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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科副科长黄丽萍：

三年援藏五年扶贫“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她是中山市第一位援藏女干部， 援藏

三年， 她在祖国最后通公路的行政县 “种
下” 万亩茶园， 书写了墨脱农牧业的新篇
章；转战脱贫攻坚大后方，她统筹协调 、出
谋划策， 助力中山帮扶昭通 4 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并开创多个“第一”。

黄丽萍用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担当，主动投
身扶贫伟业， 帮助墨脱和昭通人民走向新生活，
也在挑战中体会着人生最大的乐趣———挑战自
我，实现价值。

回顾三年援藏路和五年扶贫路， 黄丽
萍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

江门开平市百合镇儒东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桂影：

带全村从负债走向振兴“我就是追梦人”

江门市开平市百合镇儒东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19 年，获得“广东省百
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江门市
优秀党员”等称号；2020 年获
得 “第一届开平市道德模范”
“最美开平人”称号；2021 年 3
月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采写：新快报记者 农艳芳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
发科副科长；荣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优秀援藏干部”“广东省
第七批援藏队优秀队员”“优秀
共产党员”等殊荣，被西藏自治
区记三等功一次。

■采写：新快报记者 方轶

‘5+2’（工作日 +
周末）、‘白 + 黑’（白天
上班 + 晚上加班）、‘夜
总会’（夜里总开会）是
所有扶贫干部的工作
常态。 做好扶贫工作必
须有坚定的信仰和无
私奉献的爱心。 ”

“

我希望儒东成
为集现代农业、观光旅
游、特色文化等于一体
的度假地，也许是个梦
想，但我就是追梦人。 ”

“

“墨脱农牧产业的引领者”
墨脱地处西藏东南面， 风景绝美，

但深度贫困。 输血不如造血，黄丽萍大
胆设想，将中山每个区镇有特色产业的
发展模式都引进到墨脱。

为了敲开墨脱产业的大门，黄丽萍
和援藏干部一起，冒着泥石流、塌方和
雪崩的危险， 克服女性的生理期阵痛，
深入到墨脱最偏远的地区， 了解民情，
听取呼声；组织专家研讨论证，开创性
地提出了墨脱县“百千万”农牧业产业
扶持工程设想，即在 3 年内种植 500 亩
石斛、养殖 8000 头犏牛、建设 10000 亩
高山有机茶茶叶基地。 计划很快得到了
墨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也成为援
墨工作组三年扶持墨脱农牧业发展纲
要的主要内容。

蓝图虽美，落地不易。 黄丽萍发挥
专业特长，在技术上全程把关，组织专
家到墨脱指导，输送墨脱农技人员外出
学习；组织专家编订《2014-2025 年墨脱
县茶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确保产业
长远发展。 产业落地时，她和墨脱人民
同吃同住，一起建设茶园，让老百姓从
心底里认同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援藏女
干部，并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墨脱上万亩茶园已成为西藏
地区最大的茶叶种植和生产基地 ，茶
叶产业已成为墨脱农牧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唯一支柱产业， 当地干部群众
称她为“墨脱农牧产业的引领者”。 面
对赞誉，黄丽萍激动又感动，她说：“我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三年援藏，极
其珍贵，终身不忘。 ”

“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爱心”
在墨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援藏篇

章后，2016 年，她就转战到脱贫攻坚“战
场”， 负责协调中山市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相关工作。

调任扶贫开发科副科长后，她第一
时间深入中山市对口协作的云南昭通
市的大关、盐津等四个县的乡镇和村开
展调研。 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两地实
际和工作部署，中山出台了一系列重要
指导性文件， 完善各项管理对接机制，
在产业、就业、教育、医疗、旅游、人才等
方面精准发力，中山对口帮扶的四个贫
困县于 2019 年全部脱贫摘帽， 黄丽萍
也因突出贡献被广东省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通报表扬。

六年修起村大道
“胡书记，村里的路要想办法修……”
2014 年，刚上任，就有村民跟胡桂影

提建议。 “路不通”“路难走”是长久以来困
扰儒东村发展的难题，她表示“会想办法，
但要一步步来”， 村民打趣地说：“不会让
我等一辈子吧？ ”

胡桂影也很想修路，但此时村集体经
济不仅薄弱，还欠下 3 万多元的债务。 她
跟新组建的年轻村委班子成员说：“我们
努力去做，我承诺两年后一定能走上脱贫
致富的道路”。

修路、欠债、没资金，那就找。
2015 年， 村委会于上世纪 80 年代购

置的废旧厂房合约到期，需再次招商。 她
和村干部们合计，决定寻找老板承租并带
资建设新厂房，“我们拜托朋友设计厂房
蓝图，挂在镇三资平台上公开招商，顺利
吸引客商承租。 ”这给村里带来了可观收

入，也让他们看到方向。 而后，胡桂影和村
干部想方设法提高闲置土地、房屋的收益。

2019 年，儒东村以土地托管、代耕代
种、集约发展等方式流转农户土地，放在
三资平台上招商，进一步拓宽儒东村增收
渠道。 也是这一年，路开始修了，投入村民
自筹和申请的资金共 240 万元，将原本坑
洼破裂的村道修整成宽 6 米、 长 2.1 公里
的平整“儒东大道”。

胡桂影说， 随着村里经济的发展，仅
2020 年， 儒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近 22
万元。

“我是村民选出来的”
牵挂已久的道路修好了， 但胡桂影

说，做起来远没有说的那么简单。 成为村
支书后， 繁忙村务让她难以兼顾好家庭，
修整山上水闸也导致她几次意外受伤。 每
想放弃时，她总想起那句“你是群众选出

来的，他们信任你”，然后又继续扛。
除了在看得见的人居环境上下功夫，

曾任过村妇女主任的胡桂影对村里的妇
女、老人也特别关心。 不仅借传统节日组织
手工厨艺传承比拼的契机， 开展家风家训
等主题宣讲会，倡导家庭以和为重、孝顺长
辈；还发动家庭妇女、老人志愿加入美丽新
农村的建设，提高主人翁意识。 “这几年村
里不仅变美变舒适，乡风民风也好转了。 ”

儒东历史文化名村建成后，吸引众多
游客，访客们对“修旧如旧” “见缝插针”
的乡村改造方式赞不绝口，昔日沉寂的儒
东村重焕生机。

胡桂影感慨又自豪，觉得自己“带大了
个孩子”，她说最大的荣幸是收获了群众支
持。 如今，儒东村正规划建设“三区四片”，
“继续发扬‘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将儒
东打造成集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特色文化
等于一体的度假地。 ”胡桂影底气满满。

“村里正结合潭江碧道建设进一步
提升人居环境……”刚外出讲课回村的
江门开平市百合镇儒东村党支部书记
胡桂影对村里工作的进度心中有数。儒
东村将有商业区、文旅区、农业功能区，
原以为只能存于脑海的这些，如今正逐
步在这个曾经的负债村里落地。

■黄丽萍（右四）和茶农在分
享丰收的喜悦。

■胡桂影（左一）领路，与爱心企业、小朋友来到儒东村走访困难户。

■黄丽萍把募集到的全新羽绒服发放给墨脱县
边远乡镇的困难小学生。

中山

黄丽萍

江门

胡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