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椅上创业，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90后”苗族姑娘杨淑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6月26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内蒙
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这里距离赤峰
市区只有80公里。2018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小庙子村党总支
书记赵会杰向总书记汇报了小庙子村的情况，并
邀请总书记有机会去村里看看。总书记说：“赤峰
市我还没去过，离北京还是比较近的，将来肯定有
机会去。”让她惊喜的是，2019年7月，习近平总
书记到内蒙古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赤峰市，
并邀请赵会杰到马鞍山村参加座谈，询问了小庙
子村的发展情况。

赵会杰幸福地回忆说：“总书记那么忙，还记
得和我的约定，大国领袖心里装着咱老百姓的小
事，让我感觉特别温暖，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
来了。一开始特别紧张，但总书记像拉家常一样，
我一下子就不紧张了，感觉特别亲近。”

中药材成了村民致富的“定心丸”
赵会杰走路很快，快人快语。“我现在还任大
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里离村子有15里，这条

路一天跑好几趟，太熟悉了。”
她说，前几年修这条路可辛苦
了，张家的院墙往后退了几

尺，李家的鸡窝挪到了后院，那个拐弯的地方砍
了谁家的几棵树，赔了多少钱，她都了如指掌。

摘“穷帽”易，拔穷根难。拔穷根，关键还是
靠产业。过去，因常年种植胡萝卜，小庙子村土
地退化严重，病虫害增多，胡萝卜产量、质量逐年
下降。2013年，又赶上周边村子胡萝卜种植面
积加大，小庙子村种植的胡萝卜几乎血本无归。
赵会杰决定，带领班子成员、村民代表到河北、安
徽等地的中草药批发集散市场了解情况、学习经
验。没想到，小庙子村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
中草药材。了解到当时很多地方已经创新采用
合作社运营的模式，敢想敢干的赵会杰和领导班
子讨论后，决定成立合作社。2014年，“宏都中
草药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流转500亩土地开
始种植中药材桔梗。

几年下来，中药材生产合作社规模不断扩
大。2018年，村里成立了药材加工厂，增加了药
材去皮、晾干、切片等工序，延伸了产业链，提高
了产品附加值，解决了更多老百姓的就业。合作
社又与内蒙古两家大的制药企业签约，实行订单
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0亩，种植药材种类也增
加到了10余种。如今，中药材种植收入已经占
到村民收入的半壁江山。

在药材地里，记者遇到了“宏都中草药专业
合作社”社长李永波，他对记者说：“村民每年流
转土地一亩能拿到1000元，在合作社就业，每年
能拿到3.6万元，不管是刮风下雨，务工多少天，
我们都按长期工的待遇来结算工资。和咱们城

里的企业一样，我们给他们全部上了
保险，中午免费在合作社就餐。我们
合作社还成立了工会，被自治区评为

优秀工会。”
在合作社的大院里，3300平方米的中药材

加工厂拔地而起。“这是两台烘干切片机，洗净的
药材从这边放进去，从那边出来就是成品了。中
药材的深加工，延伸了产业链条，增加了产品附
加值，对面就是库房。因为我们村人均地少，去
年村里还流转了邻村几百亩土地种植药材，我管
这叫‘借鸡下蛋’。现在不是加工的季节，春秋季
是这里的旺季，那时用工得几百人，我们村的人
手根本不够用，得从河北招人，我们村里也存在
用工荒。”赵会杰笑着说。

荒山荒坡变成了“花果山”
小庙子村脱贫户刘汉芝高兴地说：“现在只

要你肯干，不用出村，一年四季都有用工的地
方。真是赶上好时代了，各种保险、补贴啥都有，
我还养了猪、鹅，每天都很开心。”

站在村后高高的凤凰山上，赵会杰告诉记
者：“咱俩站的这个地方视野好吧？那边是石人
山、前面是老虎洞，风景特别美，你看这方圆700
多亩的经济林，原来都是废弃没用的荒坡荒山，
水土流失严重，全是沟沟壑壑。去年，我们用大
型机械推出了梯田，修了路，上了滴管，全部种上
了经济林，林下种植中药材，还盖了五座大棚种
植反季节水果李子，你看这李子现在都这么大
了。我常和乡亲们说，这儿将来就是咱们村的

‘花果山’。”
记者了解到，去年3月，大庙镇19个行政村

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义务为小庙子村建起
了这个融合共建经济林园区，果树下栽种中药材
射干，射干既能入药，开的花也非常漂亮，有很好
的观赏价值，既能带动旅游，又能锁住山上的水
分，防止水土流失。

