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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 MienMien

□ 本报记者 丁书斌 文/图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是国家

级贫困县，也是中国铁路总公司

全国四个定点帮扶县之一。2013

年~201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累

计投入资金680万元，围绕基础建

设、教育帮扶、医疗卫生、产业扶

持、党建等扶贫重点领域，帮助栾

川县实施扶贫项目12个，覆盖9

个乡镇，受益群众达6万余人。

大王庙村的“土书记”

“王书记，你又来看我了？”

10月19日上午，河南省栾川县

潭头镇大王庙村80多岁的藏玉

会老人，紧紧握着王勤的手，满

怀感激地说道。

王勤，男，汉族，出生于

1959年 8月，任中国铁路总公

司（北京）培训中心党委副书

记。2017年 10月被中国铁路

总公司派驻到河南省洛阳市栾

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担任第一

书记。入村以来，王勤积极克服

困难深入基层，通过走访群众，

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从

一个一口普通话的北京人，变成

了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土书记”。

为了使贫困群众能够脱贫致

富，王勤积极引导群众利用大王

庙村的古村落遗址，发展乡村旅

游项目。2018年中国铁路总公

司投资100万元用于村仿古四合

院内部设施装修及购置。该项目

的实施为大王庙村群众发展旅游

项目起到了很好示范带头作用。

在王勤的宣传带动下，大王庙村

已经有6户群众依托古村落发展

家庭宾馆产业已经开业迎客。

潭头镇大王庙村特色民俗

古村落项目填补了栾川古村落

旅游的空白。项目启动实施以

来，通过拓宽村道、整治河道、修

缮老屋、平整院落，与原有的石

桥、古树、老井、老宅浑然一体，

村内面貌焕然一新，古风古韵日

益彰显，全村32户99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由普通农民就地转化

为旅游从业者，为致富增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外，王勤积极协调中国铁

路总公司对大王庙村的毛驴养

殖项目进行支持，2018年在王

勤任职期间再次协调为驴养殖

场争取扶持资金50万元，共吸

纳53户贫困户入股分红。在王

勤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帮扶下，

大王庙村扶贫产业不断壮大，贫

困群众的收入稳步增加，2018

年年底能够实现整村脱贫。

山乡来了铁路人

中国铁路总公司派驻栾川

县扶贫副县长周胜展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总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

略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打

好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紧盯

洛阳市栾川县2018年脱贫摘帽

目标任务，坚持以发展旅游扶贫

产业为引领，坚持点、线、面结

合，以铁路站点为支撑，积极拓

展长三角旅游市场，充分发掘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资源，下好

“先手棋”，打好“组合拳”，在打

造“奇境栾川”品牌上精准发力，

助推栾川县做好旅游扶贫工作。

2018年，中国铁路总公司

高度重视对口扶贫开发工作，投

入帮扶资金935.6万元；发挥行

业优势，为栾川县节约旅游推介

资金580万元；强化人力支撑，

选派7名干部充实到栾川县脱

贫攻坚一线，受到了省、市、县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好评。

在产业扶贫方面，2018年，

中国铁路总公司投入帮扶资金

450万元，帮扶栾川县潭头镇、

庙子镇、三川镇、白土镇、重渡沟

管委会等5个乡镇实施扶贫6

个产业项目，预计可带动313户

1058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增收

脱贫。同时，为了加大铁路扶贫

开发的力度和深度，向郑州局集

团公司申请优秀干部到栾川县开

展驻村扶贫工作，对6个产业项

目进行一对一帮扶。目前，庙子

镇桃园村家庭宾馆改造项目、潭

头镇大王庙村驴养殖项目、重渡

沟管委会仓房村“铁路扶贫观光

车队”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大王庙

村特色民俗集体经济项目等4个

已实施完毕；剩余的潭头镇白土

镇扶贫生态柿子醋坊项目和三川

镇祖师庙村“隐心谷”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

栾川旅游搭上“铁路快车”

