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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人人物物””张张传传峰峰传传奇奇

方方观观男男 图图//文文

“你是张传峰？”
“是，我就是张传峰。”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红军街的电商中心，当

张传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些意外，有些惊
奇。见面前，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威武雄壮的汉
子，传奇般的人物形象，现在，却要俯下身子去
跟他交流。

张传峰身高1 . 4米，体重50公斤，黝黑的皮
肤，精致的五官浓缩了所有的精华。眼神里透着
机灵，那神情，那一举一动，明明是一个12岁的
孩子嘛，甚至声音还有着稚气。走在路上，你绝
对会把他当作刚入学的初中学生。

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在金寨
县汤家汇镇电商一条街，甚至在金寨，张传峰都
小有名气：

贫困户；羊司令；电商达人；农村产业带头
人；六安市脱贫攻坚先进典型；金寨县十佳产业
扶贫带头人……

熟悉张传峰的人都说：这些称号就是他的
人生轨迹，他的身上深烙着时代的印迹，从这些
称号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残志坚的农民后代
的奋斗历程，他是老区金寨新一代农民的形象
代表。

“我37岁，属狗，就是安静不下来的属相。”
他笑着跟我说，有几分孩子般的淘气，没有一丝
残疾人的自卑。可能是因为经常与人交流的缘
故，他很健谈，在他娓娓道来的人生经历中，我
仿佛听到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的故
事，溪水般流淌出来……

(一)
张传峰，出生在金寨县汤家汇镇竹畈村，这

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父母在家里早出晚归
辛苦劳作，也不能改变家里的贫困生活。张传峰
从小倒是机灵活泼聪慧的孩子，成绩好，老师也
喜欢。1998年，张传峰初中毕业，可是家里实在
无法供他上学了。

父母愁苦的眼神，让他如芒在背，作为家里
的长子，他必须承担生活的安排，正式成为一名
不合格的农民。命运跟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在社会上闯荡十多年后，生活还是那样贫困，生
命的时钟仿佛停止了运转，同龄的年轻人有的
长个子，有的长体重，有的增加了财富，他却丝
毫没变。

其实他变了，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开心的孩
子了，生活让他太早地承受命运的折磨。张传峰
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自己是一个侏儒，一个残
疾人。

汤家汇镇是著名的红色小镇。四面群山环
绕，茂密的森林里，曾经掩护过无数的红军战
士。这里盛产灵芝、天麻，但是交通极为不便，
销售量极小。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选择闯闯外
面的精彩世界。张传峰没有这样的机会，他1 . 4

米的身高，初中学历，在外面能做什么呢？于是
他努力地把汗水撒在家乡贫瘠的田地里。可是
地里的收成虽然好，农产品却没有人来收购。他
自己种的花生、芝麻都是上好的品质，却没有人
来收购。堆在家里的破屋里，生活也几乎过不下
去了。

张传峰还是不甘心，他要继续折腾：开早餐
店，卤菜店，倒腾水果，贩树，什么赚钱就去做
什么，可是折腾来折腾去，仍然举步维艰。

2014年，张传峰被评为贫困户，他知道这是
乡亲们对他的同情，但是看到自己的名字贴在
公示栏上的时候，他还是偷偷地哭了。

我不懒，我努力了。我不要穷，我还要努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还要从这块贫瘠、封

闭的山林里找到致富的路。金寨县汤家汇金刚
台植被丰富，地广人稀，非常适合发展养殖业。
而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张传峰对放羊也是非常
熟悉的。在吃过无数次亏后，他得到的人生经验
就是，从最熟悉的行业入手。他的想法得到政府
的认可，镇政府表示大力支持，希望他能起着带
头作用。2015年，张传峰开始养殖山羊。他用政
府的帮扶资金买了18条羊，正式开始创业。

这18条羊就是他的朋友，他白天放羊，晚上
住在羊圈里，他熟悉每一条羊的脾气，给它们分
别取了名字，放羊出去时哪只带头，哪只最后，
都有了自己秩序。如果说张传峰有什么与众不
同之处，那就是做一行爱一行的那股子劲头。

他用全部的心思来伺候这群羊宝贝，并开
始学习养羊的知识。为帮助和支持张传峰发展
养殖，镇村干部、农技人员及帮扶干部经常到张
传峰家走访指导，送去养殖实用技术读本。再
累，张传峰也会挤出时间学习。遇到不懂的，他
就虚心向当地畜牧部门请教，帮扶干部也积极
为他排忧解难。天时地利人和，功夫不负有心
人，张传峰的羊场越做越大、越来越顺。

