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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陈泽辉的女儿即将中
考，而接下来三年高中学习生活更是人生
的关键阶段。作为父亲，他深知陪伴女儿
一起度过这段时光的重要性，但为了早日
帮助安龙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他义无反
顾地来到了安龙。

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全新的工作内
容，陈泽辉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安龙最需
要什么，宁波能提供什么，挂职干部又能
做些什么”。

为了尽早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定
位，他迅速融入到新的工作团队，顺利完
成身份和角色的转换。来到安龙第二天，
他就马不停蹄地进村入户熟悉情况，短短
一个月就走遍了全县9个镇（街道）、7个
深度贫困村，实地考察食用菌、中药材等
主导产业，全面了解安龙经济社会基本情
况，以及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朌。

在这一次次的走访中，他看到了让他
感到很心酸的场景：部分贫困户家里空空
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最起码的
餐桌和衣柜都没有；放学路上，一群群留
守儿童依偎在爷爷奶奶身旁，艰难地行走
在崎岖的山路上；由于家庭困难，买不起
校服，寒冷的冬天，孩子们的身上还穿着
与身高极不相称的校服……而这些场景
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的信念。

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的基础上，他充
分征询对接两地意见，牵头制定了《安龙
县2018年-202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三年
规划》，为两地更加精准长效地开展结对
帮扶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陈泽辉深知帮扶资金要用在“刀刃”
上。为此，他反复到各项目点进行考察，
找准产业方向，帮扶资金使用重点投向了
食用菌、白芨等当地主导产业。

“安龙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适
中，为食用菌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气候条
件。”不过，在陈泽辉眼中，食用菌项目更
大的好处是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一旦食用菌项目得到长足发展，就有望解
决当地众多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实现脱
贫致富。

食用菌项目助力安龙减贫摘帽
去年带动136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58259人增收

这两天，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食用菌
产业园的琳荣丽食用菌有限公司冷库门口，不
断有菌农开着三轮摩托车前来出售香菇。冷
库外的小黑板上写着：“收购价：中小菇2.8元/
斤，大菇 4.2 元/斤。”而这个 100 平方米的冷
库，就是2016年由慈溪市安排对口帮扶资金
30万元建设的。

作为安龙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去年食用菌
种植面积达1.7万亩，产量11.22万吨，是2016
年的200倍，产值近 11亿元，带动 13613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共58259人增收。

食用菌产业的迅猛发展也是2019年 4月
安龙县顺利实现减贫摘帽的重要原因。这其
中，慈溪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挂职安龙县政
府办副主任、县扶贫办副主任的陈泽辉也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陈泽辉经常深入基层走访
困难群众，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
多方衔接奔走，主动加强与慈溪
各相关部门、爱心单位、爱心人士
的对接，用真心和真情积极争取
慈溪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

两年多来，他已累计帮助安
龙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近2000万
元，在安龙开展了助老、助困、助
学、助残、助医、助孤等系列帮扶
活动，受益人数1万余人。

他还发动身边人积极参与
“慈爱助黔·有福童享”、长期结
对助学等公益活动，奉献爱
心。在他的影响下，慈溪市安
龙帮扶工作组全体干部、专技
人员也主动参与公益捐赠、红
十字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安龙帮扶工作

组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红十字
奉献奖状。

“当自己亲身参与的一个
个帮扶项目顺利落地、顺利推
进、圆满完成的时候，周边的贫
困户从帮扶项目中得到实惠，
发挥出应有的扶贫绩效的时
候，我觉得一切的努力和付出
都是值得的。”陈泽辉说。

而更令他欣慰的是，在他
挂职安龙的两年多里，女儿也
越来越懂事了。

在一次慈溪市组织的活动
中，父女俩在视频里见面了。
在视频里，女儿这样对父亲说：

“爸爸，没有你的陪伴，我和妈
妈也会孤独，在我考试失利、失
落彷徨的时候，好想有你的安
慰，在我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

也好想和你一起分享。”其实，
这是女儿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但被她放进了书桌旁的抽屉
里，始终没有寄出去。

“但你为扶贫工作忙碌
着。现在的我能理解你了，我
会坚强勇敢，努力学习。”听着
视频另一端女儿念给父亲的
信，陈泽辉心里既感动又难
受。工作闲暇之余，他常常会
为自己没能在女儿中考时陪在
她身边感到愧疚，更为女儿取
得的进步而高兴。

“女儿那么懂事让我感到
很欣慰，虽然现在不能陪在女
儿身边，但我会在安龙一直为
她加油。”陈泽辉说。

记者 林伟
实习生 袁先鸣

“一切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陈泽辉决定向食用菌
项目投入更多帮扶资金的时
候，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
难和阻力：很多当地贫困群众
不愿意从事食用菌产业。

“种植食用菌，劳动强度比
较大，非常辛苦。”原来，食用菌种
植到了采摘期，对采摘时间要求
比较高，延误半天就能让食用菌
的品质下降很多。由于需要长
时间起早贪黑劳作，当时效益并
不明显的食用菌种植项目乏人
问津，很多贫困群众只是观望。

陈泽辉没有退缩，他立即
想到了利用示范效应来带动贫
困群众的办法。“2018年，我们
对有意愿种植食用菌的六七百
户贫困群众实行每个菌棒补助

1元的办法，从而大大减轻了他
们的生产成本。”

陈泽辉还协调安排近百万
元对口帮扶资金，由安龙县人社
局组织食用菌种植专家到现场
对贫困群众进行实用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的种植和管理水平。

项目启动实施后，为了尽
快落地见效，让更多贫困户能
够早得益多受益，陈泽辉又经
常利用节假日到各项目点实地
指导和督促，及时帮助解决项
目实施过程中碰到的各类困难
和问题，确保所有帮扶项目都
能如期建设完成，贫困户利益
链接尽早落实到位，发挥项目
最大的扶贫绩效。

在陈泽辉的积极推动下，

安龙食用菌产业这两年得到迅
猛发展。如今，安龙食用菌（香
菇）已经名声在外。去年年底，
中国贵州食用菌产业发展大会
就在安龙举行。

今年，安龙县计划实现食
用菌种植1.9万亩，努力实现2
亿棒种植目标，并以项目建设
为推手，提升种植水平，全面推
广普及一年两季种植，力争鲜
菇年产量达到15万吨；延伸上
下游产业链条，建设5万亩菌材
林基地、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以
及废弃菌棒综合利用等项目，
构建强有力产业体系；加大菌
种研发和深加工产品开发，增
强市场竞争力，推动食用菌产
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利用示范效应带动贫困群众
这些场景
让他更加坚定帮扶信念

2019年4月，陈泽辉（右）在深度贫困村钢厂村走访调研。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