为充分推介栾川旅游，中国

铁路总公司充分发挥铁路优

势。一是以郑州东站、洛阳龙门

高铁站、洛阳火车站等3个铁路

站点为“支撑点”，在郑州东高铁

站候车大厅为栾川县提供两处

20余平方米的公益广告位，在

洛阳龙门高铁站内提供8处大

型公益广告位，在洛阳火车站办

理10处大型旅游推介广告位，

均用于宣传栾川县旅游资源。

二是拓展长三角旅游市场，

拉伸引客入栾“延长线”。通过

郑州局集团公司的大力协调，中

原铁道旅行社与栾川县协商签

订2018年旅游专列合作协议，

计划发送省外入栾专列团队3

列，目前，已发送 1列 400人。

同时，在上海局集团公司发往全

国的690组高铁列车上，免费为

栾川投放一期两页印有栾川旅

游元素的《上海铁道》列车杂志，

发行量15万册。

三是充分发掘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两种资源，扩大栾川旅游

宣传“辐射面”。在郑州局集团

公司部分高铁列车上，从去年5

月至今循环播放“奇境栾川”的

旅游推介视频2条，播出时长分

别为1分钟、30秒。通过《中原

铁道报》《人民铁道》等传统媒体

及郑州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头条

号等新媒体发表报道20余篇。

以上累计为栾川县节约宣传推

介费用580余万元。

“铁路人”推销栾川农产品

为努力推介栾川县农产品，

中国铁路总公司一是在洛阳龙门

高铁站和郑州站免费为栾川县提

供各类品牌广告位180余个。通

过中国铁路总公司和郑州局集团

公司主办的报纸、微信公众号刊

发反映栾川优质农副产品的报道

20余次，郑州局集团公司有线电

视台每天4个时段连续播放“栾

川印象”优质农副产品广告。

二是引导铁路系统职工餐

厅采购栾川优质农副产品，并在

餐厅内设立“栾川印象”农副产

品展销专柜。目前，“栾川印象”

优质农副产品已进驻郑州、洛阳

两地铁路职工食堂12家，总销

售额达20余万元。

三是通过牵线搭桥，成功架

起栾川县与郑州国际陆港公司

的“连心桥”，助力栾川优质农副

产品搭上中欧班列顺风车。目

前，共有31种“栾川印象”系列

优质农副产品成功入驻郑欧班

列展示厅，路港公司班列购线上

品牌转专营店也已成功建立，销

售额已有10余万元。

四是该集团公司以最优惠

的价格在郑州东站，建设了百余

平方米的“栾川印象”旗舰店，进

一步完善了省、市、县三级互联的

营销网络。目前，该旗舰店已全

面投入运营，60余款“栾川印象”

优质农副产品全面上市，该旗舰

店运营第一周，销售额已达数万

元，预计年销售额可达上百万元。

五是先后组织40余批5000

余名铁路职工到栾川县开展“尝

农家饭，购农产品，体验扶贫项

目”“春秋游”健康休养系列活动，

同时，成立铁路需求栾川农副产

品微信群，收集职工的农产品需

求信息，并利用周末将广大职工

采购的农产品一一送货上门。截

至目前，已为当地带来近130余

万元的经济收益，全年预计可为

当地带来近200万元的经济收入。

“铁心”扶贫扶出“铁路特色”

要让群众真脱贫，必须要有

项目支撑。中国铁路总公司在

栾川县实施了具有浓厚铁路色

彩的扶贫项目。

一是努力开发建设铁路务

工培训基地。该基地已于5月

25 在全县挂牌成立。截至目

前，该基地已完成电焊工、厨师、

挖掘机等专业培训12期240余

人，近10余名贫困群众通过铁

路部门提供的岗位实现就业。

二是积极推进栾川县高铁

无轨站建设。该项目投入帮扶

资金38万元，建成后将通过专

线大巴与洛阳、郑州地区的高铁

站无缝对接，让旅客快捷出行。

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

95%，预计10月下旬投入使用。

三是扎实开展“铁路小镇”

