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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3日，在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門前，董新英代表全媒體脫貧攻堅專題報道組莊嚴
宣誓後，開始了她與團隊的「三年扶貧攻堅」報道任務。

實地採訪雖苦 做好報道卻樂
第一站是深度貧困縣青岡縣昌盛鄉幸福村，董新英回憶
說，近3年來的採訪就如同這座鄉村的名字一樣，雖辛苦
但幸福。
她說，因為正值農忙時間，早晨五六點時便開始田間作
業。早上6點，她與同事準時來到幸福村的玉米地邊，隨着
挖掘機顫顫悠悠地升到十米高空，相機的快門開始響起。
後來她才知道，攝影記者的恐高症在那台挖掘機上被治
好了。
而與望奎縣東郊鎮貧困戶老張相識
後，報道組成員們知道幸福村早上6點
採訪只是「小意思」，因為老張是當地
起得最早的人。要記錄他一天中的開
始，必須和他起得一樣早。
老張是村裏脫貧致富的帶頭人，他一
戶帶七戶，做起了果蔬大棚扶貧項目。
「明天我們跟你去『開菜』（將果蔬

賣給菜販）。」「我可是午夜12點就進
城，4點之前散市，真來嗎？」
2017年8月30日凌晨3點，整個小城

處於一片漆黑之中，強撐不打哈欠，努
力與睡意作鬥爭，當報道組與貧困戶老
張在望奎縣城的前進街中心位置匯合
時，早市「開菜」的貧困戶看到他們，
驚訝地說，沒想到當記者也不容易。
董新英說：「老張只是眾多貧困戶中
最為平凡的一人，也許他的收入並不多，脫貧致富的腳步
並不快，但他們不斷發掘自身潛力，勤勞實幹，不但自己
努力脫貧，還不忘記幫襯鄰里。」
董新英說：「凌晨三點的早市只是開始，深夜到站的火
車、泥濘難行的鄉村小路、深陷泥濘的採訪車……每一種
體驗都歷歷在目。」「但當你看到曾蓋不起新房的人搬進
了村裏的幸福大院，過年還吃不上餃子的貧困戶頓頓飯都
能吃到肉的時候，我們邁開的腳步就會更加有力。」

相依為命祖孫 安居故事動人
令董新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安居的故事。2017年9月13

日，在湯原縣太平川鄉太華村幸福大院，78歲的李鳳蘭和
32歲的汝帶弟進入了她的視線，因為她們的笑容格外甜。
李鳳蘭在淚水中向董新英講述了和孫女相依為命的故
事。這次採訪，董新英也是流着淚完成的。
李鳳蘭說：「帶弟不是我的親孫女，是她媽媽嫁過來時
帶來的女兒。她媽媽去世了，這孩子就無依無靠，後來還
得了腦溢血，落下了嚴重的後遺症。最難的時候，我都想
過我倆一起喝藥算了。」
一間房子是安居的小小夢想，住進幸福大院，祖孫倆燃
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安居，在這個小村裏終於不再是夢。

董新英說：「2019 年冬
天，地理坐標那是中國最北
貧困村——漠河市北極鎮北
紅村，白天氣溫零下30（攝
氏）度；到了晚上，這裏的

最低氣溫可達到零下50（攝氏）度。16個
小時火車，再坐三個多小時的汽車，才能
到達北紅村。在低溫天氣中來到神州北
極，不同於南方遊客來這裏『找北』、看
雪，感受冷。而我們的任務是為記錄『最
北』貧困村裏的暖心脫貧故事。」

2017年冬天，董新英和往常一樣踏上了
現在已經很難見到的綠皮火車，目的地是北
上中俄邊境縣城孫吳。

她說，這是記憶中最冷的火車，從哈爾
濱到孫吳用舊車廂組裝起來的火車靠燒煤供

熱，但因管線老化，車廂遲遲未暖。車窗邊
結了薄薄一層冰，冷颼颼的涼風一個勁兒從
封閉不嚴的車窗縫隙中往車廂裏鑽，嘴裏呼
出的熱氣凝結在冷空氣中形成水霧，穿上厚
厚的羽絨服蓋上棉被仍渾身戰慄。凌晨5點
下火車，縣城一片漆黑。

見證貧戶住上暖屋
踏着黑土地，腳步不停歇 1,000 個日

夜，董新英已走過了 30 萬公里的路程。
田間地頭、農家炕頭、建設工地、牛圈豬
舍都成了董新英和報道組經常駐足的地
方。採訪路上溝溝坎坎、磕磕絆絆，卻沒
有過任何退縮。她說，冬天的黑龍江雖
冷，但看到貧困戶住上暖屋子了，心裏是
再暖和不過了。

28個縣，1000多村屯，30萬公里 黑龍江日報記者董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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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一項項分量十足的獎項也印

