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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 精 竭 虑 谋 脱 贫
——记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扶贫办主任李双星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清 河 街
道橡树湾有个社区图书馆

“第二书房”，时不时会举
办特色读书会等活动，附
近居民都喜欢带孩子来这
里过周末。

“第二书房”创始人李
岩从山西来到北京后，从事
过 IT、传媒等职业，后来
辞职创办了“第二书房”。
从 2013 年 5 月 开 业 至 今 ，
李岩先后投入几十万元，并
得到妻子刘称莲的全力支
持。在实体书店普遍生存艰
难之时，他们偏偏开书店，
这让人不可思议。李岩说：

“我想做一个既能兼顾社会
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项
目，社区图书馆是最好的选
择。社区图书馆是家庭书房
的延伸，我希望孩子们在这
个大书房里，拥有更大的成
长空间，让这里成为每个家
庭的‘第二书房’。”

而这一切，跟这个家庭
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李岩和刘称莲都来自农
村。读书，是他们儿时共同
的奢望。那时，李岩家很
穷，住在窑洞。每到过年时，他父亲都会从镇上带回
一些报纸，糊在墙上当墙纸。李岩从新年伊始读墙上
的报纸，到第二年换新“墙纸”时，报纸上的内容他
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刘称莲小时候家里也没条件买课
外书，哥哥姐姐们读过的课本，就是她的课外书。直
到今天，那些被翻得又黑又烂的书和上面的插画，她
都记得清清楚楚。

源于这样的成长遗憾，李岩和妻子在为孩子创造
读书环境上，一直不遗余力。刚来北京那几年，一家
人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李岩记得，他在北京收
到的第一笔稿费是 100元。拿到稿费后，他立刻赶到
海淀图书城，把女儿期盼已久的 《最新 21 世纪少年
儿童百科》 买了回来。

李岩有个习惯，无论去哪里，随身都会带本书，
有空就拿出来读。女儿李若辰耳濡目染，也养成了这
个习惯，即使在医院看病排队，都会拿着书读。

书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变化。现在，刘称莲已经
成为一位知名的家庭教育专家，她撰写的 《陪孩子走
过小学六年》《陪孩子走过高中三年》 都成为畅销
书。李若辰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她为中学生
写的书 《一认真你就赢了》 也十分畅销。

看着社区的孩子们在“第二书房”读书，李岩感
慨万千：“我的人生、家庭都因读书而改变，社区图
书馆就是阅读最好的载体与平台。我的梦想就是建设
千千万万的连锁社区图书馆，让孩子们在书香中健康
成长。”

李岩的“第二书房”赢得了社区居民的欢迎，被
评为“北京阅读十大示范区”第一名。李岩家庭被评
为首届中国书香之家，他本人被第 24 届图书博览会
评为全国十大读书人物。

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橡树湾李岩家庭

—
—

家有诗书气自华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李双星与农民群众那种鱼水交融的

亲密关系令人感慨。阜城县的农村贫困

群众有 10 多万，随便找上一位都能讲一

段得到他帮扶的精彩故事。“给人以星火

者，必怀火炬”，李双星值得我们学习。

其一是自信。李双星十分注重学习

钻研，精通三农问题，在工作中从百姓实

际出发，处理问题游刃有余。比如发动

大家种西瓜，他敢当场保证“卖不了我全

包”；搞桃豆间作，他敢表态“换种期间的

收益都不降低”。这种自信激发出大家

的斗志，干起事来事半功倍。

其二是智慧。李双星给人留下的最

初印象,更像是精明强干的学者。在他

看来，群众需要的是引路领航的高参，工

作中动脑远比动手更重要。于是，他全

身心投入到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

中，引特种瓜果，开展粮果间作⋯⋯让农

民在有限的土地中获得巨大收益。

其三是自豪。李双星几乎天天加

班，有空就在基层转，一心想让群众过上

好日子。天道酬勤，阜城蔬菜产业从零

发展到 23.6 万亩，年收入 18 亿多元。看

到这么多农民在扶贫办帮助下致富，他

心中满是自豪，干劲越来越足。

其四是知足。“知足者常乐”用在李

双星身上很贴切。担任县扶贫办主任

前，他是全县最年轻的县级后备干部，却

转岗到扶贫办，不计报酬地开拓着，一干

就是 10 多年。他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一

句话：“我们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

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人民服务。”李双星无疑是认真践行

“三严三实”的模范。

践行“三严三实”的模范
雷汉发

寒冬腊月，华北平原进入农闲时节。
可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漫河乡许家铺村
的一座育秧大棚中，数十位农民正用南瓜
秧嫁接西瓜苗，忙得热火朝天。这时，一
个面容白净、衣着整洁的汉子进来了，大
棚中顿时热闹起来：大家纷纷起身，熟络
地跟他打招呼。