扶贫项目。该项目投入帮扶资

金358万元，主要对重渡沟管委

会新南、王坪两个村的145户农

户老旧房屋进行提升改造，帮助

其发展农家宾馆。同时，由该集

团公司无偿提供各类铁路元素

打造铁路主题公园。目前，该项

目也已全面启动。

扶贫要扶智，脱贫靠支部

今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协调

争取茅台集团帮扶资金 26万

元，在栾川举办“国酒茅台·国之

栋梁”大型公益助学活动，为52

名栾川籍应届贫困大学生每人

提供5000元助学金；协调上海

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县

举行“贫困山区，精准扶贫——

金秋送学”爱心助学活动，资助

全县23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

中，13名学生为今年参加高考被

录取的大学新生，另外10名学生

为在读高中生，总金额36,000元。

为提高农村党支部引领发

展、服务脱贫攻坚能力，真正将

农村党支部建设成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中国铁

总公司在2017年投入30万元

党建经费对潭头镇大王庙村、白

土镇槲树庙村党群服务中心提

升基础上，今年又计划投入60

万元党建扶贫资金对该县庙子

镇磙子坪村、三川镇三川村、合

峪镇五村村、潭头镇拨云岭村、

狮子庙镇王府沟村、白土镇白土

村、白土镇蔺沟村、白土镇歇脚

店村、叫河镇牛栾沟村、陶湾镇

常湾村等10个农村党群服务中

心和三川镇大红川党员教育基

地进行提升改造。目前，该项目

正在积极推进中。

谈起下一步工作，周胜展满

腔热情地说：素有“四河三山两

道川、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

栾川县是典型的深山区县，同时

也是乡村旅游的典范县。不论

是驻村第一书记，还是派驻扶贫

县副县长，铁路人一片“铁心”爱

人民，用一件件实事，用一个个

项目，努力为栾川扶贫工作交上

一张完美的答卷。

□ 本报记者 丁书斌 文/图

在恩施土家汉子王长茂心

里有一个梦：打造好家乡的“牛

云洞”品牌，以洞穴旅游、民宿旅

游和洞藏酒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让家乡父老摆脱贫困、实现共同

富裕的梦想。

少年奔波
用辛苦和汗水积累资本

王长茂，男，1979年7月出

生于湖北巴东大支坪镇耀英坪

村。因家境贫寒，初中尚未毕

业，年仅16岁的他，便步入南方

打工大军的行列，先后从事白

酒、饲料营销工作。

1996年年初，不知那根筋

出了点毛病，家境穷怕了的王长

茂竟突然对父母下了最后通碟：

书不读了，出门打工！16岁的

王长茂，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

子，语气却斩钉截铁，没有丝毫

商量的余地。

一床被子，一双解放鞋，还

有父母无可奈何硬塞给他的

100元钱。怀揣着一个朦胧的

梦想，一路巅菠30多个小时，换

乘6次车，王长茂终于到达了黔

西北的茅台镇。

到达茅台镇的第二天清晨，

寒气袭人，王长茂第一个“冲”进

了茅台酒业（集团）销售部的大

门。从此，王长茂与白酒结下了

不解之缘。

一番细致的了解之后，王长

茂打点行装，上川下广，走南闯北，

开辟了一个又一个雄厚的市场，

培养了一个又一个铁杆清费群。

做白酒销售，并不是一帆风

顺。因为一瓶酒的破损问题，他

不惜乘车劳顿，兼程数百公里，

花上几天时间为的是让消费者

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村小伙

子，孤身一人出差在外，夜宿孤

寂小镇，有时细雨淅沥，有时月

辉破窗，思乡之情，那是一种撕

心裂肺、彻骨透寒般的寂身之

痛。然而，为了自己心中那份不

眠的梦想，王长茂把泪水咽进肚

里，一次又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正是这种诚心、睿智、努力的

工作态度，使他的报酬月薪过了

万元。最高一次，因为业绩惊人

突出，竟拿到当月薪酬5万多元。

王长茂的白酒品牌营销越

做越大，在武汉设立了自己的酒

类销售公司，从茅台，发展到洋

河、黄鹤楼、三峡。依托名酒的

品牌优势、文化优势、工艺优势，

销售方式也从传统、网络到洞藏

增值。通过近30年的磨砺打拼，

王长茂赢得了满满的第一桶金。

中年创业
以睿智和坚韧体现价值

随着事业的成功，王长茂也

积累了一笔财富，而心中那份朦

胧的梦想也逐渐清晰起来，回家乡

创业，带领家乡父老一起致富！

2014年春节，已经身价千

万元、可谓衣锦还乡的王长茂，

从武汉回到老家巴东，试探着问

父亲：“我在外漂泊快30年了，

如今也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想

回老家干点实事。一是利于地

方经济发展，二是利于乡亲脱贫

致富，三是利于体现个人价值。

您看干什么产业最适合呀？”

一辈子做乡村医生并在远

近乡邻有一定威望的父亲沉思

半天，然后胸有成竹地说：“开发

十二岭的牛洞你看行不？依我

看，你几十年与酒打交道，听说

酒藏在洞里，恒温恒湿，既能提

高酒的品质，也能提升酒的价

值。加之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

全域旅游，加快乡村建设步伐，

成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头

戏。开发牛云洞，比你纯粹搞白

酒、饲料销售，其社会价值及前

景，应该是不可估量的。”

老父亲的话让王长茂心中

的梦想一下子清晰起来。

早已对牛云洞情有独钟的

王长茂，觉得父亲的话正中下

怀，立马拍胸，斩钉截铁地说：

“不容考虑，干！”

