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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準山地脫貧路
之所以關注到周運平，部分是因為他曾經辦起一個砂石廠，後因雙江河漲水沖毀砂石廠，讓他

「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是因為他早年失去右臂，連家裡的田也沒能力種，現在靠養雞又重新

「活」了過來。但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注的並非周運平的故事，而是被它透露出來的一個明確信息

所吸引。即在貴州省政協秘書長李月成主推的「1244」 產業扶貧模式裡，精準脫貧可以到戶，

甚至可以覆蓋像周運平一樣的、過去連田也沒有能力種的輕度殘疾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李月成主推的「1244」核心價值，或許
首先就在於其「低門檻」。事實正是

如此，香港文匯報記者親自到訪的廈格
村，到去年還有55戶貧困戶共計188人。
政協駐村幹部到來後，將貧困戶分為三
類。第一類，11戶11人完全喪失勞力，列
入政策「兜底」即養起來；第二類25戶，
已有比養雞下蛋更好的賺錢門道；第三類
19戶即類似「386199部隊」，全部參加了
綠殼蛋雞養殖。如果說，在精準脫貧的道
路上，「一個都不能少」，那麼，現在的
貴州廈格村，就是「一個也沒有少」。

人力資源反哺農村
作為一種被今天的貴州普遍推行的扶貧

機制，「掛幫」到戶在每個部門和系統或
許會有所不同。在貴州省政協機關，這個
機制簡稱「541」加1帶3，即廳級領導需直
接「掛幫」5戶，處級領導直接「掛幫」4
戶，一般幹部「掛幫」1戶。與村民蘭煥珍
有「掛幫」關係的，就包括肇興鎮的政法
委書記賀斌，還有李月成和省政協下派的
駐村幹部楊華。
蘭煥珍的「關係網」，還包括「1帶3」

的村支書嬴文修。作為養雞先富的帶頭
人，嬴支書還要負責帶動包括蘭煥珍在內
的3戶貧困戶脫貧。
在此前舉行的一場抓黨建、促脫貧的專

項考察和理論研討會上，清華大學馬克思
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解安，以他多
年在福建試點的經驗，指出農村最缺的發
展要素，其實還是人力資源。因此，在脫
貧攻堅這場被貴州稱為輸不起的戰爭中，
他力主人力資源反哺農村。貴州省政協機
關的「541」加1帶3，與解安的主張遙相呼
應，殊途同歸。

養殖基地與村寨隔離
岑洛山作為廈格村的綠殼蛋雞養殖基地，

規劃面積720畝。其中，一期120畝，消毒
房、水、電、生產步道、辦公用房、飼料加
工作坊等，有序佈局。作為基地的主體，這
裡建有標準化雞舍48個，養殖蛋雞10,000
羽。從去年5月開建至今，下蛋20萬枚，銷
售收入共計24萬元（人民幣，下同）。

岑洛山離廈格村的寨子，騎摩托車要約20
分鐘，和省政協在黎平縣的其它四個基地一樣，
地點都是李月成親自選定，就是要和寨子隔離
開來，以防可能出現的疫情。
來到岑洛山，就明白了李月成主推的

「1244」工程的全部內涵：第一，就是綠
殼蛋雞養殖這個產業；第二，即每戶2個雞
舍，內養400隻雞，年村收入4萬元。
顯然，這裡的所謂產業到戶，是指每戶

在山上有兩個雞舍，以及400隻雞，不能機
械地理解為把雞養在自家院子裡。
「為什麼是400隻？」李月成說，「400

是一個臨界點。少了，達不到一年收入4萬
元的目標；多了，會超出每戶人家的能
力。多到請人來養，就不划算了。」

「一改革」和「八到戶」
李月成用「1244」來表述他主推的產業
扶貧模式，用「一改革」和「八到戶」來
歸納他扶貧的方式和方法。
「八到戶」的完整表述是，一是要抓好項
目扶持到戶，二是幹部「幫扶」到戶，三是技
術扶持到戶，四是能人扶持到戶，五是資金扶
持到戶，六是市場扶持到戶，七是價格扶持到
戶，八是品牌意識灌輸到戶。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品牌意識灌輸到

戶。李月成提出，抓農產品最重要就是要
抓品牌、品種、品質，「我們要努力打造
貴州黎平肇興綠殼雞蛋品牌。我們要讓每
個貧困戶都有品牌意識，要堅持原生態，
用茅草棚養，堅持在荒山野嶺山坡上、樹
林下養殖，才能保證好的品質，創造自己
的品牌。」

7月18日，李月成和貴州省新聞
出版廣電局聯手，組織媒體記者到
貴州黎平「走轉改」。李月成坦
陳，其實是為了擴大綠殼雞蛋名
聲，從而打開銷路。
從 28 歲遠近有名的「娃娃縣

