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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陽市所處的董志鎮面積
達2,260平方公里，號稱

「天下黃土第一鎮」，但嚴重
的水土流失使農民收成僅夠餬
口，一方水土日漸養活不了一
方人的現實，讓世代住在土窯
裡的農民既惱恨又無奈。

建肥料公司 保穩定收入
李傑1968年冬天出生在合水

縣吉峴鄉宮合村鐵李川組土崖
下的窯洞裡，全家靠掙工分維
持的日子緊緊巴巴。1987年，
母親幹活時不幸墜崖離世，令
舉步維艱的家庭雪上加霜。因
無力供所有孩子上學，父親李
文賢只能供肯下功夫且學習成
績優異的李傑讀書，而他亦成
功考入長慶石油學校，並於
1992年畢業及進入長慶油田工
作，憑着多年工作經驗，李傑
於2000年抓住石油技術服務行
業社會化改革機遇，創立了陝
西旭隆石油技術服務公司，歷
經數年拚搏，公司實力日益雄
厚。可每次回到故鄉，看到鄉
親們依然住窯洞，日出而作土
裡刨食的畫面，讓李傑心裡很
不是滋味，他覺得自己該做些
什麼。
當時，慶陽雖盛產優質蘋

果，卻沒有有機肥廠。李傑瞅
準商機，請專家測土配方、調
研市場，完成可行性報告。
「每戶入股五萬元，100戶500
萬元，李傑一人出 1,000 萬
元，總共1,500萬元成立鐵李

川實業公司，生產有機肥。」
村支書周會榮介紹，分紅的同
時，村民參與生產、管理拿工
資，這樣就有長久收入。李傑
更承諾當公司運作步入軌道
後，會「淨身出戶」，將公司
無償交給村民。李傑又出資數
十萬元在村裡建起蔬菜大棚。
村民原本以種植小麥、玉米等
為主，但收成只能自足，即使
種瓜菜產量也有限。建起大棚
後，西甜瓜、辣椒、甘藍、芹
菜每年倒三茬，保底收入兩三
萬元，四五月間，西甜瓜成熟
上市，一個瓜賣十幾二十元，
40多天就掙萬把元，鐵李川西
甜瓜也成了遠近聞名的品牌。
李傑又針對山區種核桃樹的習
慣，為相鄰的嚴咀自然村投資
六萬元新栽核桃樹200畝，建
起致富「綠色銀行」。

自資建百樓 助村民「上車」
鞏固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

李傑目光投向更遠。李傑
2012 年提出自資為每家建小
康別墅，一年多後，總投資逾
4,200 萬元的 100 棟別墅落
成，2015 年初，村民正式入
住，配套的村部、衛生室、議
事大廳、文化廣場同時投用，
水、電、路等設施一次性裝
齊。可是誰能想到，就是這樣
一個人，在2014年因病高位
截肢，誰又願聽到，還是這個
人，2016 年春節在家鄉突然
病發與世長辭，享年47歲。
他才剛剛坐着輪椅看了鄉親們
入住的新家，他才剛剛和400
多名親鄰一起吃年飯並合影，
他才剛剛為大家描繪着更美好
的小康畫卷……農曆正月初
六，李傑的追悼會，冬春以來
最大的一場雪覆蓋了黃土鎮，
千餘人不顧道路受阻，有的老
人甚至步行數十里趕到鐵李
川，只為送別素未謀面的大善
人──李傑。

李傑曾親
口對李富昌
言，做人就要
像黃福榮一
樣，不遠千里
從香港到玉樹
救助貧困孤兒
獻出生命，這
種精神就應發
揚光大，這是
51 歲的李富
昌生平第一次
聽說黃福榮。
「李傑從未見
過黃福榮，只
是從媒體上知
道事跡便惺惺
相惜。」李傑
與妻子劉彩霞相濡以沫近20年。妻子在他逝後
含淚表示，願丈夫的在天之靈保佑公司健康發
展，支撐將他鍾愛的扶貧濟困進行到底，完成
他的心願。
慶陽全市數萬群眾2016年2月13日晚自發舉

行「拳拳愛心灑隴原．萬盞燭火祭英靈──李
傑先生燭光送別儀式」，祭奠黃土鎮的赤子。
合水縣教師張廣星含淚寫下長詩《馬蓮河，不
哭。》：嗚咽的馬蓮河，你不要哭泣，你的兒
子才靜靜的睡去……遠方的遊子歸來了，為什
麼他的眼裡還噙着淚水，因為他熱愛這片古老
神奇的土地……魂兮，歸來，你已化為一朵美
麗晶瑩的雪花，飄飛在隴東大地，你落在了鐵
李川的山際，你化作了護花的春泥……我們雖
然不能做出他那樣驚天動地的偉績，但我們也
會把他的精神永遠傳遞。

李傑領甘肅窮鄉巨變「輸血」濟困「造血」增收

靠天吃飯、世居土窯、發展遲緩，本世紀初，甘肅省慶陽市合水縣鐵李川自然

村依然以此面目示人，直到李傑出手，才演繹出翻天覆地的山鄉巨變，一人出資

建起100棟寬敞明亮的別墅供村民免費入住，又慷慨解囊建學校、資助貧困生。

「輸血」的同時，李傑還刻意激發「造血」功能，帶領村民務工增收，扶持鄉村

現代農業，籌建村級實業公司，規劃設立扶貧助困基金，短短數年，以一己之力

投入數千萬元（人民幣，下同），將鐵李川帶上致富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

堅信教育改變命運
設基金助學兩千人

感悟幸福真諦
牽掛與被牽掛

親身經歷讓李傑堅定認為：幫助一名學生就能
改變一個家庭，乃至一個村的命運，教育是戰勝
跨代貧窮最有效的手段。2005年，李傑事業剛
有起色，即捐30萬元修建合水一中教學樓，
2007年，在合水一中設助學基金，2009年，捐
資20萬元，擴建合水一中電子備課室……前後
十多年間，李傑僅在甘陝兩省就捐出2,000多萬
元，幫助近2,000名學生。
受過資助的段宗琦說，大學畢業後，他發起組

