤煙、獼猴桃、野生蔬菜、冬桃、油
茶等種植；特色養殖業，如湘西黃牛、豬和稻田養魚；苗繡，目
前村裡有54名婦女加入了苗繡合作社；旅遊服務業，以對接周邊
縣市短期遊為主。
2013年前，十八洞村人均年純收入僅1,668元，2014年為
2,518元，到了2015年，十八洞村的人均年純收入達3,668元，可
謂一年上一個台階。 但龔海華認為目前取得的這些成績還很脆
弱，稍有不慎，有些脫貧的家庭說不定還會返貧，還要繼續把基
礎夯實做牢。
龔海華說，要借當前這股東風，把十八洞村建設成為中國最美

的鄉村旅遊目的地。此外，他向記者透露，十八洞村旁邊不遠處
有一個大型天然溶洞，有十八個岔口，這也是十八洞名字的來
由。村裡和扶貧工作隊正在廣泛聯繫企業，希望引進資金開發
「十八洞溶洞群」，如果能將「十八洞」開發出來，那麼十八洞
村的美好明天將不會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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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書帶頭修路 苦心終獲回報 發展五大產業
打造最美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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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巧苗家女 不再愁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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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書龔海華（左4）在村口為遊客當導
遊。 記者姚進攝

■■遊人在觀景台欣賞風遊人在觀景台欣賞風
景景。。 記者姚進記者姚進 攝攝

■■群山環繞的十八洞村梨子寨群山環繞的十八洞村梨子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在十八洞村視察時曾到習近平在十八洞村視察時曾到
過施全友的家過施全友的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施麗在忙着幫家人洗施麗在忙着幫家人洗
衣服衣服。。 記者姚進記者姚進攝攝

■■孔銘英在廚孔銘英在廚
房 裡 忙 着 備房 裡 忙 着 備
菜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農婦變身巧手農婦變身巧手
繡娘繡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遊客在遊客在「「成成
富家廚房富家廚房」」門門
前合影留念前合影留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自 辦 農 家 樂自 辦 農 家 樂 村 婦 成 繡 娘村 婦 成 繡 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