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2歲的蔣邦海是地道的棗莊市本地人，
他個子不高，身材偏瘦，因長期患有高血

壓和冠心病，面色有些蒼白，染過的頭髮難掩歲
月的痕跡。或許是長期和百姓打交道，他聲音不
高卻很有力。

農村長大知貧窮滋味
「我從小在農村長大，曾切身感受到貧困家

庭的無力和艱難。當時只有個樸素的想法，扶貧
工作是積德行善的事。」 談及去扶貧辦的原
因，他坦率地說。
三山前村曾經是山亭區最窮的幾個村莊之一，
因村後有三座大山而得名，不僅交通不便，一度
連吃水都很困難，大部分村民以種地為生，只能
靠天吃飯。村裡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對象，不得不

通過姊妹去「換親」。
今年66歲的村民牛士
林告訴記者，蔣邦海到村
裡走訪後獲悉這一情況，
前後協調了40多萬元互
助資金，為貧困戶提供低
息貸款。同時，扶貧辦先
後為村民提供了10萬棵核
桃樹苗。現在，三山前村
通上了柏油路，有的村民
蓋上了二層小樓，生活早
已不可同日而語。「那時

候蔣主任每周都要來一次，他經常不和村委會打招
呼，自己到戶去訪問，對誰都沒有官架子。」

村民：想給他磕個頭
十年扶貧，蔣邦海幾乎走遍了山亭區的所有貧
困村莊。經過考察，他認為開發荒山荒坡種植果
樹比較適合山亭的實際。每到一個村莊，他都力
勸當地百姓拓荒種樹，發展林果業，有些村莊還
提供了果樹苗木。

據馮卯鎮張山空村黨支
部書記王科東介紹，在蔣
邦海的幫助下，該村新開
發了900多畝荒山種核桃
和蜜桃，還通過低水高調
建了3個蓄水池。而剛剛
建成的電子商務平台，幫
助75戶貧困戶網上銷售
小米40.3噸，每戶增收
2,000餘元，還解決了20
多戶貧困家庭的就業問
題。張山空村百姓的生活

水平從此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原來全鎮的倒數發
展到前5名，老百姓的熱情亦大幅高漲，只要村
集體有活，村民都願意積極主動地出工出力。王
科東告訴記者：「我五十多歲了，不說假話，想
給他磕個頭的心都有……」

倡建長效機制助發展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的山亭，每到春暖
花開，都會吸引許多遊客。粉紅的桃花，白色的
梨花，淺色的山楂花，爭鮮鬥艷，漫山遍野。每
次看到這些景色，蔣邦海都會有一種成就感油然
而生。「其實這些年沒做多少轟轟烈烈的大事，
但我覺得很有意義。」他說，和以前在機關裡的
感覺不同，扶貧工作每天要面對弱勢群體和貧困
家庭，會看淡很多事情，變得很知足。
十年扶貧路，蔣邦海深感需要建立一種長效的
機制持續發展，而不是「一扶就好一放就倒」。
他帶領山亭區扶貧辦，全力推進以光伏、旅遊、
電商為主的新型扶貧方式，並積極配合推動教育
扶貧和健康扶貧，三年投資5.4億元，新建改造
學校36所、建設標準化學校89所；發放貧困大
學生助學貸款1,110萬元，受益學生1,538名。在
他看來，在物質扶貧的同時，文化扶貧也應是未
來的工作重點，不僅能提升貧困家庭的內生動力
和主動性，亦能重尋上世紀70年代那種淳樸的
鄰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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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邦海從小在農村長大，家裡兄弟
姊妹五六個，條件並不寬裕。為了供
孩子們上學，父親年輕時靠拉板車為
生，幹的是苦力活。即使如此，他對
窮人仍然懷有一顆同情悲憫的古道心
腸。有一次，父親外出時，寧可自己
挨餓也把一天的口糧毫不猶豫地送給
了一個陌生的乞丐。

