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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在吴忠市红寺堡区蹲点采
访期间，大河乡龙源村村民李耀梅首次进入
记者的视野。一间不大的农家小屋里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扫帚，一个单薄瘦弱的身影正坐
在中间扎扫帚。见到记者一行，她立马放下
手中的活，笑盈盈地站起来与众人打招呼，黝
黑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深邃的眼神中透着
光。握手时，她的手苍劲有力，松开的一瞬
间，记者的指尖仿佛划过了一张干枯的老树
皮，触摸到一段岁月的沧桑。

从这双布满老茧与伤痕的手开始，记者
用镜头讲述了李耀梅的故事——《小扫帚编
织大梦想》。随后 5年时间里，记者持续报道
李耀梅的故事——《又见李耀梅》《梅花三弄
人间在 寒梅笑梅又耀梅》等一系列报道让李
耀梅成为家喻户晓的“攒劲女人”。这期间，
她也凭借努力，把小作坊干成了扶贫车间，不
仅自己日子越过越红火，还带动周边村民通
过扎扫帚走向了致富路。李耀梅也因此被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脱贫攻坚
奖奋进奖”。

2024 年 5 月，由李耀梅事迹编排的现代
秦腔剧《攒劲女人》在宁夏人民剧院首演。记
者再次回访李耀梅，看到的还是熟悉的面庞
与笑容，只是生产的环境大不一样了。期间，
记者在这片全国最大的易地搬迁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又进行了深度挖掘，先后采访报道
了田埂上笔耕不辍的农民诗人丁燕、机械化
种植的新农人李志巧、“一肩挑”书记梁巧红等
一批像李耀梅一样自强不息、勤劳致富的农
村妇女典型，用她们的事迹勾画出移民村里
的“攒劲女人”群像。

新时代，在宁夏大地上像李耀梅一样的
攒劲女人们，正在用奋斗的双手谱写精彩的
人生段落，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

攒劲女人写新篇
本报记者 李 涛 文/图

2024 年 5 月，李耀梅在扶贫车间里和工
人一起用自己研制的机械化设备扎扫帚，并
开启网络直播拓展销路。

2014年 4月，记者被派驻海原
县担任驻地记者。4年间，走遍了
这里的所有乡镇。

今年 7 月，记者再次采访，
一路上，海原县许多地方成了陌
生的“老朋友”。

从银川市出发，一路向南，最
后沿着同海高速公路径直驶入海
原县城，全程高速。忆往昔，从银
川驱车到同心县城后，就再无高
速公路，要走一段“低速公路”，不
断在山里打转转，行驶 50 多公里
才能到达海原县城。

如今，走进海原县城，一条宽
马路，两旁草木葳蕤，与湛蓝天空
相映衬，让人心情豁然开朗。一直
到海原县政府，都是一路大道，再
不是昔日的逼仄小街。昔日的政
府西街，目测比之前至少宽了1倍。

曾经的海原县城被群山束
缚，地势高低不平，加上道路弯
窄，十分“憋屈”。如今，伴随着路
网框架的拉开，为海原县城的改
造升级“松了绑”，才成就了当下

“两轴”“五区域”的“大县城”。
在半日的下乡采访中，记者

登月亮山、翻南华山，一路风驰电
掣，半日回到县城——这得益于海原县乡间公路的
四通八达，让这里山不再高、沟不再深、路不再远。

这些年来，海原走在打造“四个示范县”的大
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县、乡村全面
振兴示范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高端肉牛产业
示范县，让这里蝶变新生。

早年间，记者奔波在海原县的山川沟峁中，最
常见的是令人乏味的黄土色——彼时，在旱地上，
乡亲们广种薄收。

今年，海原县再建12万亩扬黄灌区，惠及3乡镇
21村，乡亲们种起了甜瓜、荷兰豆等经济作物。

百变之中，也有不变。海原县委政府
的两栋办公楼依然破旧。作为 20 世纪
80年代的产物，两楼只有三四层高，
已有 40 多年历史。如今，周边商
场、小区不断落成，高大时髦，更
显两楼“不合时宜”——这背
后，是海原县委政府不变
的初心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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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记者尚在学校读书，每月赶赴同
心县王团镇实习，那时的同心县，汽车站的黄
土经不起大风的“撩拨”，实习一趟回来就灰
头土脸。

十多年后，记者再访同心，这里早已焕然
一新。宽阔的清水河面、成片的绿地公园，令
人全然忘却这里地处我区中部干旱带。从当
地居民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咱同心一
年一个样，3年不回乡你都认不得回家路。”

80年代，同心县城仅有一座烈士陵园，算
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而今，人民公园、同
心公园、森林公园、长征公园、滨河运动广场
等绿地分布在清水河畔。不时有大巴车载着
外地游客前来观光，当地人的休闲娱乐也从
打牌变成健身、露营等。

桥多了，路通了，人多了，机会也多了。
过去蹲在县政府要补助的贫困户不见了，都
忙着务工去挣钱去了。

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水。
10多年来，扬黄工程、集中供水工程、泉

水改造、打井打窖等“生命工程”一一落实，我
区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和贫困人口温饱问
题得以解决。从没有黄河水到供水普及率达
100%，千百年来“喊叫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喊叫水”一去不返
本报记者 白 茹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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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伴随着机械轰鸣，投资
7.1 亿的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正式
启动。记者紧跟工程师的脚步，深入工程腹地，
目睹了输水管道如何在崇山峻岭中蜿蜒伸展，
又如何在高达 97 米、深逾 630 米的山体内穿梭
贯通。与此同时，11 座蓄水池错落有致地排
列，将 2000 万立方米的黄河水储存并输送到
海原县关桥乡、西安镇及海城镇，滋养着 12 万
亩的高效节水灌溉农田。这片土地曾因地下水
资源的过度开采而不堪重负，生态环境遭受重
创，居民的生产生活也饱受困扰。