建了「愛之家」，與李傑資助過的其他學生一起
投身公益。他還想成立「李傑基金會」，每月存
一點錢助人。「工作中下鄉村，看到貧窮學生，
我都會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只想讓李傑叔叔的
在天之靈感到欣慰。」

錢可以再賺 就學不能等
李傑在北京治病期間，曾千方百計阻止其資助

的學生探望，但還是有人摸到了病房。一名從內
蒙古來的女生見到了裝着假肢做康復訓練的恩
人，「我從小沒爸爸，你就是我的爸爸，我初中
時就受資助，現在工作了，希望我的爸爸能堅強
快樂地生活下去。」臨走時，她擁抱了李傑，後
在專屬的QQ群裡寫道：即使「爸爸」失去了雙
腿，依然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在李傑公司從事財務工作的李海峰還記得，

2003年公司剛步入正軌，一批貧困學生需資
助，共需80萬元，然而當時賬面資金僅有30餘
萬元，可李傑硬是東挪西湊當天就把錢匯過去。
李傑說，學生沒錢就會輟學，命運也會因此徹底
改變，公司沒錢可以再想辦法，但學生上學，真
的等不起。

「他已經
擁有財富，但
他心裡裝着還
在貧困中的鄉
親。他已經走
出了大山，但
他還想讓所有
鄉親都能走上
小康的道路。
小可幫扶一家
一戶，大則微
而不弱，光照未來美麗的鄉村。」這是「感動甘肅．
2014十大隴人驕子」給李傑的頒獎詞。2014年10月，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授予李傑「全國社會扶貧先進
個人」榮譽稱號。
因為敬佩，李傑每次回鄉的活動李富昌都會跟拍，留

下的影像中，李傑說：「我們已告別吃不飽、穿不暖的
年代，過得好與不好是一個心態問題，希望每個人放下
俗怨、回歸真誠，不比、不爭、不搶，才能建立和平交
流的環境。大家住進新居後，尊老愛幼，相互間多交
流、多分享，傳承向善家風。國由家組成，家不團結，
我們的國怎麼能和諧。」
「什麼是幸福？我認為的幸福就是你牽掛的人有多
少，牽掛你的人有多少。」李傑偷偷告訴李富昌，「我
是一個幸福的老闆，在農村有根，掙錢有處花，所以上
天眷顧，賜予我經營理財能力，還護佑我生意暢順。」
這句流露着孩子般純真的話語，李富昌每每想起都不禁
淚下。

聞港「阿福」救孤
隔空惺惺相惜

鼓勵「借雞下蛋」村民增積極性

■驚聞李傑
去 世 的 噩
耗，慶陽數
萬群眾於寒
夜中點燃燭
火 寄 託 哀
思。

本報
蘭州傳真

■李傑自資建造100棟別墅協助村民「上車」。
本報蘭州傳真

「冬月裡，以前無非是串門、
打牌、曬太陽，聊的也是家長裡
短的是非，而現在，留守的要翻
地、施肥、下種，打工的回來談
論的都是工作、技術、項目。」
曾任村主任的李廣寨說，村民精
氣神足了、志向遠大了，李傑讓
大家有了奔頭。45歲的李保平跟
着李傑工作逾10年，年收入從
三萬元漲到五萬元，2012年，李
傑鼓勵員工購買工程水車，公司
墊付車費油費，李保平每年又有
10萬元進賬，水車臨報廢時，李
傑又出資回購，「借雞下蛋」的
員工淨賺二三十萬元。

紅火過日子 對得起自己
李小平曾是村裡的困難戶，

但又不願白拿資助，進公司從
年掙四萬元到被提拔為隊長後
年賺10萬元。「以前打工拚死
拚活一年掙一萬元，跟着李傑
工作，家境才徹底改變，兒子

大學畢業在城市工作安家，我
掏40多萬元給買了一套房。」
李小平言語間流露着自豪。
「村裡得過且過的懶漢也被

調動起來，看別人掙錢過好日
子誰不眼紅，掙得少都不好意
思和別人打招呼。」李兆奎
說，「住着別墅，你還好意思
吃救濟？不把日子過紅火，自

己都對不起自己。」這麼多
年，不論多艱難，李傑從未少
工人一分錢工資。得知有人領
了工資逞一時快活，年底回家
時才知囊中羞澀，李傑就在春
種、秋收、過年三個節點發工
資，讓大家把錢帶回家，做到
「細水長流潤全家」，免去
「大水沖刷害一人」。

■李傑的妻子劉彩霞希望丈夫
的公司能健康發展，以支撐他
生前的扶貧行動。

本報蘭州傳真

■李傑（右）希望能傳承尊老愛幼的
向善家風。 本報蘭州傳真

■■即使截肢後諸多不便即使截肢後諸多不便，，李傑李傑
（（藍衣者藍衣者））仍堅持與鄉親們分仍堅持與鄉親們分
享喬遷之喜享喬遷之喜。。 本報蘭州傳真本報蘭州傳真

■■李傑透過李傑透過「「借雞下蛋借雞下蛋」」的方式的方式
增加村民收入增加村民收入，，使他們能脫離住使他們能脫離住
窯洞的苦日子窯洞的苦日子。。 記者肖剛記者肖剛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