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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臂羊倌”退低保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刘芳芳

近日，在江西鹰潭市信江新区周塘村
艾先元的家里，村民张凌志紧握他的手不
住地表达感谢。

这天，张凌志的儿子、聋哑人张新立独
立完成了第一件机雕作品——以樟木为材
质的木质道冠，经检验为合格产品，这是
张新立接受艾先元 2 个多月悉心指导后
的“处女作”。从 2017 年至今，艾先元无
偿教授 20 余名村民学习机雕技术，其中
包括 3名贫困户，张新立就是其中一个。

今年 42 岁的艾先元，从事木雕多年，
学得一手好雕艺，小的玲珑吊坠、大的精巧
摆件，都曾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两年前
艾先元患上重病，家中因此一贫如洗，成为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 年 5 月份，艾先元病情好转，萌
发了雕刻创业的想法。在政府支持下，他
筹资两万余元购买了一台只有一个雕刻头
的小型数控雕刻机，实现创业梦想。

重新走上创业路，又是雕刻老本行，艾
先元非常开心。但他也知道，与传统雕刻
相比，数控雕刻有很大不同。数控雕刻机
是通过计算机内配置的专用雕刻软件实现
图样设计和排版，通过控制雕刻头，雕刻出
在计算机中设计的浮雕图形，实现雕刻自
动化作业。“做工艺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过
硬。”2017年 6月份，艾先元跟班学习数控
雕刻原理，从零学起，边摸索边实践，技术
有了很大长进。

掌握了数控雕刻技术后，艾先元开始
接单加工。“这是我接的第一个产品订单，加工500多个产品，每个能
赚 3 元钱。”艾先元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木质道冠，脸上满是喜悦。
一年来，艾先元共加工了2万多元的雕刻产品，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今年7月份，艾先元注册成立了工艺品公司，购置两台大型数控
雕刻机。“两台刻机共有 14 个雕刻头，3 个月加工了 2000 多个木质
道冠，赚了7000多元钱。”雕刻机加工时发出轻轻的“吱吱”声响，艾
先元听到的却是美妙音乐，他沉浸于这美妙的音乐中，精神倍增。

在公司狭小的设计室里，艾先元拿出一柄1米多长的桃木剑，剑
身制作精良，线条流畅，上饰道家真言、北斗七星等精美文字花纹。

“这是昨天新接的订单，工艺较复杂，我正在摸索电脑工艺图的制
作。”艾先元说，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求教。

在不断摸索精雕技术的同时，艾先元也一直在为想学雕刻的贫
困村民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公司运营步入正轨后，他在扶贫方面投
入了更多精力，除免费传授技术，还为学习者提供原材料和工具以及
就业岗位。35岁的贫困户彭志旗是一名聋哑人，艾先元让他帮助看
管机器，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同时还免费教授彭志旗学习数控雕
刻技术。如今，彭志旗已能熟练掌握雕刻技术，收入增加了，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

不断精进的技术，充满魅力的商机，艾先元对未来充满希望。他
信心满满地说：“政府给帮助，但脱贫致富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目前，
他正在扩建厂房，为帮助更多人脱贫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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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柳老人”刘铭庭：

“一生献给祖国治沙事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绣出非遗传承新路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影报道

如今，已经 85 岁的刘铭庭依然
忙碌。记者日前见到这位老人时，他
刚参加完一项柽柳保护实地考察活
动，从青海同德县回到乌鲁木齐。作
为植物学家、知名治沙专家，刘铭庭
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退休后，仍在关心红柳研究、肉苁
蓉培育和推广工作。

“我研究红柳 60 年，就做了两件
事：发现了红柳新品种；发明红柳肉
苁蓉人工种植技术，创下小面积亩产
2000公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刘铭庭
说：“研究了一辈子红柳和肉苁蓉，我
放不下它们。”

“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1956 年在兰州大学生物系学习
的刘铭庭去新疆实习，来到孔雀河下
游尉犁县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沙
漠里热得很，生态条件差，一定要改
善那里的环境。”那次经历，让刘铭庭
终生难忘，也让他暗下决心：“把自己
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治沙事业。”

第二年，刘铭庭从兰州大学生物
系毕业。毕业前，他满腔热情地给当
时的高教部写信，主动请缨到边疆，
投身治沙事业。“我到新疆工作，就是
要改善生态环境，这是一份事业。”刘
铭庭说。

