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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不仅意味着增加收入，还意味着改
善生活，这是李明对脱贫的理解，也是一名扶
贫干部心系群众的“初心”。

到望谟县后，李明参与了当地人才交流项
目库的建设，组织两地人才培训630余人次。仅
2018年一年，两地人才交流的人数就比2017
年增长了30倍。

人才交流给望谟当地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变
化是显而易见的。

可能很多人无法想象，之前在望谟县当地，医
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白内障手术都不会做。就医
难，让当地老百姓的“幸福感”“满足感”大打折扣。

“我们到望谟后，一方面将积累的临床经
验分享给当地的同行，另一方面组织他们到余
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余姚市第二医院
医生黄晓柯说。

如今，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眼科医护队伍

已经在望谟当地“茁壮成长”。
在短期帮扶期间，给黄晓柯留下最深印象

的，是李明对“人才扶贫”的高要求——
从2018年至今，余姚共派出8474名专家型

人才到望谟县短期帮扶，而这支人才队伍的构
成，来自望谟县当地罗列的一份“人才清单”。

“当地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派相应领
域的专家去。”李明说。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在一些当
地老百姓急需的，重点学科、领域的人才派遣
上，李明格外强调“从一而终”。

比如，当地的儿科相对较弱，就源源不断
地派儿科医生来帮扶，直到将其打造成为当地
医院的重点学科。

“‘人才扶贫’的根本，就是要为当地留下
一支带不走、功底扎实、能够在今后独当一面
的人才队伍。”李明说。

余姚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李明

“望谟跑山牛”背后的“余姚孺子牛”

只要一想到“望谟跑山牛”项目预计年销售额

可达3000万元，帮助到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500

户贫困户解决就业问题，余姚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

委副主任、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政府办副主任、

扶贫办副主任李明就觉得自己过去一年多的翻山

越岭，“值了！”

□记者 石承承

同事用担架抬着他去办公室

根据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需要，2018年 4
月，包括李明在内的74名挂职干部分赴贵州省
黔西南州和吉林省延边州开展扶贫协作工作。

他要去的是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望谟县。
该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山高谷深，产业
基础薄弱，是贵州省深度贫困县之一。

刚踏足“山的那边”，李明踌躇满志。
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在余姚丈亭镇农

业口工作8年，先后任林业站站长、农办农经办
副主任。这样一个专家型的干部，正是以农业为
主产业的望谟县所急需的。

然而，严峻的现实很快就给李明一个“下
马威”：

望谟县占地面积3108平方公里，是余姚的
两倍，其中山地占比97.4%；全县仅有七个“坝
子”（意思是 500 亩以上的连片土地），面积共
7500亩。

不过，这并未让他感到气馁，反而激发了他
的“使命感”。

从到达望谟县的第一天开始，李明就进入了
“没有节假日、没有过渡期、没有任何理由”的“作
战状态”。

挂职一年，他走遍了望谟县15个乡镇街道
42个贫困村，走访群众800余人次，考察扶贫产
业项目20余个，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调度会、座
谈会20余次。

去年12月，李明在工作中拉伤左脚跟腱。按
医嘱，他要卧床静养三个月。

当时，恰逢脱贫攻坚工作国家检查。工作上
遇到需要他“出马”的，他就会拜托同事用担架把
他从宿舍抬到办公室，拄着拐杖完成工作。

正是凭着不怕吃苦、敢于奉献的精神，李明
被望谟县委、县政府授予2018年度“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在望谟的土地上，
“渔”什么、如何“渔”对李明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在历时大半年，一步一个脚印地翻山越岭
中，李明将目光落在小黄牛身上。

在望谟县，老百姓历来有养小黄牛的习惯，
当地盛产的皇竹草又是小黄牛最喜欢的饲料。

不过，老百姓惯用的养殖方式十分“佛
系”：任由小黄牛在山野间自由生长，直接导致
它的生长速度慢、出肉率低，且容易近亲繁殖，
导致牛肉品质下降。

“把望谟县打造成中国西南草都、发展种
草养牛产业。”李明最初向望谟县委、县政府提
出这个建议时，心里也没底。

今年1月，余姚农博会期间，李明尝试将
40头小黄牛带到余姚“试水”，结果喜出望外，
虽然每公斤售价要比普通牛肉高出15元左右，
但很快被一抢而空。

经此“一役”，李明的心里算是有了底。
今年春节期间，他拖着病腿，到上海、浙江

台州等地招商引资，邀请了11家企业赴望谟县
考察、投资。

其中，余姚市华联畜牧养殖合作社与望谟
县签订了盘江黄牛养成计划产业合作协议，计
划发展盘江黄牛全产业链，届时黄牛的出栏时
间将从原来的3年半缩短到2年半。

今年5月，“望谟盘江黄牛养成计划”正式
立项启动，李明还给这些寄托了当地老百姓脱
贫希望的黄牛起了个生机勃勃的名字——望
谟跑山牛。

项目的启动意味着将解决当地500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就业；这些贫困户每养一头牛每年
可增加收入1000-1200元。如今种草养牛的产
业发展方向得到了望谟县委、县政府的高度肯
定，并将其作为该县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望谟跑山牛”为脱贫提速

“蜂王行动”带动打工脱贫

由于县域经济不发达，望谟县当地老百姓
有外出务工的习惯。仅登记在册的外出务工人
员就有7.9万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近四分之
一。“一年脱贫靠就业”“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这样的话在当地也广为流传。

“就业脱贫容易，但能够稳定就业不返贫
却不容易。”在李明看来，就业脱贫，也得“找对
路子”。

2018年11月，在李明的建议下，在望谟县
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望谟县劳动力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在公司成立之初，李明就创造性地提出，

这不是一家普通的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劳动力
公司，“重在挖掘一批在外出就业中有能力、有
经验、号召力强的人，通过他们搜集岗位需求
信息，找到合适的劳动者，然后动员贫困劳动
力外出就业。”

李明给这些人取了个“霸气”的名字“蜂
王”，这一做法也被命名为“蜂王计划”。

截至今年9月25日，望谟县输出的，且稳定
在外就业达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2581人，其
中在浙江工作的有1118人，在宁波的有423人。

“蜂王计划”这一颇具创新性的做法也得
到了贵州省委组织部的认可。

“人才扶贫”重在可持续

20192019年年66月月，，李明在检查扶贫车间建设情况李明在检查扶贫车间建设情况。。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李明在望谟考察胡蜂养殖情况李明在望谟考察胡蜂养殖情况。。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李明在望谟县李明在望谟县检查盘江黄检查盘江黄
牛养殖场地建设情况牛养殖场地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