長」，到如今作為省政協秘書長即
將退休，李月成主要的工作經歷，
似乎都在農村。在貴州的三個民族
自治州，他先後擔任過州委常委、
副州長、州長。到省政協後，除了
機關事務，李月成幾年前曾率隊到
畢節市七星關區扶貧，一去就是
五、六年。
而李月成當初成為「娃娃縣

長」，也與扶貧直接相關。彼時，
李月成是共青團黔西南州委書記，
作為州機關工作隊隊長被派到普
安，搞的就是扶貧。工作告一段
落，李月成推開宿舍門，門楣上掉
下一封電報，內稱他已被選為普安
縣長。他後來才了解到，是當地百
姓強烈要求，讓李月成繼續留下來
扶貧。
這次，省裡並沒有給政協下達扶

貧攻堅的硬任務，但李月成率隊先
去七星關區，去年又按照調整方
案，定點「幫扶」黔東南州的黎平
縣，一年之內，來黎平24次。

消除貧困是責任和使命
扶貧，似乎就是李月成的責任和

使命。這與他早年的苦難有關。他
8歲時，父親因病辭世。家裡三姊
妹，年紀都還小，所以全靠母親一
人養家，困難可想而知。往往是一
開春就沒吃的，只好借糧，借包榖
還大米，日子也就越過越緊。這樣
一路走來，貧困所帶來的一切苦難
深深地烙印在他心裡。
李月成在《 「民生7＋3」 》的

書中寫到，希望他治下的地方百姓
「7個有」，即有衣穿、有飯吃、
有房住、有錢用、有水喝、有醫
保、有學上。後來，李月成又加上
了「3個有」，即確保生活最困難
的農民有肉吃、有火烤、有酒喝。
為了這些「有」，李月成事無

巨細。比如，他要求農村低保必須
在年底完成，否則這些地方的縣
（市）長，不能放假回家過春節；
哪個縣（市）完不成任務，李月成
就到哪個縣（市）去，帶領當地幹
部陪困難群眾過春節。不僅如此，
去到困難群眾家，要背多少斤米、
多少斤肉，帶多少慰問金，都有明
確要求。
他要求消滅「零就業」現象。他
多次和縣（市）長算細賬，政府一
年少買一輛20萬元的車，就能為30
個「零就業」家庭解決實際問題。
他甚至規定，凡是沒有消滅「零就
業」的地方，縣（市）長一律不批
准出國和外出考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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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處東南沿海，宗教傳播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特別是普陀山

觀音道場和奉化彌勒道場影響深遠，已成為佛教文化傳承與復興的重要場

所。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樓炳文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坦言，對許多民眾而言，宗教信仰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需求，

如何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發揮宗教正能量，在當前是一個重

要課題。宗教需要引導，要導之有形、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

只有這樣，宗教正能量才能發揮，傳統文化才能復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俞晝 茅建興 杭州報道

在浙江省民宗委日前舉辦的「國法與教
規」論壇上，達照法師、潘敬元道

長、馬富強阿訇、郟山君教友、陳靈保牧師
分別代表五大宗教參加論壇演說。
樓炳文表示，五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同台

演講是浙江省宗教工作的一次創新，不同宗
教間相互交流、學習、借鑒，對於提高宗教
教職人員講經佈道的能力和水平很有幫助。
同時，通過宗教界人士對「國法與教規」的
演說，理順了愛國與愛教的關係、遵守國法
與接受教規約束的關係，強化了宗教教職人
員的國家意識、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對於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維護宗教領域正
常秩序，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
應具有重要意義。

普施慈善款幫扶民族村
普施慈善是五大教共有的優秀傳統。近

五年來，浙江省宗教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
善事業，全省宗教界累積捐贈款物折合人民
幣約2.76億元。
此外，2011年普陀山佛教協會一次性捐
贈4.5億元（人民幣，下同），用於建設朱
家尖大橋（觀音大橋），創下國內宗教界一
次性捐款數額最大的紀錄。
自2009年起每年的佛誕日，杭州的天竺

路上都會出現一幕震撼人心的場面：幾百名
僧人走出寺門，頭戴竹笠、身披衲衣、手托
缽盂、腳踏芒鞋，從上天竺法喜講寺列隊出

發，途經中天竺法淨禪寺、三天竺法鏡講寺
至靈隱禪寺，一路托缽行腳，沿途接納杭州
市民和遊客的捐款佈施，所得款項悉數用於
公益慈善事業。
每年臘八節，杭州的各大寺廟就會免費

