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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扶贫者的困境

巫 燕 飞 是 在 2016 年 末 乐 平 公 益 基
金 会 —— 生 态 信 任 农 业 发 展 论 坛 上 成
为“网 红 ”的 ，但 确 切 说 在 这 之 前 她 已 经
在 当 地 小 有 名 气 。 在 论 坛 上 ，她 递 给 藤
田和芳先生一袋沉甸甸的凝聚着 600 多
位 扶 贫 志 愿 者 梦 想 和 希 望 的 大 米 。“ 我
要 感 谢 藤 田 和 芳 先 生 的《一 根 萝 卜 的 革
命》，正 是 书 中 守 护 大 地 的 经 验 ，让 我 找
到 了 一 种 快 乐 扶 贫 的 工 作 方 法 ，把 工 作
当成事业一样去努力。”

巫燕飞在论坛上的自我介绍是浙江省
衢州富平志愿者协会发起人，其实她也是
衢州农办（扶贫办）的一个处长，一名国家
公务员。当她如倒豆子一样分享志愿者协
会的绿色生态扶贫经验时，一种快乐、自信
的情绪徐徐流露，这种情绪十分感染人。

巫 燕 飞 爱 笑 ，在和她交谈时，时不时
会听到她爆发的欢乐笑声。大概只有天性
乐观的人，才会有这样阳光的情绪。然而，
笑声背后是她对扶贫问题的反思：“在扶贫
岗位上 12 年，常常被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困绕。”
为什么青山绿水留不住农民外出打工

的脚步？农产品为什么会难卖？面对农业
农村的困境只能束手无策吗？

巫燕飞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她在下
乡时关注到一个远近闻名的生姜种植村，
十多年来，种植面积成倍增长的同时，亩均
产量也从 1000 斤增长到 3000 斤，最高可达
6000 斤。但近年来生姜经常滞销，农民们
不仅没增收，反而减收。村民说，化肥农药
成本年年涨，现在的生姜和以前不用农药
化肥的生姜相比，更容易腐烂，每年的储存
成本也高了不少。“市场缺的是绿色生姜，
大规模种植求量，势必不能精细化管理。
如果改重产量为重质量，那么就能充分发
挥扶贫重点村的生态优势了。”

“农药化肥，既是化解人类饥饿、护航
粮食安全的利器，也是一柄影响环境的双
刃剑。”巫燕飞援引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新近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的观点。

作 为 一 个 参 加 工 作 25 年 ，一 直 和 农
村、农民打交道的扶贫人，巫燕飞很想找到
一条能激发贫困农民内生动力、可持续的、
依靠一方水土就能脱贫的道路。

2016 年 3 月 15 日，在总结多年扶贫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她和其他
5 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发起了富平（扶贫）志
愿 者 行 动 。 藤 田 和 芳 的《一 根 萝 卜 的 革
命》，更让她豁然开朗。

“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示，一是农村贫
困有深层次的原因。以前我认为是自然风
险和市场风险难以避免，但从来没有从文
化层面理解农村的贫困。实际上工业社会
所推崇的拥有大量物质即为幸福的价值

观，给我们的农业、
给 环 境 带 来 了 危
害。二是我找到了
努力的方向，有机
可以改变世界。三
是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办法，就是我引以
自豪的扶贫志愿者行动。”

对待农产品就像对待

孩子一样

巫燕飞谈扶贫工作，总爱把有尊严的
扶贫挂在嘴边，她认为贫困对象是有能力
的，只是没有被激发。

这个观点源自她和朋友们连续 3 年精
准帮扶的一位低保户陈地泉的脱贫故事。

陈地泉当时 61 岁，是一位吃了 10 年低
保的低保户。和很多的贫困农民一样，家
里破破烂烂，房子只有三面泥墙，一面是山
壁。怎样对他进行帮扶？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

陈地泉无法进行大强度的种植生产，
但是他所在的万川村，有大片荒芜桔园、荒
坡草地，适合养羊。“养羊是陈地泉自己选
择的，他还是蛮会因地制宜的。”巫燕飞笑

着介绍说，2013 年陈地泉之所以敢走上养
羊脱贫路，就是因为当时驻村指导员对他承
诺，“不管你种什么养什么，都会帮你卖。”

从此，陈地泉对扶贫干部的话言听计
从，学习技术主动积极，遇到困难虚心向镇
农技员请教。巫燕飞说：“从事绿色农业的
人，对待农产品就像对待孩子一样。生态
农业不是工业生产，不是流水线。”