叮囑兒子：做好人莫貪財
從小耳濡目染，蔣邦海面對貧困村

民總想為他們做點什麼。熟悉蔣邦海的

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工作狂，顧不上吃
飯是常事，雙休日亦基本不休息。蔣邦
海經常開着自己的車下鄉走訪，兩年不
到跑了5萬多公里。記者還在他的車後
座看到了沒吃完的菜煎餅，那是他前一
天的午飯。長期的超負荷工作，他患上
了嚴重的高血壓、冠心病，家中及辦公
室內都放着藥品，下村時首先想到的就
是要帶上一天的藥品。
蔣邦海做扶貧工作盡心盡力，對於

家人卻虧欠太多。作為長子，他覺得
愧對父母；作為父親，他亦覺得虧欠

兒子。十年間，兒子從一名懵懂的中
學生成為天津某機關的公務員，他卻
無暇參與兒子的成長過程。在兒子去
天津報到前，他只對兒子重複了老父
親常說的一句話：做好人，莫貪財。
今年4月，蔣邦海的母親因突發腦梗被

送到急救室，父親亦因勞累過度住進醫
院，他因工作忙沒請一天假，只能晚上
去醫院陪護。談起這些，蔣邦海的情緒
有點失控。忠孝難以兩全，加上他本人
身體也不好，他有時也會陷入憂鬱的情緒
中，覺得自己需要看看心理醫生了。

扶貧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時間長了會讓人產生職業倦怠、
熱情降低；整天與困難群眾打交
道，人就容易變得壓抑、憂鬱。
然而蔣邦海卻始終熱情不減、幹
勁不鬆。在他看來，做好扶貧工
作就要做到「三心二意」，「三
心」是指要有「善心」、對百姓
「真心」，幹事要有「恒心」，
「二意」則是指對群眾要「全心
全意」和「真心真意」，全身心
付出不求回報。
蔣邦海認為，扶貧工作不要

急功近利，而是應該建立一種
長效機制。立足山亭實際，他
帶領扶貧辦全力推進以光伏、
旅遊、電商為主的新型扶貧方
式。在光伏扶貧方面，鼓勵具
備條件的貧困村和貧困戶，分
別建設集中式和分佈式光伏電
站；在棗莊率先成立村級光伏
合作社，鼓勵貧困戶以扶貧資
金和房屋、土地等入股，參與
分紅。旅遊扶貧方面，則引導
貧困村、貧困戶發展鄉村旅
遊，探索以房屋、土地等資產
入股旅遊合作社的模式，讓貧
困戶通過入股分紅和務工實現
增收脫貧。

電商扶貧效果佳
目前，全區已發展國家和省級

鄉村旅遊示範點20個、省級旅
遊特色村23個、鄉村民宿51家，帶動1,200
餘戶發展農家樂、採摘園、民俗等，年底實
現452個貧困戶脫貧。棗莊市山亭區徐莊鎮
石嘴子村是山東省級扶貧工作重點村，去年
以來通過精準扶貧，修好了柏油路，安上了
路燈，還引來旅遊公司搞起鄉村遊，今年村
裡有了20萬元的現金收入。在電商扶貧方
面，培植電商扶貧示範村27個，電商互助
合作社、電商聯盟26家，297個貧困戶、
532人正通過發展電商脫貧。
此前，威海和棗莊啟動了《扶貧協作三
年規劃實施方案》，與山亭區結對協作幫
扶的榮成市是中國內地距離韓國最近的地
方。蔣邦海敏銳地嗅到了「出山向海」的
機遇，擬通過中韓自貿區，把山亭的地瓜
棗、核桃、大棗、板栗等農副產品直銷到
韓國。辛勤的付出自有回報。2016年10月
16日，蔣邦海被評為全國扶貧系統先進工
作者榮譽稱號，是山東省唯一獲此殊榮的
扶貧工作者。