要胜任工作，先磨练意志。到新
疆两个月后，自治区团委号召广大青
年参加义务修渠，从山上修建一条30
多公里的引水渠，刘铭庭主动报名参
加。整个工程分五期，别人都是一个
月轮一期，刘铭庭则是从开始修建到
通水，参与了建设全过程。

研究红柳，就要与沙漠打交道，必
须常往沙漠里钻。一天早晨，因为前一
天夜里下了雨，非常凉爽，刘铭庭和同
事就光着脚向沙漠腹地行进。10点钟
太阳出来了，沙子的水分很快被晒干，
滚烫难耐。“我们走两步就跪下来，把
脚翘起来凉一下。因为沙子表面太热，
几乎没法走。”刘铭庭笑着回忆，“幸亏
我们带着采集土壤用的布袋子，把它
套在脚上，赶快跑回去”。

“刚参加工作时，脑海中就两个
想法：一是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二是在艰苦的劳
动中锻炼自己。”刘铭庭说：“在沙漠
里工作，确实很苦，但保持好的心态，
反而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因为我有
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研究出成果。”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1959 年，刘铭庭参加中国科学

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科学考察队，走进
荒漠，寻找优良的固沙植物品种。“考
察中他发现一个很高的沙丘上长满
了红柳，针形的叶子与众不同。”红柳
又名柽柳，刘铭庭当时意识到这可能
是一种新型柽柳，会在防风治沙中发
挥很大作用。“这种红柳生命力顽强，
如果流沙将它掩埋，它还会继续向上

生长，而且它的枝条柔性好，抗风沙
能力极强。”

刘铭庭对这一品种柽柳作了深入
研究，后被学术界命名为“塔克拉玛干
柽柳”。此后，刘铭庭又相继发现了莎
车柽柳、塔里木柽柳、金塔柽柳等新品
种，成为柽柳属植物研究领域公认的
权威。“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刘铭庭
说，“在深入接触自然界的过程中，你
会发现可学的东西很多”。

从“六五”到“十三五”期间，刘铭
庭承担了多项国家和自治区荒漠化
治理重点科研项目，成为我国该研究
领域学术带头人。在流沙地、重盐碱
地通过引洪成功，大面积恢复和发展
了红柳灌木林，十余年间推广400万
亩，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刘铭庭获得过联合国、国家、省
部级奖 28 项，在防治荒漠化领域是
获得国际奖项最多的科学家。

“科研成果要应用于实践，在实践
中接受检验。”这是刘铭庭坚持的原
则。历史上三次被迫迁移的和田地区
策勒县，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又面临

“流沙围城”困境。在自治区一次现场
会上，刘铭庭和同事提出用 5 年时间
治理流沙 6 万亩，植被覆盖率恢复到
30%至 40%的目标。随后他将自己多
年的科研成果应用在策勒县流沙治理
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仅用3年就完成
了任务，红柳等植被覆盖在15万亩流
沙上，流沙前锋后退了逾4公里。

“治沙致富一盘棋”

“科研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将红
柳的研究成果大面积应用于固沙造
林。”刘铭庭认为，治沙致富一盘棋，治
沙不能只靠投入，还要有产出，发展沙
产业，让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

1985 年，刘铭庭在中科院新疆
生地所策勒沙漠研究站开始试种红
柳肉苁蓉。红柳肉苁蓉是寄生在红柳
上的肉苁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试种成功。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
田地区长年饱受风沙之害，该地区于
田县政府部门负责人慕名找到已退
休的刘铭庭，寻求治沙之策。于是，刘
铭庭从治沙站拿出自己培育的红柳
肉苁蓉苗木，赴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
乡试种。

为了便于观察和研究，刘铭庭在
沙漠里自建的土坯房中住，没有水，也
没有电，生活物资要从外面运来，生
活、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周边几公里，
除了他和老伴，再没有人居住。刘铭庭
为此买了一辆毛驴车、一只大水桶，从
外面拉回漂满虫子的涝坝水饮用。起
风沙时，昏天黑地，沙漠中的几间小屋
被尘沙包裹，有时门都难以推开。

在沙漠中生活，刘铭庭的老伴储
慧芳养成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因为怕
忘了每周二的集市，一周所需的生活
用品都要去集市采购。儿子、女儿来
探望，看到艰苦的生活条件，禁不住
泪如泉涌，恳请父母回乌鲁木齐生
活，被父母回绝：“有淳朴乡亲们的等
待，在这里研究、培育肉苁蓉，不觉得
苦。”