今年，很多邻村的领导看到小庙子村开发了
经济林园区，觉得自己的地质条件更好，也纷纷
开始建经济林。小庙子村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
带头作用，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落地。

近年来，村里新建了100栋设施农业冷棚，
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绿化补植了1500亩山
体，在村庄栽种30万株各种绿植，改善人居环
境。村道两侧新安装了100盏路灯，修了4公里
环村水泥路，家家更换了环保锅炉取暖，每户吃
上了甘甜的自来水。为了环保，小庙子村新建了
容积1.88万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为每家每户配
发了垃圾分类箱，鼓励引导群众进行垃圾分类，
安装了垃圾分类处理设备。在村子中央新建了
民俗馆和游客接待中心，新建了“中国梦”主题文
化广场。

几年来，在松山区、赤峰市有关单位和部门
的支持下，小庙子村建设了“草原书屋”、棋牌室，
组建了“妇女之家”秧歌队、舞龙舞狮队和多支广
场舞队，开展文明村创建活动。建立了“善行义
举榜”，定期开展“好婆婆”“好儿媳”“文明家庭”

“道德模范”评选和慰问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活
动，树立了孝老爱亲的新风尚，弘扬了正气。小
庙子村被评为赤峰市“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全
国乡村治理先进村”。

在致富的道路上奔跑
赵会杰介绍，目前全村有党员46名，村党总

支下设综合支部和产业支部。她常说，每个党员
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组织的形象。老百姓看
到村班子干劲儿足，自己的致富意识增强了，大
家都知道小庙子村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机会，
对集体的事更上心了，都不想掉链子拖发展

的后腿。集体荣誉感、参与度提升了，自己争着
抢着在致富的道路上奔跑。

赵会杰说：“现在我压力更大了，但我要把压
力转化为动力，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宣传好，落
到实处，抓住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历史机遇，让全
村的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让收入有温
度，产业有长度，振兴有力度，做法有高度。”

因为合作社给桔梗去皮都是手工操作，在合
作社清洗好、过好秤，对那些行动不便去不了合
作社的，就把药材送到家里操作，足不出户也能
有收入，一天能挣几十块钱，依靠自己的劳动挣
钱有尊严，心里有温度。

赵会杰深知，要让合作社实现长足发展，中
药材产业路越走越宽越远，村里必须要和药厂
签约，实现订单种植，最大限度保证群众收入。
如今，签约后把中草药粗加工的产业链落在了
小庙子村，产业链延长后，产值增加了一倍，群
众实现了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能获取收入。

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
参观者来村里，希望从小庙子村的发展中找到经
验。作为村支部书记，赵会杰最想说的是：“我们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打造一种精
神，让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老百姓
奔小康。通过党组织的引领，党员的示范带动，
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风气，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和乡风文明的进步。让来参观学习的人能在小
庙子村感受到党员干部
群众拧成一股绳的心劲
儿，把日子过
好，往前奔。”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杰

党员引领，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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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伟

清秀的面容，干练的短发。轮椅上的杨淑亭
总是面带笑容。

杨淑亭是一名“90后”苗族姑娘，出生在湖
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里。

虽然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但杨淑亭并未
向命运妥协，而是选择勇敢面对，努力实现着自
己的人生梦想。

经过多年的奋斗，如今的她已经成长为一名
女企业家。她现在的身份是湖南七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书记的话激励我前行
遭遇意外的车祸是不幸的，但对于杨淑亭来

说，人生还有意外的惊喜。
“非常幸运！连续4年，每年都见到了习近

平总书记。”回忆起4年4次见到总书记的情景
时，杨淑亭仍激动不已。

第一次是2018年，在人民大会堂，杨淑亭参
加全国残疾人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我距离习
近平总书记30米左右。”

第二次是2019年，杨淑亭参加第六次全国
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受到总书记的亲
切接见。

第三次是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
考察，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杨淑亭和总书记面
对面交流。

第四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是今年，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杨淑亭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参加了表彰大
会。

尤其令杨淑亭难忘的是去年参加的那次基
层代表座谈会。当时，她作为残疾人创业代表在
会上发言，发言题目为《推动残疾人全面发展的
共同富裕》。

总书记听完杨淑亭的汇报后对她说：“再
次见面，我也很高兴，为你自强不息的精神而
钦佩。”

“总书记还说，国家一定会继续推动残疾人
事业发展，加强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杨淑
亭说，总书记的话语特别温暖，让她深深感到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党和政府永远是残疾人坚
强的后盾。

