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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3月6日在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中强调，到

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

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

2020，决胜脱贫攻坚!行百里者半九十。砥砺奋进乘势为，策马扬

鞭正当时，基层党员干部，一线扶贫的主力军，是驾驶扶贫复兴号开往

脱贫幸福站的司机，同道中，还不断涌现出自强不息的脱贫者，他们的

事迹可歌可泣。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奖者，我市舒城县五

显镇梅山村村民纪道明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他以自强为笔墨，书写出一

卷脱贫扶贫的美丽篇章。

青山碧水水挖挖穷穷根根
——— 纪纪 道道 明明 和和 他他 的的 伙伙 伴伴 们们

徐徐航航//文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流流冰冰//图图

舒城县五显镇梅山村村民纪道明，
2014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脱
贫。两年多来，他不仅再接再厉、巩固成
果，而且继续为脱贫攻坚奋力拼搏，带动
50余户村民增产增收。2019年，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奋进奖”并“中国好人”两项大
奖。

五显镇距县城40公里，为舒城西南山
区的山口重镇，与金安区、霍山县为邻，国
道 105线、346线穿境而过。该镇在获县、
市、省、国家的多项奖项之中，最撩人眼目
的，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颁发的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镇面积97 . 16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1114 . 5公顷，山场面积却
高达5414公顷。青山连绵起伏，碧水蜿蜒
长流，白墙红瓦的小楼民居，或掩映在青松
翠竹之间，或翘首在白云蓝空之下，人行其
间，犹如辗转在仙境。但是，就在这样一个
美丽的地方，贫困依然无所不在。2014年，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728户、7924人，
贫困发生率21 . 7%。截至2020年6月，全镇
已脱贫2404户、7593人；景山、余畈、梅山、
光明4个贫困村，已全部出列。目前，全镇
未脱贫人口 5 6户、1 0 8 人，贫困发生率
0 . 3%。这其中，纪道明和他的伙伴们，无疑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纪道明，1964年生，祖籍安徽池州市，
后迁居湖北大冶市。旧社会兵荒马乱，民不
聊生，逃荒到哪里，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得已又从大冶逃荒到五显镇这荒山老
岭，到纪道明这一辈，已是纪家逃到五显这
儿第七代了。

纪道明56岁，中等身材，精干灵活，一
幅宽肩，似乎能承担任何负载，一双锐眼，
似乎能看透世间一切，特别是他那额头连
着后脑门，宽广、善良而睿智。照理说，智
商高的人是不应贫穷的。但是，他自幼家
贫，无任何帮衬，两间破屋栖身，二亩薄田
糊口，翅膀实在难以伸展。直到1994年30

岁那年，他与邻村韦洼村的李邦芝相爱结
婚，生活才展现一点亮色。当年，儿子呱呱
坠地。老纪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搞养殖技术
领先，虽然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但头脑灵
活，善于钻研，为了妻子，为了儿子，纪道
明拼搏的劲头更大了。

可是，命运却同纪道明开了一个巨大
的玩笑：2003年，李邦芝外出务工路上，被
一辆大卡车撞飞。送到医院虽然拣回了一
条命，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李邦芝昏迷不
醒了的一年零五个月后，虽然苏醒了，但是
瘫痪在床，说话不清；儿子当时才九岁。纪
道明无微不至照料妻子17年，直到她2020

年4月安然去世；同时，精心抚育儿子纪舒
乐，使他2013年考取合肥铁道工程学院，
如今奖金不计，每月工资5000余元。

模范丈夫、可敬父亲的事迹，使纪道明
荣获2017年“六安好人”、2018年“安徽好
人”、2019年“安徽省道德模范”、2019年

“中国好人”。纪道明这是当之无愧，实至
名归！

纪道明本来是不会进入贫困之列的，
但由于妻子车祸卧床，孩子年小需要养育，
只能困守在家，又无力发展更多的副业，致
使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党中央提出了“精准
扶贫”战略，梅山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打开了
新局面，纪道明的人生也踏上了新征途。

2014年，纪道明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这一年村里又
帮他申报了危房改造项目，落实了危房改
造补助1万元，新建平房4间，经济条件好转
后又持续加高扩建。门朝东南，白墙红瓦，
高大敞亮，200多平方米住房焕然一新。这

