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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煌

闽宁协作情谊代代传

2020 年 8 月 26 日，福建省委发出了向“时代楷模”闽宁对

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学习的号召，这是对我们援宁干部工作的肯

定。这也让我回想起了 7 月初，我正在冯庄乡黄芪基地调研建设

中药材加工扶贫车间的可行性，当得知中央宣传部授予闽宁对口

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时，作为其中一员，我心情

激动得无以言表。是呀，这是 11 批 185 名援宁干部的共同荣耀！

2018 年 12 月，我作为福建省第 11 批援宁工作队队员，第

一次踏上彭阳县的土地，开始我的扶贫工作。

彭阳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边缘、六盘山东麓，是一

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从四季常绿的东南海滨到白雪皑皑的西北一隅，我既感到新

奇，同时也十分忐忑：面对陌生的环境、沟通的障碍，以及不同

的地缘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我能为彭阳脱贫摘帽做些什么？怎样

才能做得更好？我翻来覆去思考着。

待在办公室是想不出好方法的，我跟着同事们开始进村入户。

“你好，我是福建来的林其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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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的闽南味普通话，村民眼中先是闪过一丝困惑，但当听清

“福建”两个字后，他们就立刻变得熟络起来。

“福建我知道，（闽宁）协作帮了我们好多忙。”打开话匣

子，我和村民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很多，一些年长的村民还会拉住

我的手，指着家里的相册聊起来。

“那时候我们住在山上的窑洞，没有电，天一擦黑就睡了，

也有人点上煤油灯，可也把灯芯压得低低的，只能照亮一小片地

方，地上掉了东西都看不清。”

“水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是靠天吃水，趁着下雨赶紧把水

2018年12月，林其煌初到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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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窖子里，哪个村能有个水井，那就不得了啦！”

“现在不一样咧，有了水，有了电，你看这水，我一拧就有

了。”一个村民说着就自豪而麻利地拧开了水龙头。

自 1996 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

领导小组，闽宁协作就拉开了序幕。从最开始的“吊庄移民”，

到后来的解决水电入户，援宁工作队一点一滴的付出滋润着彭阳

人的心田，彭阳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正在节节攀升。

这变化在白岔村更为明显。村民吴正彦说：“平时都忙活中

药材种植哩，闲了还可以到（扶贫）车间打打工，收入一直增加，

孩子已经大了，现在生活很满意！”老人家乐呵呵的，脸上是藏

不住的幸福。

走进白岔村，我心里豁然开朗：因为有了先前的通水通电

通路，基础设施先行，才有了后续中药材种植基地落地，以及

闽宁扶贫车间的投产。也正是依托村里良好交通条件，再加上

县里搭建的村级电商平台，白岔村闽宁扶贫车间生产出的商品

才能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村民的钱袋子也才会越来越鼓。

扶贫工作，闽宁协作前辈们搭好了“架子”，我们如今可

以大展拳脚。经过三个月的走访，我们确定了一个新的扶贫项目：

把一部分闽宁协作资金投入矮砧苹果种植示范园的建设。

苹果好吃，但种植不易。水源、人口、气候变化、地形……

每个选址因素都会对苹果种植示范园的经济效益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为此，我们找到县自然资源局的技术专家，摊开地图反复

敲定选址细节，最终确定在 12 个贫困村各建一个百亩矮砧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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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园的计划。

为帮助村民们学手艺，我们组织他们到红河镇红河村的矮砧

苹果试验种植基地参观学习，结合闽宁协作先进经验，在示范园

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 企业 + 农户”的合作建设模式。

村民通过流转土地给村集体，可以获得一份收入，在示范园干活、

入股也可以获得报酬。村集体获得收入后，还可以支持帮助困难

户，减轻政府负担。

2020 年，对口帮扶工作组共投入闽宁协作资金 4400 万元，

其中有 2200 余万元用于在全县 12 个水源充足、温度适宜的贫困

2019年10月，彭阳县红河镇矮砧密植苹果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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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煌（前排右一）在介绍矮砧苹果示范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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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优质矮砧苹果示范园基地。

入冬前，示范园邀请农业技术骨干来修剪果树、做好封冻

期管理，确保来年果树长势良好。想到三年后苹果丰收，还可

以围绕苹果园建设农家乐、旅游观光等产业链，我心里真比吃

了蜜还甜。

从村里路面硬化到村民家中通自来水，从闽宁协作扶贫车间

开工到苹果示范园建成，这是一代代援宁干部的荣誉勋章，也是

一个个“我”的真诚付出。1996 年开启的闽宁协作情谊，将在

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地久天长。

口述：林其煌〔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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