陈地泉之前从来没有养过羊，但他对
羊的照顾十分细心。2016 年 1 月，市出入
境检疫局检测中心对陈地泉的羊进行了质
量抽检，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非常好。他
为此每年能够稳稳增收 5 万元（毛收入），
这是他这辈子挣得最多的钱。

3 年 前 ，陈 地 泉 见 人 不 敢 大 声 说 话 ，
说自己是个没用的人；3 年后，他因为自
己 拥 有 养 羊 的 技 术 ，“ 过 年 可 以 想 买 什
么 就 买 什 么 ”。 3 年前，陈地泉的女儿见
人不爱说话，也不爱笑；3 年后，小女孩阳
光开朗很多，灿烂笑脸是自家羊的广告形
象代言人。

陈地泉的改变，被写进了巫燕飞“扶贫

在 路 上 ”的 工
作日记。她写
道，事实证明，
难以外出就业
的农村贫困者

甚至体弱残疾的低保户人群，他们是有能
力生产出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他们没有
资金、信息、技术等优势，但他们大多生活
在生态环境优美的山区里，拥有优质的自
然资源和大把的时间，他们有从事精细化
生态农业的优势。只要给他们信心，补长
销售的短板，就可以实现脱贫致富，这是最
有尊严的、可持续的扶贫方式。

让普通的农民也能

种出绿色好大米

2016 年 3 月 15 日，践行“社会支持农
业”扶贫志愿者行动的富平志愿群正式成
立，巫燕飞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富平，谐音“扶贫”。受“社区支持农业
模式”和藤田和芳守护大地协会的经验启
迪，她认为应该把党团组织、公益组织、社
会各种组织资源都尽量整合到扶贫工作中
来，提出“社会支持农业”扶贫志愿者行动，
探寻一条有特色的绿色扶贫之路。

巫燕飞留意到，既要粮食丰收，又要涵
养生态，中国农民用一种“稻田养鱼法”就轻
松破解了难题。喜欢中国哲学文化的巫燕飞
坚信，她的农民朋友一定可以用东方智慧去
破解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一开始，“社会支持农业”扶贫志愿者
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是如何确定帮
扶项目？考虑到农民第一次从化学农业向
生态农业转型，巫燕飞认为起步阶段信心
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农民熟悉的种养
殖项目，同时又是消费者最需要的农产品
项目。这样农民种养殖成功率高，农产品
销售压力小，转型容易成功。

在扶贫志愿者的推荐和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扶贫行动 选 择 在钱江源头、国家森
林公园的开化齐溪镇岭里村推行种植绿色
生态大米众筹项目。不施化肥和除草剂，既
保护了源头的水、土和环境，也保证了大家
能吃上绿色健康的大米。

但对此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种植过
程没有农药化肥根本不可能，“稻鱼共生”
只是一个传说；也有人质疑农民不会种，
还有人认为生态大米产量超低、成本超高，
根本消费不起。

面对这些质疑，也为了促进绿色生态
技术的分享交流，巫燕飞组织了本地有机
农场“一亩耘心”和开化岭里农民的绿色大
米种植 PK 赛。有十多年有机种植经验的
台湾农人和零基础零经验的岭里农民的
PK 赛究竟谁能羸？在富平（扶贫）志愿者
的全程见证下，最终结果是两者均达到了
国家绿色标准以上，其中在 5 种有害重金
属含量的严格指标面前，岭里大米更胜一
筹。这无疑证明了只要生态好，普通农民
也能种出好大米，质疑就这样变成了信任。

岭里村“化学种植”和“绿色种植”的“竞
赛”也在同步进行。农民朋友和志愿者们发
现，用农药化肥耕种的稻田，墨色深沉。不施
化肥和除草剂的稻田，青翠淡雅，拨 开 稻
株 ，青蛙和石斑鱼在清澈见底的水中自在畅
游，被志愿者们亲切称为“没有化妆的稻田”。

近些年，有机农业悄然兴起，却很难被
大多数消费者接受。除了价格过高外，最
重要的是缺乏消费者的信任。巫燕飞说，
发展生态农业，“信任”比“种”还难。富平
协会要求所有被帮扶的农户承诺，公开生
产地点、技术、过程，因为这是“没有秘密的
食材”。富平志愿者全程参与生产过程，与
贫困农户建立精准帮扶关系，以轻松快乐
的方式，实现了既帮助贫困户种又帮贫困
户销，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良
性互动。

“要让农民无后顾之忧，他们才会按照
消费者的需求去改变生产方式。”巫燕飞
说：“短期来看，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好像成
本比普通农业高，可要是算上环境成本、健
康成本，还会是这样吗？”