小学四年级的一次春游，王

长茂对牛云洞记忆犹新，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牛云洞地处巴东县大支坪

镇十二岭一组，小地名牛洞坡。

牛云洞属三峡地区天然岩溶洞

穴，它东邻长江三峡，北枕清江

画廊，地处神奇的北纬 30 度

上。洞内冬暖夏凉，淙溪潺潺，

怪石粼峋，迷宫迂回。牛云洞坐

南朝北，后耸插天。洞生山腰，

犀牛拱月，前迎朝山，秀丽丰

圆。周环群峰，金盆顿架，山腰

穴眼，诸峰昂立，重重拱卫，形如

巨钳而张，似将军持戈守卫，主

峰龙威凛凛，摄人心魄。古传牛

王在此藏身，真乃天地之造化。

既然梦想已经清晰，王长茂

雷厉风行，放弃了武汉舒适的都

市生活，倾尽所有，开发打造牛云

洞：硬化至牛云洞的公路，国家项

目专款只能解决一半，王长茂义

不容辞地完成了下余两公里的缺

口；他不等不靠、自掏腰包，解决

了至景区的通电问题；他，耗资

数百万元，梯式垒砌洞口广场，

洞内特色酒店初具规模，洞内灯

饰已达5公里，牛云洞里流光溢

彩、霓虹闪烁；洞内道路错落有

致、迂回幽曲、仿古护栏穿错协

调，已初具接待游客的安全条件；

他斥巨资于洞口广场边建起了

游客接待会所和民俗酒店，还在

入口处打造出原生态洞酿微缩

景观。让你人未入景，便可感受

到巴人数千年酿酒的古法风情。

2017年年初，中央和湖北

省委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

出培养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探

索利用“旅游+”“生态+”新农村

建设全域新模式，积极推进农、

林、地、水与旅游、教育、文化、康

养等产业的深度对接与融洽，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发展乡村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利用天然资源、原生态环

境、历史文化、传统民俗，用“乡

愁”留住乡村的“魂”，成了新农

村建设发展的主攻方向。

王长茂心中的梦想越来越清

晰，让乡村美起来，让城里人都来

养眼、养肺、养胃、养身，感受农村

的自然风光，让广大的农村吃上

“旅游饭”。开发牛云洞，发展乡

村旅游，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

壮志未酬
用理想和情怀回报乡梓

5年的投入，5年的开发，牛

云洞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5年来，仅农民工在牛云

洞的务工收入就在400万元以

上，交通、建材、饮食、土特产销

售等，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当地

百姓的种、养殖业也是收入颇丰。

巴东县委书记单艳平调研

后感叹地说前景不可估量！巴

东县县长郭玲善意提醒，投资这

么大，要收回成本，是要担风险

的哟。县人大主任向东鼓励他

说：这么好，这么美的洞穴，一定

要科学规划，好好打造！大支坪

镇镇党委书记向明多次前往并

明确表示：镇党委政府一定全力

支持，时刻关心，把牛云洞打造

成全镇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

大支坪镇镇长谭红表示：要把牛

云洞景点旅游，铸造成全镇全域

旅游新的经济支点！

如今，牛云洞已初具规模。

谈起自己倾尽财力心血的牛云

洞，王长茂神采飞扬。

牛云洞，是中国三峡喀斯特

地貌中典型的石灰岩溶洞景观

之一，也是巴东洞穴旅游的一个

新发现。洞内开发塑造了“万里

长城”“雄伟城池”的精塑品；还

有因地制宜打造的原浆酒洞藏

区、茶吧休闲区、酒店服务区、暗

河（两条）琴声区、湖泊景观区

等。洞内最高处近60米，最宽

处80余米，奇石密布，道路迂

回，30多种岩溶堆积成各种形

态形象。可谓巴东洞穴景观继

无源洞之后，又一规模宏伟、造

型奇特的洞穴资源宝库。

全域旅游，是振兴乡村战略

的重要支撑。相关产业起于乡

村、兴于乡村、利于乡村，但在具

体的实施过程中，像王长茂这种

斥资千万元、耗尽积蓄、边挣钱

边开发、一干就是5年的返乡创

业者，显然是屈指可数的。

有人试探着向他问道：“你

就没想到过放弃吗？家人支持

你吗？资金出了缺口怎么办？”

王长茂深情而坚定地说：“牛

云洞原本是一座荒山，要打造成现

代景区，可谓异常艰难。我通过白

酒营销这个渠道，边挣钱边开发，

尽管有时因欠钱被堵车，被封路，

但在辛酸之余，一想到当地村民

的大力支持，想到家人形影不离、

无怨无悔地开导鼓励，我只能勇往

直前，满怀信心，感恩社会，争当巴

东乡村旅游第一牛人，一定会带领

家乡父老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一 片“ 铁 心 ”系 山 乡
——中国铁路总公司栾川县扶贫工作纪略

牛 云 洞 里 追 梦 人
——湖北牛云洞洞藏酒业董事长王长茂返乡创业富乡邻纪实

栾川县副县长周胜展（前排左）和“土书记”王勤（前排右）

陪客人参观大王庙特色民宿。

“土书记”王勤（左一）和大王庙村低保老人臧玉会

聊家常。

牛云洞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