镇里还帮助他成立了家庭农场，引进黑羊、
黑鸡品种，申请小额贷款，得到帮助的张传峰信
心更足了，养殖规模从十几只很快发展到四五
百只，张传峰成了“羊司令”。

他熟悉家乡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水，每一
道山坎。贫瘠的土地是他的希望。春天，树尖上
绽出绿色，点缀黝黑的枝杈，渗出勃勃生机。映
山红开了，一山一山的红，兰花在幽暗的树林里
散发清香，四月粒如小小的红灯笼，挂在树上。
饿了，采野果吃，渴了，喝几口溪水。如果不是
贫穷，这样的日子倒也舒心。

羊儿不懂他的话，他一个人自言自语解闷。
手机就是他的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张传峰
在放羊之余，一有空就将他放羊的路上那些充
满乡野气息的图片发到朋友圈，吸引了在外拼
搏乡亲人的眼球。他的朋友圈关注的人越来越
多，很多人跟他聊起对家乡的那份思念，希望通
过他买到产品，再体会那些儿时的味道，张传峰
尝试着用邮递的方式给他们发货，产品找到了
销路，虽然不稳定，但是放羊、销售两不误，还

是很划算的。
羊儿吃百草，喝山泉水，在岩石上觅食，当

然身体健壮、肉质鲜美。羊儿生病少，自然收入
就高了。这只是一方面，他还先人一步，争取当
地农业部门的支持，取得了山羊和土鸡的有机
认证。

咱是有证的人了。顾客也放心，谈起买卖来
也容易多了。

2016年，张传峰除了养殖山羊，还养殖了
700多只黑鸡，1000多只土鸡，实现年收入10余
万元，一举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二)
张传峰的日子过好了。但是他心里还是不

好过，现在他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其他的贫
困户，他们也跟自己一样，因为这样那样的原
因，依然很苦。

贫在闹区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了钱
的张传峰，亲戚多了，不同的是，这次亲戚不是
别人找来的，是他找去的。

也是跟曾经的他一样，贫困户，穷亲戚。
一人富了不算富，政府引导他致富了，他没

有忘记自己的责任，要带动别的贫困户们一起
致富，一起甩掉穷帽子。

张传峰脱贫后不忘乡亲，“美羊羊”农场
吸纳了3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还利用自己的
养殖经验带动张经志、邓正国等贫困户养
殖山羊和土鸡，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2017年，对张传峰来说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汤家汇镇用红军街现有的70余间
门面房，打造电商一条街。对入驻电商一
条街的电商主体进行扶持。

有过网上销售经验的张传峰敏锐地感
觉到这是一个新机遇。

他在过去的销售中意识到网络的魔力，
也体会到一些局限性：只能通过朋友、亲戚、同
学和熟人介绍，这样小打小闹的折腾，不是他想
要的，张传峰要把生意做到成千上万未曾谋面
的顾客那里。

金寨无尽的大山是他的工厂，网络是他的
柜台，一根长长的网线就是他的希望。张传峰的
眼光和胆量再一次体现出来，果断从电商一条
街租农特产店铺，从事电子商务。为了支持他，
政府也给予3—5年的租房补助和每间1万元的
门店装修补助。这下他更有信心了。

政府组织张传峰参加电商学习，系统地学
习电商的经营知识，推广、销售、发货……渐
渐地，有人从远方打电话来买他的产品，订
单越来越多，发货量不断增加，从一天几
十元，到几百上千元……

他从小小的手机里看到了无限
的商机，体会到电商神奇的魔力。
从此像上了瘾似的，沉浸在网络
销售中。初中毕业的他，努力
学习各种技能，了解网络知
识，由陌生到熟悉，从门
外汉到网络高手，成了
远近问名的“电商达
人”。

当然也有人
不 明 白 。网 上
卖 产 品 ？都
没 见 过 面
怎 么 做

生意啊？要是被人骗可就惨了。他的好友这样善
意地提醒他。

机遇总是给有眼光的人准备的，认准了就
干，先人一步，就赢在起跑线上。

(三)
金寨电商发展如火如荼，无数像他这样的

贫困户也开始从事网上销售了，生意竞争也大
了。他又开始第三步飞跃：成立公司。这在以前
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张传峰敢想了，敢做
了。

他看到了竞争，也看到了机遇。钓鱼只能当
个菜，想卖鱼还得有网。他认识到，随着电商市
场的成熟，只有规范经营，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他开始借力上坡，和从苏州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王玲合伙组建金寨县香尖土特产有限公司。