一年，村里又为他妻子李邦芝
办理了残疾证，按年度享受残
疾人的补助和慰问金。多项帮
扶措施并举，解除了纪道明脱
贫致富的后顾之忧。

也就是在2014年这一年，
纪道明谨慎地迈开了脱贫致富

的步伐。这一年，他自孵皖西白鹅
100多只，卖了之后自己又添点钱，

以每头3000元的价格，买了两头小母
黄牛。2016年，两头母牛又过了两头小

牛。老纪自己卖鹅又卖点稻，筹资又买了3

头小黄牛。这样一来，他便有7头黄牛了。
2017年，他步子迈得更大，贷款5万元买了
10头黄牛，连家里自养的7头，他手头共有
17头黄牛了。

2017年5月，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扶贫
工作队进驻梅山村。工作队通过深入走访
调研，发现纪道明的感人事迹，对他予以表
扬、鼓励，纪道明也表明自己愿做产业扶贫
带头人的决心。工作队进一步鼓励他扩大
养牛、养鹅的规模，并协调帮助他销售全部
饲养产品。驻村工作队与镇驻村指导组和
村两委会商后，决定对纪道明进行全面帮
扶。

经多方协调，纪道明在梅山村仓房组
万佛湖湖滩的西上方租地3亩，兴建了黄
牛散养基地和皖西大白鹅散养基地，并挖
了一方供鹅、鸭嬉戏的小水塘。当年，散养
黄牛20余头、白鹅200只、麻鸭200只。2017

年8月，纪道明作为梅山村贫困户的代表，
同迎驾慈善基金会、安徽省徽菜产业发展
促进会、固镇军明皖西白鹅养殖专业合作
社等七家合作商，签订了产业扶贫合作协
议，就扶贫捐助、种苗提供、技术指导、销
售服务等，达成了合作意向，进一步增强了
纪道明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信心。他乐呵
呵地说：“多亏工作队和镇、村领导的帮
忙，现在苗没有问题，养没有问题，卖也没
有问题，我们要练强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呢。”

读者朋友很难想到纪道明搞养殖地方
的美丽和神奇！

从纪道明黄牛、白鹅等散养基地向东
走约30米，驻足向东、向北凝眸眺望，是万
佛湖的一片近千亩的湖滩草原，碧草如茵，
杂花争艳，连棵的高大白杨在清风中展露
姿容。向东看岔湖隐隐如练，向东南看，万
佛湖正蒸腾白漾漾的水波。蓝空之上白云
悠悠，草滩之上黄牛逐草，白鹅成群似在休
憩。白鹭在黄牛背上驻停、翻飞，蜻蜓在人
前结阵、扑逐。宛如梦境的美丽草原，黄
牛、白鹅流连成长的地方！

纪道明饲养的黄牛，属大别山本土的
“三黑”黄牛，所谓“三黑”，则是鼻黑、蹄
黑、尾梢黑。皖西目前常养的黄牛有两种，
除了“三黑”之外，还有“三黄”(上述三处皆
为黄色)。另有一种个头比较大的西门塔尔
花牛。这三种牛以“三黑”最好。“三黑”三
年出栏，每头牛杀肉300斤，一般不超过
350斤；“三黄”也是三年出栏，但身架子
大，每头杀肉一般在390斤以上；花牛则两
年出栏，每头可杀肉1000斤以上。“三黑”
牛肉肉质细密，宛如猪肉，一般卖50元 /

斤；“三黄”牛肉也是50元/斤；花牛肉则是
30元/斤。

纪道明的“三黑”黄牛就是在湖滩草原
上散放。每年4月下旬，春雷动、青草发，就
把牛放到外面。用8米绳索拴系，距牛1米处
的绳上有状似“滑轮”的装置，以防牛打转
绳子上劲把绳毁掉。饲牛的地方每天换两
次，三天以后才能放到曾经饲养过的地方。
这些年来，纪道明的牛一般是谷雨季节放
出来，到立冬才拉回200多平方的散养基
地喂养。

纪道明养的鹅是皖西大白鹅，裕安区
固镇品种。鹅性娇贵，小鹅要膀根毛扎齐才
可放在外面。纪道明在草滩上散养的白鹅
似通人性，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就自动回
家，挡都挡不住。好在老纪建的白鹅散养基
地有300多平方米，可为白鹅们提供温暖
的家。纪道明的皖西大白鹅体健硕大，每只
至少 10斤重，最大 1 7斤，一般都在 16斤左
右。皖西白鹅的羽绒世界最佳，每只鹅羽绒
可卖12至18元。