向市民派發臘八粥，還會將粥送到社區、學
校、兒童福利院和養老院，僅靈隱寺每年臘
八粥的派發就達30萬份。「這些儀式都有
着悠久的歷史，現在又被重新發掘出來，讓
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體會到宗教的
『向善之心』。」樓炳文說。
2017年，浙江省民宗委還進一步組織開
展了「慈愛慈行·共幫共創」宗教慈善精準
幫扶民族村活動，計劃到2020年，全省每
年募集宗教慈善公益資金1,090萬元，結對
40個民族村。

佛道教書畫展 倡導人文精神
為引導浙江佛道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進一

步愛國愛教、正言正行，浙江省民宗委舉辦
了佛道教「夢之魂」書畫展，這是新中國成
立後浙江舉辦的首個全省佛道教書畫展。展
出的150幅書畫作品，充分展示了浙江宗教
界人士深厚的宗教學識與藝術修養，以丹青
筆墨積極倡導人文精神，傳遞社會正能量。
此外，浙江省委統戰部和浙江省民宗委還共
同舉辦「和諧之光」音樂會，來自全省各地
的政、教、學界觀眾齊聚一堂，共同感悟宗
教文化，體驗藝術熏陶，接受心靈洗禮。

淨化佛道教形象 倡文明敬香
對於治理佛教道教領域存在的問題，

浙江省民宗委堅持法治思維和問題導向，
積極開展佛道教領域專項整治工作。
2013年以來，浙江省佛道教領域列入專
項治理案例79例，完成治理72例，治理
完成率達91.3%，成功處理了一批假僧假
道，進一步淨化了浙江省佛道教的形象。
在此基礎上，浙江省民宗委結合實

際，創造性地提出以「治熱、治亂、治
假、治俗」為內容的專項整治工作，對熱
衷於「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利用佛教
來發展經濟；對熱衷於搞名目繁多的宗教
活動，助長宗教熱；對熱衷於搞建設，互
相攀比，貪大求全等現象；對未經審批亂
建、濫建、違建宗教建築；對宗教團體和
宗教活動場所內部管理混亂，制度不健
全，對人、財、物和活動的管理不民主、
不科學、不規範；對非法舉辦培訓班，非
法開展宗教聚會、講經講道和網絡傳教
等；對假僧、假道、假活佛；對部分佛道

教活動場所商業化、功利化、庸俗化等問
題；對部分佛道教活動場所及教職人員騙
取香客、遊客錢財，旅遊企業、導遊人員
誘導遊客和信教群眾燒高香等情況，開展
了全面覆蓋的整治。
以浙江省正在推行的「三炷清香」活

動為例。2014年，浙江省開始展開文明
敬香活動，各家寺廟為遊客免費提供三炷
清香，拒絕「燒高香」、「燒大香」。實
施三年來，全省已有2,311處佛教場所及
671處道教場所達到標準，佔全省佛教場
所的 56%、道教場所的 40%。樓炳文
說，「佛教提倡只要『心香一瓣』，即能
普熏法界，凡有所願，皆蒙感應。倡導文
明敬香，有利於體會宗教真義，祈福修
身，也有利於淨化空氣，保護環境。到
2017年年底，浙江將實現文明敬香活動
在全省佛道教場所的全覆蓋，並將在已登
記備案的民間信仰場所倡導並推行文明敬
香活動。」

籲「道士下山」推道教文化
道教是中華民族傳統宗教，與中華傳
統文化的如哲學、文學、藝術、物理學、
化學、醫學等諸多領域以及民間習俗都密
不可分，「國家宗教事務局已將如何推廣
道教文化作為新的課題來研討，比如與養
生結合等等。」樓炳文表示。
在浙江的福星觀，記者看到了新辦的

太極班和古琴班，雖然佔據了道館內最好
的場所，但上課者寥寥。
對此，樓炳文坦言，福星觀高居玉皇
山上，且每次上山都要購買門票，這對普
通老百姓的吸引力就不大了。「必須改變

思路，道士要下山來，與城裡的某些大型
社區合作開班，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接觸
到道教文化。」
「道教是中國真正土生土長的宗教，

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傳承，中國
道教裡面蘊含着豐富和深刻的價值理念
和人文智慧，絲毫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
種宗教文化和哲學文化。道教的『陰
陽』、太極等理念很受西方人的追捧，
《道德經》在國外的銷量也一直很好，
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
道教可以大有作為。」

■■扶貧是李月成的責任和使扶貧是李月成的責任和使命命。。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選址山間選址山間，，遠離塵囂的綠殼蛋雞養殖基地遠離塵囂的綠殼蛋雞養殖基地。。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飼養人飼養人定時給雞餵食定時給雞餵食。。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樓炳文樓炳文（（左左））在普陀山進行調研在普陀山進行調研。。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每年佛誕日每年佛誕日，，幾百僧人走出寺門幾百僧人走出寺門，，托缽行腳托缽行腳。。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