这个汉子是河北省阜城县扶贫办主
任李双星，他用 10 年时间将这个过去缺
衣少食、有着 40 多名光棍的贫困村，变成
家家住楼房、户户有存款的富裕村。

真诚的感染

阜城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在这
个农业大县中，年均收入不到 500元的农
村贫困人口就达 15 万，占全县农村总人
口的一半。2002 年，阜城县成立扶贫办，
李双星被任命为扶贫办主任。这个不惑
之年的汉子，一下感觉到千斤重担压在肩
头。怎样才能让农村群众尽快富起来？
李双星认为，只有真正贴近农村、贴近农
民，用行动带动农民，用真诚感染农民，才
能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万事开头难。李双星上任后实施的
首个扶贫项目，就让他切身感受到开展扶
贫工作的不易。那是一个区域性的周转
羊、周转猪项目。县里按照上级要求，用
200 万元扶贫资金买了羊羔、猪崽，分配
到 40 个贫困村。几天后，他来到漫河乡
倪庄查看养殖情况。可进了村子，他却看
不到羊，问村民：“羊呢？”“死了！”“死在哪
儿了？我去瞅瞅。”“埋了！”“埋在哪儿
了？”村民答不上了。原来，不少村民把价
值 500 余元的羊羔以一二百元的价格卖
掉了。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用这种方
法扶贫，不一定有成效”！

于是，李双星四处考察市场，寻找扶
贫项目。经过细致的考察后，他将投入
少、见效快、市场前景好、技术易掌握的设
施瓜菜确定为扶贫项目。在他的建议下，
县里在前八丈村和倪庄进行试点。进行
项目动员时，农民们热情很高，但到动真
格时，不少人打起退堂鼓。搞一亩大棚需
要 4000 元，政府补贴 400 元，剩余资金
主要靠贷款。盼致富，又怕风险，“不见兔
子不撒鹰”，这是贫困群众的普遍心理。

前八丈村村支书焦丛新问李双星：
“李主任，我们种了卖不出去怎么办？”正
在指导搭建大棚的李双星当即表态：“如
果卖不出去，我个人全包了！”

李双星的真诚感染了部分农民：“李
主任不图任何利益，没日没夜地帮助我们
搞农业结构调整，咱咋还能信不过他？”于
是，第一批 18 户农民参加了大棚西瓜试
点，种植面积达 480 亩。李双星从山东寿
光请来技术能手长期驻村现场指导，生怕
有半点闪失。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罕见
的暴风雨将大棚尽毁。李双星赶紧实施
生产自救，联系农资公司送棚膜、派技术
专家现场指导，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勤
劳和智慧终于战胜了灾害，当年每亩棚瓜
菜收益 4000 元，相当于农民原来收入的
近 10倍！

两年后，前八丈村发展冬暖式大棚
170 个、春秋棚 230 个，总面积 900 多亩，
占全村耕地的 70%。这个曾经人均收入
不足千元的穷村，一举成为户均收入 4 万
元的富裕村。

心灵的交融

有了成功经验，李双星以为随后的产
业推广会很顺利，然而，现实又给他上了
一课。

许家铺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光棍
村”。村里曾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喝稀
饭，拉牛套，合乡并镇都不要，穷的多，富
的少，招商没人理，引资办不到。李双星
本以为在这样一个穷村搞改革会相对顺
利，可事实恰好相反。当他入村作动员
时，村里的“小诸葛”许洪顺说：“我们村祖
祖辈辈种小麦、玉米，你让我们种西瓜，我
们不听这一套！”说完两手一甩，带着十几
位村民离开了。

李双星一打听，原来早在 1994 年，阜
城县曾刮起一阵“大棚风”。因大棚墙体
太薄，达不到温度要求，再加上经营管理
不善，大部分种植户都赔了钱。“一年欢，
二年蔫，三年拆棚运竹竿”，被大棚“坑”过
一次的农民，这次自然反应激烈。