皖西人饲养的麻鸭一般有三种，即山
东1号、大京湖和小京湖。山东1号每只长到

8至10斤，但水份大，泡肉多，懂行的人往
往不喜欢。大京湖麻鸭身上的花纹要大一
些，容易区别，每只约有5斤左右，比较受
人欢迎。小京湖则是指肥西县三河镇那边
产的一种麻鸭，体格较小。老纪饲养的麻
鸭，多为皖西本地品种大京湖。

常言道：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
筐。如今，人们追求食品口味，要求越来越
高了。纪道明在湖滩草原上散养的黄牛和
白鹅等等，即使是口味刁钻的人也非常欢
迎。在梅山村驻村工作队的积极联络下，安
徽省西商集团的领导多次到纪道明的养殖
基地考察，并免费为纪道明在六安提供铺
位，协助他销售黄牛、白鹅等特色农产品。
在六安“腊货节”上，老纪的牛肉供不应
求，平均每天能卖掉两头牛。梅山村成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纪道明作为社员发起
人登记备案，并被选为执行监事。他还注册
成立了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包括动物饲养、
隔离、屠宰加工，水稻及农产品种植等等。
产业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纪道明在2017年
直接增收5万元，不但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2018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多次
带领纪道明赴霍山、裕安、叶集等县区学
习，帮助他学习技术，开阔眼界。在裕安固
镇考察时，纪道明与军明皖西白鹅养殖专
业合作社现场达成了合作协议，订购了
1000只鹅苗，其中纪道明本人饲养500只，
为贫困户代养500只；他还散养了30头黄
牛。1000只鹅苗入驻散养基地的时候，正
值初春，春寒料峭。怕鹅苗冻着，老纪架起
干柴生起火堆为鹅棚增温；怕鹅苗闷着，老
纪一夜未合眼，不停地来回巡视；怕鹅苗呛
着，老纪及时垒起通风管道；看到个别鹅苗
不对劲，老纪赶紧托到一边，留心察看。在
老纪的苦干实干之下，2018年他增收了7

万多元，生活更上一层楼。
2019年，纪道明从小有名气的养殖大

户变成了大有名气的先进典型。驻村工作
队在跟纪道明谋划新的一年发展时，说道：

“老纪啊！你现在是名人啦，要争取把典型
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你可以注册一个商
标呢。”老纪笑道：“那当然好啦，注册个商
标，我的黄牛、白鹅名声会传得更远，销售
也会更好啦！”说干就干，驻村工作队陪同
纪道明到舒城县的商标事务所跑了一趟，
成功地注册了“纪道明”牌商标。

2020年，纪道明散养黄牛40头，皖西
大白鹅2000只，还发展了7000平方米的蔬
果产业，种植小南瓜、青椒、西瓜等。看着
黄牛、白鹅生机勃勃，看着蔬果种植长势茂
盛，初获成果，纪道明抑制不住心中的喜
悦：“今年都要全面小康啦，我一定要更加
努力，带动乡亲们增产增收！”

纪道明在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从来
没有忘记梅山村的父老乡亲，更没有忘记
那些没有脱贫的人们。纪道明在修建牛棚
的时候，主动找到村里的贫困户，邀请他
们尽其所能，铲铲土、砌砌墙、拔拔草，不
嫌他们力量微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多
少能增加一点收入。黄牛、白鹅入住散养
基地后，岗位就更多了，放牛、赶鹅、割草、
打扫卫生等等，都需要人手帮忙。为了把
养殖基地的务工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同时增强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造血功能，
驻村扶贫工作队、镇驻村指导组、村两委
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了26名贫困户。
梅山村毛竹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出面与26

户贫困户签订了用工协议，安排在纪道明
的黄牛、白鹅散养基地务工，根据贫困户
的身体状况和技能特点合理安排工作岗
位，由纪道明统一安排劳动。2017年，在黄
牛、白鹅散养基地务工的26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1500元。

2018年和2019年，根据对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中的“六类户”(低保、重病、危房、残
疾、独居、无劳力)的摸排，梅山村确定了入
股白鹅养殖的30户困难群众，每户入股
500元购买鹅苗，由合作社委托纪道明代
养，饲料、防疫、管理等成本均由合作社补
贴，收益全部给农户分红。在两年的协议期
内，30户每户每年分红1000元。