2017年3月，金刚台春意格外浓。山岭上的

映山红花红红火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金
寨全域旅游的发展，把这个偏僻小镇的人气
一下子带火了。走步道，看红色景点，买农
产品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汤家汇红军街
上人来人往，张传峰的店很招人气，生意
也非常兴旺。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想
看看这个神奇的小人物。

2017年香尖土特产有限公司就业
人数达30人，实现盈利25万元，直接
带动贫困户35户，其中当年脱贫户20

户。他被评为2017年度全县“十佳产业
扶贫带头人”。

2018年，张传峰继续带领电商街的
十多位电商伙伴们，帮助几十户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月均销售额达50万元。
2019年上半年，他的营销收入达到300

多万元，仅电商就达到240万元。
公司带动了40余户贫困户。我看到他记下

的一笔笔收购账单：张经志、徐应平等 1 0 多

户贫困户通过公司电商平台，销售黑毛猪、
山羊、粉丝等农产品达 1万元以上。他对社会
的贡献，对乡亲们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看得见
的。

面对骄人的成绩，张传峰并没有停止努
力的步伐，20 19年，他又找到新的商机：金寨
小香薯种植。他试种了 1 0亩，一年两季收获，
亩产 1 500斤，赚到了7万多元。这还不是最主
要的，关键家乡有种红薯的经验，小香薯销路
好，易种易收，产量高，也不易破损，保存周期
长。“农户只要种一亩，就可以收入7000多元，
多好！”他充满信心地说。

在张传峰的心里，时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还
有乡亲们。这就是他的情怀。他和他的“香尖”
立足于乡间，扎根在金寨老区的土地上，种下梦
想，收获幸福。

金 风 送 爽 ， 稻 花 飘
香。记者一行沿着宽阔平坦

的水泥路，来到霍邱县长集镇
七里棚村，一排排楼房排列有

序，房屋前的微田园绿草如茵，池
塘里的水，满满的，清澈见底。100

多米廉政教育文化墙、脱贫攻坚墙、乡
村振兴墙、乡风文明墙、好人好事墙、历

史名人墙，设计新颖，富有特色，为七里棚
的乡风文明建设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七里棚村因村部到镇里仅七里而得名。全
县86个重点贫困村之一的七里棚村，如何在几

年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得不令人刮目
相看。主要是党组织派来了一个年富力强、甘于奉

献的“领头雁”罗炜。
2014年10月，罗炜从安徽省国贸集团下派到长集

镇七里棚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当时全
村101名党员，党员生活长期停摆，村两委不融洽，在群
众中没有号召力；青壮年全部在外打工，村集体收入为

零；全村除一条通往镇上的主路外，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贫困户253户646人，有的穷得连下饭的咸菜都没有。

当罗炜用两个月时间，踏遍八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走访了所有的贫困户之后，心震颤了。他深感这里的脱贫之
路“远不止7里路”，更从现实和群众期盼的眼神中看到了
自己肩上的担子。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一夜未眠，起床后便在笔记本上写
下大大的“决心、红心、恒心”六个字。“决心，是群众不
脱贫不走；红心，是带着激情工作，把心掏给群众；恒心，
是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言放弃”，罗炜这样解释自己的内
心约定。揣着这“三心”，他踏上了坚实的扶贫之路。

建好班子带好队伍

“可以说筑牢堡垒、带好队伍是扶贫工作的根，这个根
扎得牢不牢，是第一书记的首要责任”。厘清思路后，罗
炜第一步棋下在班子建设上。于是，他一边主持编写《安
徽国贸集团公司2014-2017年扶贫帮扶工作实施方案》、
《七里棚村三年项目实施方案》，一边及时恢复组织生
活，在村里相继发展7名40岁以下党员，培养后备干部，
并在镇党委大力支持下逐步整顿、调配村支两委，让年轻
有为的新党员进班子，下大力气改变班子软弱涣散状态。

大半年过去了，村支两委劲往一处使了，“三会一
课”正常了，歪风邪气有人敢管了，干部的话群众听
了，群众看干部的眼神也变了。“没有一个坚强的组
织，仅靠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罗炜推
心置腹地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罗炜把扶贫延伸到自己单位，将
21户特困户与集团公司21位领导进行结对，因
户制宜、因人而异制定一对一帮扶措施。成
功后，又发展至86户，一下解决了特困户
的燃眉之急，并让21户贫困户当年全部脱
贫。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罗炜的第二步棋下在狠抓基础