巫燕飞谈到此前在新华网上看到一篇
《丹麦地下水资源保护措施与经验》的文
章。文章提到，许多丹麦人在日常生活中
倾向于购买完全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食
品，宁肯多花钱也要为环保尽一己之力。
她现在也开始力所能及地行动起来。

去年 10 月，岭里村 25 亩零化肥零除草
剂的稻米成熟了，亩产 650 斤，近 9000 斤大
米，10 元一斤供不应求。大米的销售收入
加上志愿者体验带给农民的其他收入等，
共计增收近 10 万元。志愿者们欣喜不已，
希望能借参加生态信任农业发展论坛之
机，面谢倡导生态信任农业的藤田和芳先
生，于是有了开篇的一幕。

富平，是扶贫工作新的

长征路，也是人生的修身路

富平给巫燕飞带来很多扶贫的快乐。
扶 贫 路 上 的 同 志 越 来 越 多 ，力 量 越 来 越
大。特别是以前对农业从不感兴趣的人积
极参与农业，关注农村贫困群体。能和一
群志同道合的人干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种
快乐和甜蜜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快乐是很重要的，因为扶贫就像有机
农业一样，是一件长久的事情，如果没有快
乐实在是无法坚持的。我觉得人需要物质
满足，也离不开精神需求。有机农业在不
断提供美味的同时，更是一个东方文化的
集合，我们要把有机农业文化的集合优势
发挥出来。”

谈起精神的力量，巫燕飞说每一个绿
色扶贫的故事都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励志故
事。周三快乐聚、公益演出、旗袍秀、公益
烘焙等，富平快乐文化吸引更多人参与绿
色 扶 贫 。 不 到 一 年 的 时 间 ，富 平 志 愿 者
群 从 52 名 成 员 ，发 展 到 629 名 ；70 多 名
志愿者放弃休息时间赶来参加富平大会，
参与讨论。这说明富平的路既顺应市场需
求，又顺应人心向善的社会发展规律。

“做富平协会还有一种快乐叫学以致
用。”巫燕飞热爱阅读，除了《一根萝卜的
革 命》，她 还 经 常 向 朋 友 们 推 荐 梁 漱 溟
的 书 ，以 及《跟毛泽东同志学工作方法》。
她说从梁漱溟那里学习如何独立思考、知
行合一，沉下心来做好乡村工作。同时用
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方法应对扶贫路上的问
题和挑战。

巫燕飞还说，富平是她扶贫工作新的
长征路，也是她人生的修身路。她把全国
扶贫模范赵亚夫奉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赵
亚夫说，只要生态农业做好了，扶贫是自然
而然的事。她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
应该更关注山水，关注生态，而不应只对扶
贫成果感兴趣。

巫燕飞感性，能写出《十里春风不如你
——爱生活就是最美的诗》这样的文章；她
也理性，用一篇《选择一条不平坦的路，你
后悔吗？》回应一些人的质疑。爱富平（扶
贫）源于爱自然、爱生活，这是把扶贫变成
绿色行动的动因所在。

界
眼

记者见到来李莉时，她刚从青岛出差回来，
身着小西装，扎个马尾辫，戴着黑框眼镜，透着
一股干练劲儿。谁能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弱
女子，却是同事眼中的“女汉子”。大家这样评
价她：作为科室唯一的女同志，工作起来不要
命，简直就是“金刚葫芦娃”。

来李莉自 2009 年入职山东省环境监察总
队以来，始终战斗在监察执法一线，参与并妥善
处理各类环境信访案件 1000 余件，及时有效地
维护了群众的环境权益。

来李莉所在的案件查处室的同事们听说要采
访她，纷纷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说起她的故事。

“她太拼了。有一次我们对被取缔的一家
‘土小’企业进行后督查，现场大门紧锁，又联系
不上企业主，周围都 是 农田，没有攀爬工具，围
墙和大门也没有能看到厂内情况的缝隙。她二
话没说，徒手爬上近两米的车顶，在没有防护的
情况下站在车顶对院内进行拍摄录像，完成调
查取证任务。”她的同事崔文滨告诉记者。

由于工作需要，来李莉经常和同事一起对
企业进行夜查，每次都是从晚上八九点钟持续
到凌晨三四点，因为违法企业最容易在这个时
间段放松警惕。

崔文滨说，每次赶赴现场前，来李莉都要针
对不同的检查对象制定详细的计划，采取夜间
蹲守、突击检查或杀回马枪检查等方式，摸清环
境违法行为。

2016 年 5 月，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接到群
众举报，反映有化工园区夜间偷排废水。来李
莉和同事及监测人员受委托对化工园区周围的
各条河道进行夜间检查和快速监测。

