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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贫不算什么，致了富才是硬道理。在李
朝阳的推动下，“合作社+扶贫”的河口模式已经
成为扶贫发展的样本。目前，全村形成了秸秆食
用菌种植、富硒茶种植与加工、中药材种植、生态
黄牛养殖、植保服务、农机服务等特色产业群。

“这里山多地少，也没有水面资源，大面积发
展种植业和水产养殖肯定不实际。”经过考察和学
习，李朝阳决定在村里搞秸秆食用菌立体种植，还
成立了合作社，使得部分贫困户当年就脱了贫。

村民沈利兵就是其中一个。“最开始是种平菇，
但我们不懂技术，怕折本，不敢加入，李书记就鼓励
我们干，做给我们看。”沈利兵2015年加入了合作
社，当年就脱了贫。通过“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
的4∶3∶3分红模式，贫困户每年可增加万余元收入。

眼下，合作社的 13 个大棚又因地制宜种起
了香菇，共吸纳了39户贫困户。首批香菇11月
左右就要“出菇”了，每个菌棒可挣上3～3.5元，
一个大棚有1万多个菌棒。看着即将丰收的“果

实”，李朝阳和社员们都笑开了颜。
“家里收入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特长啊？”桂元

黄牛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桂来胜清楚记得李朝阳
第一次上他家里的情景。3年前，桂来胜只是自己
养了几头牛维持生活。如今，他的合作社有103头
黄牛，带动了21户贫困户脱贫。“一头黄牛养两年，
除去成本，能赚将近1万元，也就是说，一头牛平均
每年有5千元利润。”桂来胜算了一笔账。

“当初，我发现生态黄牛养殖在河口村很有
发展潜力，我就鼓励老桂牵头成立生态黄牛养殖
合作社，并且帮他联系去淮南学习技术和经验。”
李朝阳介绍，黄牛养殖合作社主打“生态养殖”，
除了一些不太听话的“淘气牛”被圈养起来，大部
分黄牛都散养在牛舍后山上。

合作社、光伏扶贫、道路畅通……李朝阳的每
一步都走在人前。基础设施查缺补漏、壮大农村
电商、打造茶叶品牌、启动农村“三变”改革……李
朝阳的下一步也已经勾勒成型。

做了啥？
从无到有的“合作社+扶贫”河口模式

脱贫攻坚 一路朝阳
——记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李朝阳

10月12日傍晚，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村
部，刚刚从北京赶回的李朝阳，来不及卸下疲惫，一进
门便受到了大伙儿的欢迎和道贺。“恭喜李书记！”“李
书记这下成全国名人了！”面对赞美，这位“80后”村党
总支第一书记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10月9日，李朝阳刚领到国务院颁发的“全国脱贫
攻坚奖贡献奖”，这是脱贫攻坚领域的最高荣誉。当
天，5名作报告的获奖者代表中，李朝阳作为唯一一名
驻村干部发表了《为了289个红手印》的演讲。289个
红手印背后是怎样的故事？

“明天还有很多工作，刚刚还有贫困户打来电话咨
询小额贷款，我们就现在聊吧。”李朝阳匆匆吃了晚饭，
连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舒春龙 记者 汪婷婷 文/图

山色空濛的皖南山区，看得见的秀美，看不见的贫
困。河口村村部的值班室，是李朝阳的办公场所，也是
他的住所。

一张办公桌、一张床、一个落地扇，床头堆着的厚厚
的《扶贫手册》格外醒目。山区潮湿、毒虫多、洗澡不方
便。夏天的傍晚，床上甚至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虫子。这样
的环境，竟然让这位“城里来的”驻村书记“干上了瘾”。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机关干部，2012年，
李朝阳被省民委选派到淮南的贫困村杨镇村担任第一
书记。从犹豫到坚决，2014年，李朝阳在杨镇村的任期
结束时，该村摘掉了贫困村和后进村的帽子。走时，村
民一路送了他十几公里。

回到合肥，李朝阳心里空落落的，他竟萌生了继续驻
村的想法。“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在农村干上瘾了？”
面对不解，只有李朝阳自己知道，他确实干上瘾了。