李双星想，要带领农民致富，一定要
和农民拧成一股绳，行动才会有力量。第
二天一早，李双星就来到许洪顺家，笑呵
呵地说：“老许，咱俩交个朋友。我带你去
山东旅游，管吃管喝，你去不去？”许洪顺
弄不清李双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忐忑地
跟他来到山东寿光棚菜种植区。考察一
天后，李双星对他说，“你想要啥就买，我
付钱”。许洪顺就买了几个西瓜、几斤茄

子和青椒，待到付钱时才傻了眼，这些瓜
菜竟要 90 多元。许洪顺打起了算盘：这
么一点菜就要 90 多元，那么 1 亩地呢？
10 亩呢？山东老乡不比我文化高，凭啥
人家能比我挣钱多？

许洪顺明白了李双星的意图，满怀歉
意地对他说：“主任，我甘愿当好小绵羊，
就跟着您啃麦苗了。”“钉子户”变成示范
户，几年下来，全村发展大棚西瓜 1600多
亩，每亩收益近万元，家家户户住进新楼
房，仅轿车全村就购置了 180 多辆，村民
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村民许玉泉是该村 40 多个光棍中最
后一个成家的。他说，“没有李主任的帮
助，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他深
感生活无望时，李双星帮助他筹措资金
种植了 7 亩大棚西瓜，并进行技术指
导。一年下来，每亩西瓜收入达 1 万
元，再加上其他副业，他全年收入近 10
万元。结婚那天，李双星和扶贫办的人
都来为他贺喜。“扶贫办就是俺娘家，李
主任就是俺的引路人、介绍人、证婚
人。”许玉泉动情地说。

智慧的传递

李双星经常对下属说，“扶贫工作的
出发点是帮扶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落脚点
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这不仅需要耐心
和真心，还需要智慧的、发展的眼光，要不
断观察研究市场需求，不断尝试创新，争
取给农民带来最大的收益”。

他认为，目前全县的大棚上了规
模，但效益有待提高。于是，他创新管
理，使西瓜与樱桃、西红柿间作，豆角
与甜瓜立体种植。在农业生产中，还创
新和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土壤改良等
新技术、新方法。

李双星说，他喜欢搞农业创新，有
了想法就会努力落实。前几年，他在北
京听一位专家讲授蜜蜂授粉知识，由此
想到：“蜜蜂能给苹果树和梨树授粉，肯
定也能给西瓜、甜瓜授粉。”人工进行瓜
苗授粉是个累活儿，耗时耗工，不但效
率低，还影响西瓜质量。他立即赶往沧
州，租来几箱蜜蜂带回大棚试用。大棚
室温高达 40 多度，他蹲在里面仔细观
察，浑身被汗水湿透也全然不觉⋯⋯最
后，李双星兴奋地跳了起来，原来，一
分钟内，蜜蜂能为六七朵花授粉，这相
当于两个劳动力的工作量。“那一刻，我
体会到收获的欣慰和快乐。”李双星回忆
说。随后，他把这项技术在几个棚区推
广，不但节省了劳动力成本，还使西瓜
产量每亩增加了 1000 多公斤，含糖量
提升了 2个百分点。

用蜜蜂为西瓜授粉来自他的灵机一
动，果豆间作则来自他深度调研后的思
考。李双星深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会有很大风险。搞大棚瓜果虽然效益好，
但农业扶贫要采取多种方式。

2014 年 11 月 29 日，李双星来到北京
康依家公司门头沟区连锁超市参观时，货
架上的一排黄桃罐头引起他的注意：每瓶
罐头售价 12.5 元。李双星推断，每瓶罐
头成本应该不超过 2 元，搞黄桃深加工大
有可为。

回到阜城，他得知山东寿光市纪台镇
种植黄桃，便赶过去考察。考察结果印证
了他的推断。可桃树一般 3 年才挂果，万
一 3 年后收益不理想怎么办？这时，李双
星得到北京一家公司正在推广非转基因

大豆豆种的信息。黄桃行距 4.5 米，中间
的空地闲置太可惜，是否可以尝试与大
豆套种？大豆一季只浇一次水，既抗旱
又省事，当年就可见收益。大豆苗长不
高，不欺果树，还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氮
元素，转化成有机肥料促进果树的生
长。这样一来，即便黄桃效益不好，农
民也不会有损失。

