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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元素出现在古老的苗寨，几
大产业的健康发展让村民的美好生活
有了保障。

漫步在十八洞村，湘西长行村镇银
行在村里设置了ATM存取款机、办税
服务点、劳务输出学习点、筑梦书屋、儿
童之家等。

刚刚跟着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从
山东、山西考察回来的村主任隆吉龙
说，十八洞村的黄桃种植已有 300多亩
的规模，他自己种植了大约 100亩，这
些黄桃很快进入盛果期。按每斤 5元
的价格计算，每亩地效益在 2万～2.5
万元。

如今，十八洞酒、十八洞山泉水都
已进入市场，“十八洞”已成远近闻名的
品牌。十八洞村在很多商标类别对村
名进行了注册。

十八洞村自然景观优美，有莲台山
林场、黄马崖、乌龙一线天、背儿山、擎
天柱、十八溶洞群等景点，村内鸟语花
香，高山峡谷遥相呼应，享有“云雾苗
寨”之美称，被誉为“小张家界”。

十八洞村以党建为引领，以乡
村游为依托，利用本村优质资源，成

立了农旅合作社，大力发展相关产
业。去年，前来十八洞村参观的游
客达到 37万人，纪念品等收入达 300
万元。2016年 12月，十八洞村退出
贫困村序列。 2018 年，人均收入达
到 12128元。

村支书龙书伍说，十八洞村探索成
立了“互助五兴”组，即一名党员干部联
系 5户群众，结合乡村振兴从“学习互
助兴思想、生产互助兴产业、乡风互助
兴文明、邻里互助兴和谐、绿色互助兴
家园”5个方面与群众结成互助小组，建
立党群之间、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互相
进步的新举措，形成“永不离开的工作
队”。

现在的十八洞人，腰包鼓了，脑袋
也充实起来。

近来，施全友萌生一个想法，“我准
备开一家民宿”。

他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就餐的游客
坐了十几桌。广场中央一块石头上，书
写4个大字“精准扶贫”。

不远处的大树上，悬挂了一行
红字，上面写着“相约十八洞 牵手
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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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十八洞村：美好生活的开心密码

山乡巨变，翻天覆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生机勃勃。

十八洞村人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化作前进的动力，铲除“穷根”走上致富路，开创
了脱贫攻坚的新路径。

如今，旅游、猕猴桃种植、山泉水厂、酒厂、腊肉
和苗绣等产业发展如日中天，村民们脑子活了，致富
的门路也多了。

高兴、开心、幸福……村民们的笑容挂在嘴角、
洋溢在脸上。
郑报全媒体记者 安学军 王军方 翟宝宽 夏普
张祎 程红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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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5时30分，十八洞村，公鸡啼
晓，响彻蒙蒙亮的村庄。

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不时传出悦耳
的鸟鸣声。山谷里平坦整洁的柏油路上，
6个女子在晨跑。

“你好。”记者向她们打招呼。
“你好。”一个女子笑着挥挥手，跑进

晨光里。
2013年 11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强调，“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首
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