“当试验地里种出肉苁蓉，让乡
亲们看到了增收的希望时，这比做多
少场报告效果都好，找我学技术的人
也越来越多。”刘铭庭高兴地说。

“将技术交给老百姓”

为了“给群众吃定心丸”，刘铭庭
手把手教农民种植肉苁蓉，告诉乡亲
们“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带

领更多人在治沙中致富。年过 80岁，
刘铭庭还经常骑着电动车去指导农
户生产。

如今，和田地区推广红柳、肉苁
蓉种植成效明显。在刘铭庭的示范带
动下，肉苁蓉种植面积近 50万亩，和
田已成为我国肉苁蓉药材重要的产
地、集散地及交易市场，并开拓出国
际市场。于田县沙区红柳肉苁蓉种植
面积达到 16万亩，总产量达 1.6万吨
以上；肉苁蓉亩产最高达200公斤以
上，一亩收入4000元至8000元。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种植专
业户达吾提·阿布都拉说：“以前家里
穷得很，在刘教授的指导下，种上了
肉苁蓉，日子越过越好，家里不仅盖
了新房，还买了小汽车。”

由于刘铭庭多年来为肉苁蓉人
工种植研究和大面积推广应用作出
了突出贡献，群众称他为“红柳老人”

“人工肉苁蓉之父”。1995 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在第一个“世界防治荒漠
化和干旱日”，将首次设立的“全球土
地退化和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
授予了刘铭庭主持研究的“盐碱地、
沙地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红柳造林
技术”项目。刘铭庭作为“策勒流沙治
理研究”成果的主要完成者，也同时
获得了这一奖项。

对于各种荣誉，刘铭庭看得很
淡。刘铭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如今仍继续走在研究推广红柳、肉苁
蓉种植的道路上。“科技工作者不能
图名利，而是要将技术真正交给老百
姓。”现在，许多沙漠边缘地带都被农
民种上了红柳和肉苁蓉，既绿化了沙
漠，也让农民得到了收获，改善了生
活。刘铭庭说：“沙漠边缘绿起来的同
时，乡亲们也富起来了，这才是我最
高兴的事。”

从小时候的兴趣，到如今的非遗传承事业，裕固族“巧姑娘”杨海
燕把民族服饰制作技艺发展成了产业，当初的小作坊也一步步“绣”
成面向国内外市场的企业。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肃南县是全国唯一、甘肃独有的裕固
族自治县，也是全国 28个人口较少民族县份之一。裕固族婚俗、裕
固族服饰、裕固族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从小跟随祖母和
母亲学习民族服饰制作的杨海燕就是裕固族服饰的传承人之一。

2008年，杨海燕成立了以设计制作民族服饰、演出服饰和研发
销售民族手工艺品（刺绣）为主的民族文化企业，将裕固族特色手工
刺绣工艺品与现代创意设计、科技和时代元素相融合，先后开发生产
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工艺品3大系列380个种类，其中78个产品
获得国家专利。

杨海燕还依托企业成立了裕固族服饰传承培训基地，每年举办
3 期至 5 期手工技能培训班，目前已培训社区无业人员 3000 多人
次，带动就业 220 多人。其中，30 多人通过培训已自主创业走上了
致富路。

杨海燕（左一）指导当地妇女学习刺绣技巧。

特色浓郁的裕固族民族服饰广受国内外游客青睐。

今年 45 岁的曹建新，是河南荥
阳市汜水镇新沟村二组村民，人称

“无臂羊倌”。去年，曹建新开办了一
家养殖合作社，养了 200 多头羊，预
计今年可收入五六万元钱。

去年9月份，曹建新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如今他已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然而，没有人相信，曹建新去年
还是个低保户。

2017年8月份，曹建新正式退出
低保，成为一名创业者，带领本村其
他困难户脱贫。他说：“我有能力挣
钱，不需要低保，还是把低保留给更
困难的人。”

“无臂羊倌”曹建新三退低保的
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一退：多方相劝下“败战而归”

曹建新 3 岁那年，因触碰电线，
不慎失去双臂，落下终身残疾。行动
不便的曹建新只念了两年小学。十
多岁时，曹建新看见村里有人放羊，
不愿在家无所事事，求父亲为自己买
了两只羊，开始学着养。