2020年5月8日，纪道明风尘仆仆，再
次来到裕安区固镇军明皖西白鹅养殖专业
合作社，订购了1500只鹅苗，再加上自己

孵化的几百个鹅蛋，今年养的鹅依然在
2000只以上。今年，老纪还为村集体代养
了1000只白鹅，带动集体经济增收，助力
梅山村向年收入50万元的集体经济强村
迈进。

笔者在梅山村走访了4位贫困户和边
缘户，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他们脱贫攻坚的
决心和对纪道明的感激。

梅山村堰坝村民组的班友仓，55岁，
2016年发现右腿患癌瘤，2017年在省立医
院动了手术。近几年他靠自己养鱼每年收
入1万多元，跟着纪道明养大京湖麻鸭300

多只，每年收入7、8千元。韦祠村民组的赵
贤稳54岁，妻子胡传菊左心房长瘤，在省
立医院动手术，医药费除报销外，自己花了
14万元，因病致贫。近两年每年都跟着老纪
养两头黄牛，纯赚8000多元，大女儿在国
家帮助下已经大学毕业，现已脱贫。仓房村
民组查明山，57岁，2016年得了尿毒症，因
病致贫。他靠养鹅入股，每年分红1000元；
在黄牛、白鹅散养基地做临时工，平均每月
1000多元，现已脱贫。

四位乡亲中，最有意思的要数库边村
民组的汪道仓，69岁了，但生性乐观，说话
高声大嗓。他说：“我老伴患有心脏病，自
己年纪也大了，干不了重活。我在纪道明的
白鹅散养基地赶赶鹅，活不重，一天能挣
80块钱，我很快活。”文革时，他曾在大队
的文艺宣传队待过，登过台，唱过戏。他曾
赋《无题》诗一首赠纪道明：“苦干实干纪
道明，养牛养鹅助扶贫；身边众人来帮衬，
脱贫攻坚有决心。”可惜，纪道明没有唱
和。有一天，有人发现汪道仓在青山绿水之
侧引吭高歌。舒城民歌最难唱的是“蜜蜂钻
天”，又名“挣颈红”，歌声高入白云，老汪
当然唱不了，他唱的是大别山流行的“五句
头”：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
这般心思有谁知？
唱了之后，他觉得不过瘾，又唱一支与

养牛有关的山歌：
三月湖滩绿油油，我和妹妹去放牛；
情妹打我一鞭子，打过忙摸我的头；
不打怎好头对头？
我们不好给汪道仓唱歌打分、作评论，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心里一定“很快
活”。

这次，笔者在五显镇走动了5天，心里
也是“很快活”。2020年，五显镇同全国各
地一样，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即将成就中国历史从未
有过的伟业。为此，省妇联、六安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和舒城县相关单位，派员进驻五
显镇四个贫困村奋战多年，获得全胜。几个
单位的领导也不时下来察看。譬如咱们六
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军，这位山东聊
城姑娘，这位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就曾不声
不响地来到梅山村15次，多次小住或长住，
令人感佩。

五显百姓是舒城人民的可敬代表。他
们勤劳、忠厚、精明、善良、善解人意、勇于
进取，蓄积着伟大的创造力量。短短几年，
百分之九十以上群众都住上楼房，就是一
个明证。别看他们在山村中普通平凡，一旦
乘风，便可破万里恶浪。梅山村书记李帮军
告诉我，仅这个贫困村就有500多人在外
面大世界拼搏，有20多位像模像样、叱咤
京沪的老板。

这其中，纪道明无疑也是一位代表人
物，虽然他的事业还没有做大，“虎威”还
没有呈露，但是我们可以期待。这几年，县
委、市委、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接见了
他。2019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领取“全国
脱贫攻坚奋进奖”期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及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的亲切会见，无疑给
了他巨大的鼓舞。

离开梅山村那天，笔者同纪道明谈了一
次心。问及他下一步的打算。他说，我首先想
到的是更换所养牛的品种，明年我想买15头

“鲁西”牛。这种牛原产山东，大都同“三黑”
差不多，但关键的是，“鲁西”长得快。

好，纪道明！祝你诸事顺遂，旗开得胜，
步步登高！

““全全国国脱脱贫贫攻攻坚坚奋奋进进奖奖””获获得得者者 纪纪道道明明

至2020年，纪道明散养黄牛达40头。

2020年，纪道明饲养皖西白鹅2000余只。

本文作者采访纪道明。

纪道明和他的伙伴们。

纪道明的家。

五五显显镇镇梅梅山山村村的的康康庄庄大大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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