凌晨两点，河道漆黑一 片 ，就 在 大 家 忙 着
监测时，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骑着摩托车停
在 了 不 远 处 打 量 。 大 家 都 紧 张 起 来 ，“ 一 会
你们都跑慢点儿，保护好我这朵红花。”她和
同事们开玩笑说。简单的玩笑话，化解了大
家的紧张情绪，也道出了环境执法工作的复
杂和危险性。

在采访中，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长齐鑫山
告诉记者，环境监察工作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技
术性和敏感性，来李莉入职以来，面对困难任务
从来没有退缩过，非常难得可贵。

提到家人，来李莉总觉得很内疚。
因为自己工作的特殊性，她很少有时间待

在家里，丈夫也经常在外出差，只能把 3 岁的孩
子托付给老家的父母照看。去年 10 月，来李莉
的母亲连续高烧、住院治疗，父亲既要照顾外
孙，又要照顾老伴，一个人忙得团团转。父母怕
影响来李莉工作，没有告诉她。直到母亲痊愈，
来李莉才知道。

两年来，从济南东到沂南北，来回 500 多公
里的高速公路，来李莉已经记不清跑了多少次，
只是为了能在周末多陪伴父母和孩子。每周五
晚上，她从济南出发，下周一凌晨，又带着父母
的叮咛赶在八点半前来到单位。

来李莉说：“这样既不影响工作，还能和家
人团聚，我是累并快乐着。”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汉子”
——记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来李莉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见习记者王文硕

“环球之眼 成龙宝藏”——
成龙团队的再生艺术特展在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开幕，成龙亮相并
表示，希望通过展览让更多人爱
上环保。

说起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
成龙表示，“拍电影有时很不环
保，那些用过的道具、器材，我就
会收藏在仓库中。后来我的艺术
家朋友去公司玩，我就把这些旧
道具、摄像器材送给他们，他们发
挥创意，给了这些所谓的‘废品’
重生的机会，将它们打造成了一
件件艺术品，我觉得很有意思。
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爱
上环保，快乐生活。”

除了是实至名归的“影坛传
奇”，成龙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
中，都还是一位“环保明星”。他
不仅身体力行支持环保，更带动
身边人和影迷投身环保事业。他
曾经到过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庄，
看到当地一个小女孩在用很小的
一杯水洗脸、洗脚，他被当地水资
源稀缺的状况深深触动。现在，
成龙用过的肥皂会随身带走，飞
机上提供的拖鞋会带到酒店，甚
至再带回航班。

成龙表示，“相比于电影中的
动作戏，做环保更难。一开始身
边的人也不理解，其实与做慈善
一样，做环保并不是作秀，我就是
从自己做起，从成家班做起，从点
点滴滴做起，慢慢感染更多人。
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大家一
起做环保，就有无穷的力量。”

音
声

成龙：

让更多人爱上环保

新西兰艺术家 Gordon Pem-
bridge，用高超的木刻 技 艺 惟 妙
惟 肖 地 再 现 了 野 生 动 植 物 的生
活场景。

Gordon 出生在肯尼亚，在那
里 度 过 了 人 生 的 第 一 个 10 年 。
非洲荒野的魅力、原始的神秘丛
林、生命力蓬勃的动植物，都让
Gordon 欣喜，也滋养了他对自然
的热情。

他热爱自然，热爱地球。地
球母亲经常为他提供令人印象深
刻的木制容器，同时，他也以此为
灵感，创作出关于自然历史和野
生动物的容器艺术品。

他结合自己喜欢的木工，把
所见的自 然 场 景 在 作 品 里 描 绘
出 来 。 所 用 材 料 是 来 自 大 自
然 中 各 式 各 样 的 木 头 ，这 些
树 木 素 材 通 常 都 是 风 暴 过 后
被 摧 残 的 树 木 ，或 海 边 被 冲 上
岸 的 木头，它们都有着奇形怪状
的 姿 态 ，Gordon 会 以 此 为 灵 感
精选创作。

在他的刀下，创作的艺术品栩
栩如生，蝴蝶仿佛栖息在绿色羽
毛般的叶子上享受悠闲时光、大象
吃了发酵的果实仿佛醉去……真
正让这些作品栩栩如生的，不只
是 Gordon 高超精湛的手工技艺，
更有他被大自然的美丽神奇滋养
的心灵。

Gordon Pembridge：

大自然蕴含创作灵感

巫燕飞（左一）和富平志愿者们在一起。

走近一线走近一线

巫燕飞（右二）与贫困农户建立精准帮扶关系，以轻松快乐的方
式，实现了既帮助贫困户种又帮贫困户销，形成信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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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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