工程全线通水后，黄河水的引入为群众带来
了发展的底气和信心。于是，他们开始放手规划
高效设施农业，并全面推进高效节水灌溉。这一
转变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更推动了农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无穷
魅力。数字化、智能化的广泛应用，使得工程的
管理和运行更加高效、便捷。特别是数字孪生
泵站平台的建设，为工程的远程监控和精准调
度提供了坚实支撑，充分展现了现代科技在水利
事业中的巨大潜力。

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无疑是宁夏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一个生
动典范。它不仅见证了宁夏水利事业的蓬勃发
展，更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为这
片干渴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希望。

在宁夏大地上，记者有幸见证了一座座水利
工程如细腻的针线，穿越岁月的尘埃，一针一线
地缝补着大地的渴望与期盼，也目睹了黄河水带
着千年的深情与执着，在裂痕中缓缓渗透，悄然
滋养着这片土地，抚平每一道裂纹，化作绿意的
脉络，让大地重获新生。

我看见黄河滋养着这片土地
本报记者 裴云云

枸杞映红好日子
本报记者 张 敏

2023年 9月，记者第一次来到石嘴山市
惠农区庙台乡东永固村。干净整洁的村道
两旁是大片的枸杞种植基地，“天下枸杞第
一村”的标语引人注目……

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原在外地工作，2016
年，他辞去工作，选择回村种枸杞。很快，他
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2020年，张健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4年间，他带着村民整治人
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新建旅游设施，将一
个发展模式单一、空心化严重的村子打造成
了一个村美民富、产业兴旺的“明星村”。

近两年来，记者每次去东永固村，村
里都有变化。通小火车、新建研学步道、

研学培训楼投入运营、南美白对虾项目
投产……张健带着村民一步一个脚印，立足
枸杞种植优势，学习浙江省湖州市鲁家村先
进经验，走出了一条“枸杞产业+乡村旅游”
的新路子。

2023 年，东永固村经营性收入突破
1027 万元。东永固村先后荣获“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

村子越来越好，14名本村大学生毕业后
选择回村发展。他们做新媒体运营、策划文
化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最近，张健又开始谋划生态餐厅、设施
农业、四合院等民生项目。

时光荏苒，当记者再次走进泾源县大湾
乡杨岭村，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已蜕变
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党的好政策，是杨岭村巨变的源泉。”
村党支部书记马占富说。曾几何时，杨岭村
以传统养殖为副业，生活依赖于天气，物
资匮乏。然而，村民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从未停歇，他们修梯田、打井窖、退耕还林、
发展产业，一代代人的努力让这片土地焕发
新生。

“过去养牛羊只是副业，村里没有产
业。”马占富回忆道。2016年是转折点，杨岭
村在无息贷款、补贴等政策的扶持下，养殖业
蓬勃发展，村民生活由贫困走向富裕。

“产业发展带来了希望，也激活了村民
的思想。”杨岭村依托产业转型和美丽乡村
建设，鼓励村民投身旅游产业，旅游、肉牛、

肉羊、中蜂、劳务等多元化产业成为村民增
收的新渠道。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6年的
6160元跃升至1.5万元。

从土坯房、泥泞路到青砖黛瓦、平坦道
路，村民的生活变得富足和美。医疗保险、
普惠性幼儿园、便民服务网点、乡村公共交
通全面覆盖。新建的标准化卫生室、文化活
动中心、文化广场和运动场，解决了外在形
象问题；通过“三线”入地改造、污水处理工
程等，彻底解决了内在问题。

杨岭村的面貌焕然一新，硬化道路户户
通，安全住房户户有，老有所养、幼有所学、
致富有路，村民生活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
跃。田间地头，村民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农民，而是变成了种植能手、养殖专家。
科技的春风带来了新品种、新技术，让土地
上庄稼金黄，牛羊成群，生机勃勃。

杨岭村焕发新生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2012 年春，记者初到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这片昔日的荒漠上，一个崭新的生态移民安置村呈现眼前。
月牙湖乡先后从宁夏南部山区迁入移民6979户、31800人。从此，这里成了他们的新家园，一个个幸福故事不断上演。

十多年来，记者持续关注月牙湖乡，将镜头对准移民群众，记录他们扎根这片土地努力改变生活的点滴。
这里的干部群众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引领移民增收致富。开垦荒地 3 万余亩，引进 50 余家企业发展奶牛、蜜瓜、
香菇、肉牛、肉羊、花卉等产业，逐步形成拥有万亩奶牛养殖园区、肉牛养殖园区、肉羊养殖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清洁能源基地的“四园一基地”产业布局，移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各个产业生产当中，日子越过越好。

月牙湖乡
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马 楠 文/图

今天，是第25个

中国记者节。

“土地上生长着

信念，有多少秋天就

有多少春天。”记者，

是这样一群人，他们

用镜头记录着身边

发生的各种事，用话

筒收录着听到的各

种声音，用笔书写着

一个又一个故事。只

为能拍到更多画面，

采访到更多内容，听

到更多声音，他们忙

碌不停，有时甚至日

夜不歇，只为更快、

更好地将新闻播送

出去。因为记者真

正的荣光，是在一次

次抵达的现场中，是

在一篇篇事实的报

道中。

编者按
2019 年 5 月，李耀梅在自家小屋里手工

扎制扫帚。

如今的月牙湖乡生机勃勃如今的月牙湖乡生机勃勃，，一座座设施温棚依次铺开一座座设施温棚依次铺开，，一间间民居整齐排列一间间民居整齐排列。。

杨岭村新貌杨岭村新貌。。

海原新时代快
车道。

（图片由海原
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