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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崎嶇，灌木叢生。六點半，當記者趕到一
座名為松樹峧的山腳下時，江彥風已在半山

腰採了一斤多的青連翹。
「山路難行，我們從小在山裏長大的人，習慣

了。」跟隨着左權縣麻田鎮扶貧站站長劉明華的腳
步，記者循聲去找江彥風。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手腳
並用，終於見到了江彥風。

採摘連翹增加收入
江彥風告訴記者，松樹峧離村裏只有五里路，路

途不算遠。年輕的時候，她們會去十幾公里外的山
上採連翹。凌晨4點起床，晚上10點多才能回到
家。那時候一天能採50斤連翹，收穫頗豐，但也
異常辛苦。
那個時候，「月亮照到頭上」才回到家。江彥風

回憶起十幾年前採摘連翹的經歷，感慨萬分。「要
背着一袋子連翹翻山溝，可受罪了。」
劉明華介紹，麻田鎮連翹以野生為主，全鎮境內

野生連翹面積3萬餘畝，年產連翹約500噸，是名
副其實的連翹大鎮。麻田鎮家家戶戶或多或少都採
摘野生連翹補貼家用。
和江彥風一樣，江二芳與曹二梅的愛人常年在外

打工。作為郭家峪村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她們將採
摘連翹作為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我的兩個孩子都在唸書，家庭負擔比較重。現

在一天能採20斤左右的連翹，能賣100多元（人民
幣，下同）。」江二芳告訴記者，上山採連翹的人
一般都是早出晚歸，自備乾糧和水。

今年56歲的曹二梅，從十三四歲開始跟着父輩
上山採連翹，手腳麻利。「這幾年，村裏的變化太
大了，危房改造、人居環境改善等等。尤其是路修
好了，來村裏收購連翹的人也多了起來。」
麻田鎮熟峪村村民胡彥忠每天晚上都會來郭家峪

村收購連翹，一天能收1千斤左右。胡彥忠介紹，
當地村民平均每人每天能採25斤左右的連翹，僅
憑此項，年收入能達到五六千元。

人工栽植綠化荒山
據了解，山西省政府辦公廳駐左權縣麻田鎮幫扶

工作隊幫扶澤城、郭家峪、北艾舖等貧困村發展荒
坡人工栽植連翹9,000畝，北艾舖建成標準化連翹
示範園50畝，帶動貧困戶戶均年增收2,000元。
「目前，麻田鎮的人工種植加野生連翹，共15
萬畝，收入可觀。」麻田鎮黨委書記崔波告訴記
者，連翹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種植成本低，種
植技術較為簡單，在實現荒山綠化的同時，又能實
現經濟收益。
據介紹，連翹種植一次就能獲得可觀的經濟效

益。一般情況，當連翹進入初果期，每年的收入約
為1,200元/畝；一旦進入盛果期的話，能達到
2,000元/畝。整體經濟效益和種植一般農作物相比
較可增加600元，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
「等到幫扶隊為我們村種植的連翹掛果後，就不

用再跑到深山裏採摘了。」江彥風說。
小小連翹成為太行山區的「搖錢樹」，「撬動」

了深山的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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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翹（學名：For-
sythia suspensa） ，
香港俗稱一串金，是木
犀科連翹屬植物。連翹

是連花清瘟膠囊的主要成分之一，對治
療SARS和新冠肺炎有一定療效。連翹
別名旱連子、空翹、落翹、黃奇丹。為
植物連翹乾燥果實。性味苦涼微寒，入
肺、心、膽經。既善清熱解毒，消癰散
結，治瘡癰、瘰癧。有「瘡家聖藥」之
稱；且清解熱毒兼可升浮宣散透熱，常
用治外感風熱、溫病初起。

離郭家峪村二十餘公里外
的澤城村，亦從產業根本發
力，立體式發展特色增收產
業。
澤城村第一書記翟冠軍介

紹，目前澤城村已建成三個
千畝產業林，分別是核桃
林，射干、瞿麥等中藥材林
下經濟林及人工種植連翹、
側柏混栽林。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