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位於沂蒙山區西南麓，87%的村莊

背靠大山，百姓世代依山而居，是山東省重點扶貧區。

2007年，時任棗莊市山亭區政府調研室主任的蔣邦海，主動提出到乏人問津的區政府扶

貧辦工作，令人大跌眼鏡。彼時，扶貧辦是被撤併的單位，個人發展空間不大，很多人

對他的選擇並不理解。蔣邦海卻一幹就是十年。

十年間，蔣邦海幾乎走遍了山亭的200多個大小村莊、5,000多座高低山頭，不經意間兩

鬢已斑白；十年間，山亭區的許多山坡種上了果樹，從荒山變成綠林；十年間，在蔣邦海的

帶領下，2.5萬戶農村貧苦戶4.73萬貧困人口脫貧，從窮苦邁向小康。而在蔣邦海看來，十

年扶貧，只求心中坦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通訊員 韓順立 山東報道

請纓扶貧十年整
欣見萬戶奔小康欣見萬戶奔小康

山東好漢蔣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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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節前夕，蔣邦海偶然在網
上看到一個「小蝌蚪找媽媽」的視頻，
主人公慶英從小被遺棄在村口，是養父
把她含辛茹苦地帶大。慶英從小就跟着
養父一起上山摘花椒，做飯洗衣，收拾
房間，生活雖然清苦卻也其樂融融。然
而隨着慶英的長大，身體不好的養父也
在逐漸變老，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小

慶英在讀初三時，當地的義工協會把她
的故事拍成視頻放在網上，希望能夠得
到社會的救助。

掏盡工資幫交學費
蔣邦海瀏覽這個消息時正準備回家

過年。看過視頻後他坐不住了，直接驅
車幾個村莊才找到小慶英家，把自己過
年買的花生油、大米、白麵，以及500
元錢送到了慶英家裡，並給她班主任打
電話了解其學習情況。次年中考，慶英
的成績距當地重點中學分數線只差幾
分，需要額外繳納一部分學費，但以她
的家庭條件根本拿不出來。蔣邦海知道
這個消息後，主動幫她交了5,000元，
超過他一個月的工資款。
「當時十分失望，每天都在後悔為

什麼沒多考幾分。是他幫我圓了這個
夢。」在棗莊市某重點中學，慶英告
訴記者。去年冬天特別冷，蔣邦海和
妻子還專門帶她去買了羽絨服禦寒。
文理科分班時，慶英也專門諮詢了蔣

邦海的意見。
慶英不知道的是，蔣邦海還經常與

她的班主任聯繫，詢問她的學習和生
活情況，她家的老房子去年重新翻蓋
享受的危房補貼，也是蔣邦海幫忙申
請的。如今的慶英已讀高三，成績穩
居班內前三名。

受助女生送禮感謝
這些年直接或間接幫了多少人，蔣

邦海已記不清楚。前年春節前的一
天，他忽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原來
是他曾資助過的另一個女孩，已大學
畢業後在青島上班，輾轉找到了他的
聯繫方式。女孩給蔣邦海帶來了半袋
自家種的花生，和一摞她母親親手烙
的山東煎餅。
「這些東西不值幾個錢，但不是錢

能買到的。」蔣邦海很感動，「花生
是一個一個挑出來的，個頭很整
齊。」那一瞬間，他忽然覺得這些年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慷慨解囊助陌生女孩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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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棗莊市
山亭區扶貧辦主
任蔣邦海。
記者殷江宏 攝

■■蔣邦海到貧困戶走蔣邦海到貧困戶走
訪訪。。 記者殷江宏記者殷江宏 攝攝

■村民牛士林表示自
己的生活有了很大改
善。 記者殷江宏 攝

■張山空村黨支部
書記王科東。

記者殷江宏 攝

■■蔣邦海的扶貧功績蔣邦海的扶貧功績，，讓村民的讓村民的
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蔣邦海建議推進以光伏、旅遊、電商為主
的新型扶貧方式。 本報山東傳真

■石嘴子村的鄉村旅遊夏季吸引眾多遊客。
記者殷江宏 攝

■蔣邦海資助的學生慶英。
記者殷江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