證了她3年來對扶貧攻堅採訪的堅守。

春夏秋冬，寒來暑往，董新英坐過整宿

的硬座，捱過最冷的綠皮火車，採訪車陷

入過爛泥坑。進牛棚、鴨舍、豬圈……在

農田裏被毒蚊叮咬，採訪到深夜，這些也

早已是這個報道組成員們的日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董新英喜歡一句話，「我們在時光中奮鬥，我們在時光
中成長。」她的筆記錄了很多溫情的故事。
剛剛報道扶貧不長時間，董新英就接到齊齊哈爾食藥監

局派駐龍江縣龍興鎮新功村第一書記陳寶發的電話，他剛
剛從北京帶回來了全國脫貧貢獻獎，迫不急待的與董新英
分享了這個喜訊。
陳寶發「火」了，這是他兩年前來到新功村未曾想到的

事。「我能多『火』？」這是他見到董新英說的第一句話，
「我要是真能大『火』，那我們的杜鵑山就能更『火』，客
流量上來了，我們村民明年的增收就更快了。」

農戶：10多天賺抵過去一年
董新英尋訪陳寶發的扶貧故事從走進新功村開始。
當她走進這個黑龍江西部偏遠的山區，一塊「杜
鵑山」的標誌引起了她的注意。而為了打造杜
鵑山旅遊，陳寶發和村民歷經了無數日夜的辛
勤努力。

在陳寶發的啟發下，當地農民王紅
霞開了一家農家樂。「雖然杜

鵑花花期短，但十多天的時間就能收入2萬多元（人民
幣，下同），這可是往年一年的總收入。沒有陳書記追着
走，我哪能開農家樂？」
王紅霞說：「我就是村裏做豆腐的，陳書記非讓我幹一

個農家樂。當了一輩子農民，哪能想到做買賣？陳書記來
來回回跑了不知道多少回，後來都要跟我急眼了。」
為什麼有這麼大把握讓王紅霞開農家樂？陳寶發站在王

紅霞的農家樂門前往遠處一指，「你看那座山就是杜鵑
山，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鵑花，美極了。上山賞花，能不
下山吃飯？」
王紅霞說：「我這個農家樂不大，（但也）帶動

了5戶貧困戶，僱工都讓貧困戶先來，這是陳書
記交代的任務，一個人一天能賺 100塊錢
呢。」
如今，杜鵑山下已有多家農家樂，

旅遊帶動增收效果明顯。粗略統
計，2016年杜鵑花節期間，帶
動的相關產業收入達300
餘萬元。

��$

在明水縣樹人鄉對面城村，開發種
植黑土豆（一種彩色土豆品種），對
習慣種植「老三樣」（黑龍江省傳統
種植水稻、玉米、大豆）的村民們意
義重大。
第一年，于德友種了8畝地黑土豆收
了5,000多公斤，駐村工作隊幫着賣出
去2,500多公斤。一公斤賣4元，收入1
萬多元。
于德友說：「駐村工作隊的兩人坐上

我的小電驢，在地裏灰頭土臉幫我收了
一天的黑土豆。義務勞動了一天。我
說，留他們在家吃晚飯，他們卻說，黑
土豆收完了，得趕緊賣，我們鼓動你種
的，得幫你銷出去才行。」

「轉變觀念要循序漸進」
呂天生是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駐明水

縣樹人鄉對面城村駐村工作隊隊長。看
着于德友家地裏的黑土豆豐收，呂天生

和工作隊隊員孫凱強很高興。
「種地不能守舊，需要轉變傳統觀

念，這需要我們循序漸進地引導。」
呂天生說。
于德友說，看見他種黑土豆賺了

錢，村裏的人才眼饞了起來，開始琢
磨老地新種。而他最初能下定決心種
黑土豆，也全靠孫凱強的游說。
而除了種黑土豆，工作隊還打算讓

村民試種紅穀子（一種稻米）。

搭過「最冷火車」去過「最北貧村」

對面城村幫扶工作隊：引導村民種黑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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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3日，報道組出發，報社領導授旗
送行。 受訪者供圖

■三年來，董新
英的腳步踏遍龍江大

地28個貧困縣。圖為董
新英在一個貧戶家中

採訪。
受訪者供圖

■董新英代表黑龍江日報報
業集團全媒體經濟新聞中心
領取2019年全國脫貧攻堅
獎組織創新獎。 受訪者供圖

2017年：
5個國貧縣（富裕縣、甘南縣、

撫遠市、饒河縣、望奎縣）

8個省貧縣（巴彥縣、木蘭縣、

克山縣、依安縣、杜爾伯特蒙

古族自治縣、孫吳縣、勃利

縣、綏稜縣）

2018年：
10 個國貧縣（龍江縣、克東

縣、泰來縣、湯原縣、樺川縣、

樺南縣、同江市、綏濱縣、明水

縣、蘭西縣）

2019年：
5個國貧縣（延壽縣、拜泉縣、

林甸縣、海倫縣、青岡縣）

截至2020年2月份，以上貧困

縣全部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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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賞杜鵑花杜鵑花
品品農家樂農家樂

■■新功村的杜鵑新功村的杜鵑
花季為當地農民王紅花季為當地農民王紅
霞的農家樂帶來增收霞的農家樂帶來增收。。
圖為王紅霞農家樂的圖為王紅霞農家樂的

採擇園採擇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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