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今年
是中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
年，工作隊在持續鞏固脫貧
成果的同時，積極推進脫貧
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硬化田間路、主街巷，美

化綠化街道牆體，改造飲水
下水污水管網，建設污水處
理站，修建文體廣場……7
個幫扶村脫貧後，工作隊引
導幫扶村積極融入「太行旅
遊板塊」，發展鄉村旅遊，
將紅色文化、綠色生態等獨
特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和發
展優勢，進一步有效鞏固脫
貧攻堅成果，變「綠水青
山」為「金山銀山」。
「站在田野，看到希望」。
正如尚繼忠在扶貧日誌中寫
下的一樣，太行山深處的山
村正在煥發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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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田鎮是八路軍總部舊址所在地，素
有太行山上「小延安」之稱。囿於抬頭
是山、低頭是溝的自然條件，這裏的貧
困村面臨着諸多「硬骨頭」要啃。

「打不贏脫貧攻堅戰，就對不起這
塊紅色土地」「一定要把『貧困大山』變成『金山銀
山』」……山西省政府辦公廳駐左權縣麻田鎮幫扶工
作隊的一句句脫貧誓言響徹太行山巔。

盛夏時節，當記者走進群山環繞的麻田鎮郭家峪村
時，郭家峪村第一書記尚繼忠正在忙着和幫扶隊員賈
曦曦、任家樂進行入戶核對信息。

見證精準扶貧帶來巨變
「這裏是太行山深處。」「90後」任家樂說，如果

沒有脫貧攻堅這項偉大事業，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來
到這裏。

此後的歲月，她見證了精準扶貧政策為這個名叫郭
家峪的村莊帶來的巨變。從泥濘的土路、破舊的窯
洞、髒亂的院子到平整的道路、紅色的瓦房、乾淨的
院落，從「靠天吃飯」到切斷「窮根」，這個昔日的
貧困山村正在向「幸福村」轉變。

郭家峪村支部書記常先鎖介紹，全村共有村民256
戶718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163戶420人，是2015
年山西省政府辦公廳正式對口幫扶的麻田鎮7個貧困
村之一。

「這些村幾乎沒有可發展的產業，就連基礎設施都
不完善。」面對難題，作為山西省政府辦公廳駐左權
縣麻田鎮幫扶工作隊隊長的郭宏偉立下軍令狀，誓言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建成高標準核桃示範園
針對貧困村的現狀，幫扶工作隊認定發展產業才是

穩定脫貧的根本出路。2016年年底，郭宏偉邀請農業
專家進村入戶實地調研，着手編寫《省政府辦公廳幫
扶左權縣麻田鎮 7 個貧困村產業發展三年規劃
（2017-2019）》及年度推進計劃，確定了發展「經
濟林、中藥材、特色養殖」的產業扶貧思路。

四年多來，工作隊堅持一張藍圖「扶到底」，協調
整合產業扶貧資金，幫助貧困群眾組建了12個專業合
作社，主要幫扶發展了核桃經濟林、連翹人工種植、
生豬笨雞養殖、光伏發電、鄉村旅遊五大產業。

在郭家峪村，建成了高標準核桃示範園，發展了連
翹種植，幫助全村貧困戶戶均增收2,700元人民幣。

在隊長郭宏偉的帶領下，工作隊建立起幫扶項目與
貧困群眾獲益的緊密聯接機制，推動產業發展由遍地
開花到遍地結果，有效帶動貧困群眾持續穩定增收。
2018年底，7個貧困村全部脫貧摘帽，總的貧困發生
率由42%降到0.42%。

為抗擊疫情出力 助決戰脫貧攻堅

打不贏脫貧攻堅戰 對不起「小延安」

連翹
連花清瘟膠囊主要成分

■ 發展產業
才是左權縣麻田
鎮穩定脫貧的根
本出路。

連翹花連翹花

連翹籽連翹籽

藥用連翹藥用連翹

■■左權縣麻田鎮郭家峪村村左權縣麻田鎮郭家峪村村
民江二芳民江二芳。。

鄉鄉村村
振興振興

■■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麻田鎮郭家峪村村民江彥風，有着二十多年的採摘野生連翹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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