在打听到甘肃省一名农业技术员专
门研究非转基因大豆良种繁育时，他连夜
赶到甘肃，重金聘请该技术员到阜城作技
术指导。同时，他又与阜城现代农业协会
及县龙头企业达成大豆供销协议，无论行
情如何，农业协会都将以每公斤不低于市
场价 1.5 元的价格收购大豆。他还从深
州市引进一家黄桃罐头加工厂，专门收
购、加工周边农户的黄桃。

种苗、技术、销售问题都解决了，农户
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当年李双星就在
12 个贫困村开始试种，到 6 月底，1000 余
亩大豆全部丰收。由于土壤种植条件良
好、技术指导到位，黄豆全部达到优级水
平，每亩增收 3000元以上。

行为的引领

阜城县扶贫办原副主任徐宝行说，
“李主任在我们心中形象很高大，这种高
大来自他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任扶贫
办主任 12 年来，李双星以单位为家，基
本没有休息日，成为典型的“白加黑”

“5+2”干部。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
全县 610 个村庄，对每个村的情况了如
指掌。

阜城县农工委常务副书记张俊江说，
“李双星全天候服务农民。为不影响农民
生产生活，他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农民
讲解棚菜种植技术和行情，有时还把课堂
开到大棚里，被农民朋友称为‘夜晚扶贫
会’”。十几年来，他共讲课 300 多场，听
众达 3 万余人次。每逢刮风、雨雪等恶劣
天气，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田间地头，
为农民提供帮助，全县 152 个大棚种植村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阜城县现代农业协会会长刘刚义说，

“李主任不仅关心生产，还关心流通”。在
他的带领下，现代农业协会与北京新发
地、山东寿光等市场完成销售对接，还
与北京康依家公司门头沟区 25 家超市和
8 个矿区、学校签订了常年月供 30 万斤
蔬菜的销售协议，实现“农超对接”。同
时，他还协调县供销合作社、阜城益彰
食品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发地——高碑店
新建批发市场签订了 20 个大型车位和 6
个门店的长期租赁经营协议，形成了县
农协送货、公司驻场销售的链条式运营
模式，确保全县瓜菜农产品加工、销售
畅通无阻。

阜城县发改局局长皮皓雨说，“李双
星抓扶贫工作，不仅关注眼前，更聚焦未
来”。他积极帮助创办农业园区，实现“非
转农”“工转农”，提高产业集约化经营效
益。在他的努力下，河北汇杰科技种植
园、亿生农业科技种植园等相继成立，提
升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水平。目前，阜
城县工商企业投资的瓜菜园区已达 31
家，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3.2 万亩，农民实
现了土地入股分红与打工取得薪金的双
向收益。

阜城县扶贫办副主任杨海军说，“李
双星心中装着扶贫，装着农民，唯独没
有自己和家人”。1999 年，他的妻子查
出患有乳腺癌，但他整天忙于工作，鲜
少照顾术后的妻子。2003 年，李双星妻
子的癌细胞扩散转移到肺，已经是肺癌
晚期。李双星到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
照顾妻子，期间还多次打电话与相关部
门探讨农业扶贫计划方案。医生责怪李
双星，“你把阜城县的扶贫会议开到了外
省医院的病房”。

天道酬勤。在李双星的带动下，阜
城县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13 年来，该
县先后投入扶贫资金 2.1 亿元，实施农
业扶贫开发项目 200 多个，其中最为出
色的是从零起步的大棚种植，年销售收
入超过 18 亿元，帮助 9.7 万人口实现了
稳定脱贫。由于贡献突出，李双星获得

“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中国梦·赶考
行——最美河北人之百姓喜爱的好官”
等荣誉。 1 月 9 日，辽宁锦州市松山新区松山街道松山村返

乡农民工蔡金秋(左二)带领孵化厂姐妹们为雏鸡防

疫。蔡金秋带领村里妇女创办种鸡专业生产合作社建

孵化厂，现每月孵化雏鸡 12 万只,月收入 50 余万元,成

为松山新区养鸡龙头企业,百余名返乡农民工直接或

间接实现再就业。 李铁成摄

打工妹返乡创业

图① 李双星和大棚种植户交流。 陈 康摄
图② 李双星到许家铺西瓜育苗大棚走访。 陈连胜摄
图③ 李双星指导农民进行大棚种植。 陈 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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