通过向组织请战，李朝阳自 2014 年 10 月起，担任
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截至2016年底，全村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25.87％下降到1.74％，村集体收入从0突破到5万元以
上，同样实现了贫困村出列。

如今，在河口村的任期将满，李朝阳再一次感到自
己已经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脱贫攻坚是场硬
仗，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做了六七年的扶贫干部，
越干越有劲！”李朝阳憨厚地笑了。

他是谁？
“干上瘾”的贫困乡驻村书记

河口村，一个距离石台县城 39 公里的偏远山村。
全村 17 个村民组，432 户，1608 人，经 2014 年精准识
别，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41户413人。

2014年，他来时，村民一句“这个路要是修不好，你
就不用再来了”，给了他一个“下马威”。2017 年，他要
走，村民 289 个红手印请求组织留下他。3 年，这样的
转变，不仅因为村民期盼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改善
了，更因为他让乡亲们从“穷怕了”到“不怕穷”，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提振了信心。

“从进村那天开始，李书记跑遍了河口村23.69平方
公里的土地，把全村所有贫困户走访了个遍。村里有位
70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老糊涂’了，谁也记不住，但提起
李朝阳的名字，她竟然记得。”村委会主任徐光明说。

“我失去劳动力已经20多年了，李书记当时到我家
里了解情况，告诉我可以把家门口的资源——茶叶利用
起来。他帮助、鼓励我加入茶叶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增
加的收入，我现在已经脱贫了。”66岁的村民孙同根说。

3年，筹措1千多万元资金，新建村组道路9000米、
拓宽8000米，建成桥梁6座、拦河坝4座，解决了260户
群众安全饮水问题，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建成村级集体光
伏电站 1 座、户用光伏电站 40 座，宽带实现了全覆盖
……李朝阳的脱贫成绩单上满满的“对勾”。

如今，河口村 13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但仍有尚未脱贫的10户村民让李朝阳放心不下。为了
289个红手印，他决定再干3年。

“他的微信定位永远在村子里。”石台县副县
长吴亚虎提到李朝阳，说了这样一句话。在食用
菌合作社首批大棚平菇上市的季节，为了联系销
路，凌晨 3 点多钟出现在池州、铜陵、芜湖、合肥
等地的菜市场，也是常事。

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四处奔走。3 年
来，李朝阳笑称自己磨破了10几双鞋。

“前年国庆假期，李书记被山里的毒虫咬伤
了，脖子后面全部溃烂过敏。他一天也没有休息，
在我这里拔了针就去贫困户家里走访。”村卫生室
的医生徐礼桃说。那个患病的假期，李朝阳还争取
到了15万元慈善基金建设修路，那条路连接了3
个村民组，解决了100多户人家的出行。

争取10多万资金对村卫生室进行改造并增添
了医疗设备、争取240万元资金新建了960余平方

米的村幼儿园和村小学教职工周转房、争取40余
万元对村小学运动场进行了改造……此外，李朝阳
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村里好几个没学上的孩子解
决了“出路”，村民吴多平的孩子就是其中一个。

“孩子高中没考上，但是年纪还小，总不能让
他出去打工吧。我们正为这事犯愁时，李书记来
家里走访，说了一句：‘不能让孩子没学上’，然后
就帮孩子推荐到省城的技校免费学习。学门手
艺，出来工作也不用愁了！”吴多平说。

“扶贫要扶‘智’和‘志’”。为了改善农村的
精神文明风貌，李朝阳还在村里开办了“河口大
讲堂”，不定期邀请农业方面专家和创业成功人
士来传播先进理念，普及农业知识。此外，“河口
好人”“最美女性”“脱贫攻坚奖”等评选，也让村
里的日子鲜活了起来。

为了谁？
穷怕了的乡亲和289个红手印

他在哪？
田间地头和凌晨3点的菜市场

村民在生态黄牛养殖合作社里喂牛河口村食用菌合作社的大棚

李朝阳在田间地头和村民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