山路弯弯，沿着这条路向里走，约 7
公里到达十八洞村。

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在苗寨上，熠熠
生辉。

总书记视察十八洞村时，曾握住村民
石爬专老人的手询问年纪，亲切地说“你
是大姐”。

6时20分，当记者来到石爬专老人家
里时，她家的门鼻上别着一根1米来长的
棍子——她外出不在家。“这里的村民很

淳朴，都不锁门，别着棍子说明主人不在
家。”花垣县委宣传部的饶静说。

约半个小时后，村头道路上走过来一
位老人，身上背着一捆柴火，步履矫健。
饶静说，她就是70岁的石爬专老人。

进入她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总书记
和她以及一些乡亲的合影。

两个闺女出嫁，老伴去世，家里只有
她一个人居住。三间房，很宽敞，里面放
着不少旅游纪念品。

早饭过后，十八洞村熙熙攘攘，热闹
起来。石爬专老人家里迎来了很多参观
者，很多人抢着和她合影留念。她外孙
女照看的纪念品摊位前，也迎来了很多
顾客。

这几年，石爬专多次坐飞机外出，除
了一次去甘肃外，其余均去北京，有一次
是去央视参加星光大道。和她一起去的，
还有同村的好姐妹龙德成。

年事已高的石爬专非常高兴，唱了一
首她自己填词的歌曲，虽然用的是苗语，
但能清楚地听到她多次唱到“北京”。

石爬专的好姐妹龙德成今年 78岁，
每每用苗语向他人讲述自家的故事，结束
时总会用普通话连连说“开心，开心”！

让老人家开心的事一件接一件。
龙德成家门前，有一块空地，总书记

视察十八洞村时，曾在这里和村民座谈，
其中就有龙德成老两口。

如今，小广场进一步扩大，泥土地铺
上青石板。

龙德成的三儿子施全友，在浙江打工
时，在网上认识了在广东开快餐店的重庆
女孩孔铭英。

施全友今年 45岁，孔铭英比他小 10
岁，他们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年，孔铭
英第一次到他家里时发现，施全友家徒四
壁。2014年，十八洞村走上了上坡路，当

年，他俩也结了婚。
有到十八洞村参观的人问施全友，能

不能在他家里吃饭。他萌生了创业的想
法，在家里开了十八洞村第一家农家乐。
在游客的建议下，他们将店名命名为“巧
媳妇”农家乐。

“巧媳妇”孔铭英已成远近闻名的红
人。“我感觉你是新闻中的巧媳妇，你是不
是啊？”一游客问忙着炒菜的孔铭英。孔
铭英笑着回答：“那你就跟着感觉走呗。”

如今，施全友不但娶上了巧媳妇，还
赚了钱。手上戴着金光灿灿的手表，腰里
挂着本田车钥匙。“今年刚买的车，花了
18万元。”他说，他的农家乐收入逐年提
高，去年收入 20多万元。他和爱人忙不
过来，还请了4个人帮忙。

像施全友这样的大龄村民的婚事，
曾经非常愁人。

2013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 1668
元，贫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 56.8%，
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十八洞村第一书记、老家是河南南
阳的孙中元笑称，过去的十八洞是“四
大皆空”：没有产业，口袋空；没有人气，
寨子空；没有老婆，家庭空；没有想法，
脑袋空。

2014年，花垣县精准扶贫工作队进
驻十八洞村，他们找“症结”开“良方”，
共识别贫困户136户533人。

十八洞村平均海拔 700米，属高
山岩溶地貌，辖梨子、当戎、飞虫、竹
子等 4 个自然寨 6 个村民小组，共
225户 939人，耕地面积 817亩，人均
土地面积不足 1亩，且多为种植艰难
的梯田。

工作队谋划发展猕猴桃种植产业，
但是缺少土地。

“土地这么少，能从天上弄来？”有
人问。

地真的会飞——用“飞地模式”发
展猕猴桃种植。十八洞村在附近村庄
通过土地流转方式，租了 1000余亩耕

地，建成猕猴桃产业园，成立了由股份
合作模式运作的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
有限责任公司。

猕猴桃产业已产生效益，2018年，
猕猴桃销售收入达 782万元，村民分红
88.5万元。

十八洞山泉水厂是步步高集团的
产业扶贫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产能
规划每小时 1万瓶，村集体以土地入股
按15%分红。

“原来，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村里有
1/3的人在外打工。”孙中元说，如今，越
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常
住人口突破600人。

2013年，大龄单身男村民（35~55
岁）有 41个，村里通过举行相亲会等活
动，为他们搭起鹊桥会。如今，41个人
中已有29人“脱单”。

今年 70岁的杨五玉曾经是十八洞
村支书，年事已高的他在家颐养天年。
已过 40岁的二儿子的婚事，曾是他的
一块心病。

如今，他家里条件也好了许多，每
年房租收入 2万元，还有猕猴桃产业的
分红，足够他日常开销。二儿子月工资
2000多元，找到了女朋友。

70岁老人唱了一首苗歌，多次唱到“北京”

“巧媳妇”落户苗寨

十八洞村的第一书记是名河南籍小伙

更多的人有了自主创业的想法十八洞村自然景观优美，被称为“小张家界”

70岁的石爬专老人一大早就去山上背柴火

郑报全媒体记者采访驻村第一书记孙中元

十八洞水厂每小时生产1万瓶山泉水

千亩猕猴桃产业园区已开始给村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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