设施建设上。他通过跑上跑下，争取资金，新修村组道路10

余公里、加宽村主干道5公里，从而解决居住偏远的5个村民
组村民的出行难和农副产品外销难问题。新修塘堰500多平
方米，建设无线广播站一座，新修水利支渠 15千米，建设
200千伏和60千伏光伏电站各一座，每年给村集体带来10万
余元的经济收入。改造高标准农田3000余亩，建造面积80

多平方米的村为民服务大厅已投入使用，村里所有田块实现
了旱涝保收。

2018年9月，他利用从县委宣传部争取的6万元专项宣传
资金，因地制宜，利用七里棚村部的东围墙，修建了100余
米的“七里棚村党建廉政教育文化墙”，作为七里棚村党员
教育基础平台。他自己为“文化墙”的内容组稿，找村里的
老村干、镇史的编撰者讨教，挖掘七里棚村的村情村史和红
色革命印迹。在他的努力下，100余米的内容新颖、格调高
雅的党建廉政教育文化墙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打造出一张
七里棚村乡风文明建设靓丽的“名片”。

发展产业脱贫有方

罗炜的第三步棋下在产业发展上。为了增加贫困户就业

岗位和收入，罗炜带领村支两委村干一起，将霍邱众诚家具
厂引进七里棚村里落户经营。目前，在众诚家具厂务工的20

名工人中，贫困户有5人，每人每月工资收入不低于2000

元，七里棚村结束了无企业的历史。
利用县扶贫项目和争取企业无偿支持等办法，引进麻黄

鸡养殖，免费为贫困户提供5万多只鸡苗，让235户贫困户逐
年加入养殖项目计划；联系县工投公司和龙翔公司免费为80

余户贫困户提供皖西白鹅种苗2500只，所有养殖户则实现逐
年脱贫。2017年在七里棚村实现了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盖，
并组建种植和养殖业合作社，还发展家庭休闲农场，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项目。

如今的七里棚村面貌焕然一新，村容村貌美了，村民变
精神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县里把七里棚村纳入美丽乡村建
设点。

亲力亲为情系村民

作为扶贫干部，每个贫困户的家事都装在罗炜的心里。
谁家的房子要改造、谁家的鸡出现瘟病、谁家的家人看病遇
难题，他心中都有一本账。而村民们只要遇到难事，不论与
扶贫有没有关系，第一个想到的总是罗炜。

贫困户甘连书常年犯糖尿病及腰椎病，妻子因车祸落下
残疾，均不能种地，仅靠几亩土地流转的收入和子女接济度
日。极度贫困的他一度生活绝望。罗炜得知情况后，数次上
门与夫妻俩叙谈，送去免费麻黄鸡苗200只，还安排甘连书
去省城大医院检查治疗，并帮助联系报销医疗费。“你们俩
还不到50岁，好日子在后头呢”，看见甘连书健康有所好
转，罗炜边继续鼓励边在村里的家具厂帮助他联系了一份轻
体力的工作。2016年，甘连书一家纯收入增加6000多元。
“要不是罗书记，俺们哪有活路？更脱不掉贫”，提及此
事，甘连书夫妻热泪盈眶。

贫困户胡学文因经济困难， 1 2岁的孙女胡志锐辍学在
家。罗炜发现后，回到集团为之呼吁，募捐3000元，还联系
学校。“不是罗叔叔，我不可能重回校园圆上学梦了”，小
志锐动情地说。像这样的贫困学子，罗炜通过申请雨露计
划、社会募捐等方式，为全村解决了35名贫困户子女上学问
题。

驻村帮扶永远在路上

在七里棚村，现在从外貌上已看不出今年48岁的罗炜是
省城下派的干部，因为常年田头奔波让他体表完全变回了农
村人，情感与百姓早已融为一体。

他对扶贫工作的用心用情感动着自己单位的高层管理
者，单位原定一年支持他10万元扶贫经费，被打破常规提升
到30万元。同时，集团号召党员干部共有40余人，自觉加入
到七里棚村的结对帮扶队伍中。

5年来，全村贫困户共有243户634人顺利实现脱贫，七
里棚村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建档立卡初期的17 . 97%降至现
在的0 . 25%，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2014年的零收入到现在的
23 . 6万元，成为全县“十大特色产业村”之一，2017年12月
顺利实现“户脱贫村出列”目标。

“脱贫攻坚，我将永远在路上。”面对取得的成绩，罗
炜深情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驻村帮扶干部应
该做的事。”

脱贫路上踏歌行
张正武 本报记者 徐有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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