2005年9月份，生活困难的曹建
新一家被列入汜水镇低保户。

2016 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已经积累了一定养羊经验的曹建新
在帮扶干部的支持下，利用扶贫资金
扩大生产，羊群规模突破百只，当年
收入超过3万元，2017年曹建新一家

顺利脱贫。
享受了 12 年的低保待遇的曹建

新决定，主动退出低保。
2017年4月份的一天，风和日丽，

曹建新踏上了去镇民政所退保的道路。
从村里到镇上有六七公里，中间

要爬坡，并穿过两个隧道，曹建新不
能开车，于是步行了 40 分钟的曹建
新，终于来到镇民政所。

“姐，我来退保。”见到时任汜水
镇民政所长的高魁英，曹建新迫不及
待地说。

“你退啥保？看看你这条件，一
个月能拿六七百元钱贴补家用多
好。别退了别退了！”高魁英说。

“我家里现在有 100 多只羊，长
得可好了，今年卖羊应该能挣个万把
块钱，不用吃低保了。”曹建新还是坚
持要退，“你给我退了吧”！

“不是我不给你退，你啥都没有
带，资料没有，不能办。”高魁英说，

“你赶紧回家吧，退啥啊，人家想吃还
吃不成呢”。

周围人也七嘴八舌地说：“看看你
条件啊，家庭确实困难，还是别退了。”

曹建新只好闷闷地回了家。

二退：退保之路又“无疾而终”

一个月后，曹建新再次来到镇民
政所。身上带着齐备的证件，低保
证、户口本、身份证……曹建新想这

样应该可以成功退保了。
“你咋又来了，还是来退保？”高

魁英问。
“是啊，我还是觉得应该退保，我

自己能养羊挣钱，不用吃低保，还有
比我更困难的人需要这些钱。我把
证件都带全了。”

“其实，不给你退低保是怕你一
个人养羊，万一出个啥事，你低保又
退了，可咋生活？”高魁英苦口婆心地
劝道，“你看之前你的羊生病，你急得
那个样子，虽然最后好了，但真出个
啥事，咋办？不是又返贫了？我不会
给你退保的，你回家吧”！

回去的路上，曹建新越想越觉得
自己需要改变现状，他决定在村里办
一个养羊合作社。

曹建新一直都有个心愿，就是创
办一个合作社，可以帮助像他一样的
贫困户脱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
己有固定收入，就不能再享受低保政
策的优惠。”他觉得现在正是开办合
作社的重要时机，不仅自己能成功退
保，还能帮助其他困难户。

2017年8月份，在镇党委、政府的
帮助下，曹建新把村西头废弃的窑洞
改造成羊圈，注册成立了养殖合作社。

三退：成功退保喜笑颜开

2017 年 8 月 21 日，又是一个不
错的天气，阔别多日的曹建新再次站

到高魁英面前。
看到曹建新的证明材料，这一

次，高魁英再也找不出劝阻他的理
由，心服口服地给他办理了退保证明。

在退保后的几个月里，曹建新帮
助众多乡亲走上养羊致富的道路。
他负责提供种羊，免费赊给村民，待
村民们赚回钱再还他，成功解决了村
民致富缺少启动资金的问题。

50 多岁的张军山也是村里贫困
户，自己患有腿疾，儿子还有癫痫病，家
里生活困难。曹建新主动邀请张军山
加入合作社，带他一起养羊致富。

“现在村里正发展旅游经济，路
两边都种上了花和树。我也不能落
后，把院里屋前一块平地围起来养
羊。”曹建新笑眯眯地说：“到时候村
里旅游搞起来了，我给游客提供羊肉
吃，打造旅游链条。”

“姐，我拿奖了，这是发的奖杯。”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参 加 完

“2017 河南十大扶贫人物”颁奖典礼
的曹建新没有回家，直接带着奖杯赶
到汜水镇民政所向高魁英所长报
喜。他是郑州市唯一入选的全省十
大年度扶贫人物，同时也是全省唯一
上榜的农民。

“我还想开拓一下合作社的业
务，除了养羊，再养点鸡。”曹建新说
起未来满是期望，“我想帮助更多的
人，争取户户都能脱贫”。

下图 刘铭庭在野外考察红

柳。 （资料图片）

上图 刘铭庭（左三）与肉苁蓉种植户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