“参加完这次座谈会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总书记对残疾人群体的格外关注、格外关心和
格外关爱。总书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深深
地烙在了我的心里，鼓舞和鞭策着我前行。”杨淑
亭表示，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努力做好工作，发
挥好基层代表的重要作用。

重拾生活的希望
18岁那年，杨淑亭从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护士。正当她憧憬未来
时，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011年4
月28日深夜，杨淑亭骑着电动助力车，不慎撞上
了路边护栏。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
病床上，胸口以下已经毫无知觉。医生的诊断
是：胸椎爆裂性骨折，高位截瘫。

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手术后，杨淑亭睁开眼
睛问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穿高跟鞋吗？”
那一天，她哭得特别伤心，因为她以为，这一摔意
味着摔掉了她所有的梦想。

在那段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社会和政府没
有抛弃她，杨淑亭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了国家的相关扶贫政策。这一切，慢慢地唤起
了她对生活的勇气。

受伤一年半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杨淑亭接
触到了互联网。在那里，她看到了网络创业的
曙光。那时，她才刚刚能坐起身，每次坐起坚持
几分钟，汗水便湿透了衣背，而后必须躺下休
息。这样坚持一次下来，往往只能挣到几分钱，
但她却每天几十次坚持这样坐起、躺下。她不
想失去任何一次可以抓住的机会，“我要养活我
自己，即使再少的收入也是我自食其力的开
始。”

杨淑亭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赚到了7块7毛
钱。7块7毛钱，只够买一桶方便面，还不够吃
一顿像样的早餐。然而，却让她重拾生活的希
望，让她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废人”。

从此，杨淑亭开启了轮椅上的创业之路。
2014年，她看到了仿真花这一巨大的国内外市
场，便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淘宝店。她坐着轮
椅接货、送货、拼接鲜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她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主动向村里提
出退出贫困户行列。

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经历过贫穷和不幸，在轮椅上度过的岁月

让杨淑亭更加体会到贫穷的滋味。她想着个人
脱贫了，但身边还有一些父老乡亲需要走出贫
困。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工厂
开到百姓家门口，带着乡亲们一起勤劳脱贫致
富。

2015年5月，杨淑亭注册了“城步万红花卉
种植专业合作社”，她和家人在家乡的木屋边上
建起了厂房，购置了设备。她将半成品分给周边
的乡亲们进行拼接，按件计酬，多劳多得，这一年
她与200多户贫困家庭签订加工协议，帮助他们
每户当年创收1万元以上。

2016年，杨淑亭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为
了纪念让自己重生的7.7元，她给公司起名“七
七科技”。

然而，商场如战场。由于身体原因和公司刚
刚起步，杨淑亭经历了各种波折，但这种种困难
没能打倒这个心中有光的姑娘。

杨淑亭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她获得扶贫小额信贷
200 万元，公司对口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到40户168人，每户年分红达5000余元。他

们不仅能拿到公司每年固定分红，还拥有了
稳定的就业岗位，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光荣。

“能够为贫困群众做实事、办好事，并且能够
感受他们的快乐，是一件让我无比欣慰的事情。”
杨淑亭说。

为了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公司在县城周边
和白毛坪乡设置了30余个花卉组装代理点。在
这些“扶贫车间”里，共有400余人参与花卉组
装，人均收入能达到4000元。到2017年底，在
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杨淑亭
的业务走出了家乡，迈向了世界，当年的出口额
达4200万元。

2018年和2019年，杨淑亭带领公司团队
前后4次参加广交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
介绍公司产品。在2019年4月底的春季广交
会上，一位海外客商在听她介绍完产品之后，
特别郑重地弯下身说：“你做得很棒！你很勇
敢！”

杨淑亭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党委、政府和
社会的关心与认可，获得了许多沉甸甸的荣誉。
公司被评为“全国残疾人之家”，她本人被评为

“全省自强模范”“最美扶贫人物”等。
“荣誉越高，责任也越大，我将把责任转化为

动力，继续努力，把公司做强做大，给更多的乡亲
们提供就业岗位，为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杨淑亭说。

从2018年到2021年，来自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杨淑亭四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见面，我也很高
兴，为你自强不息的精神而钦佩！”总书记强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保护好残疾人权
益，残疾人事业一定要继续推动。”总书记的肯定和嘱托激励着这个“90后”残疾姑娘追梦圆梦，并带领众多乡
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曾邀请习近平总书记到她所在的村里看一
看，2019年7月，总书记到内蒙古考察调研期间专门请她到马鞍山村见面。总书记高兴地对她说，你的邀请
我一直记在心上，今天我履约而来，就是要实地看看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杨淑亭和公司相关部门人员开会讨论工作。

赵会杰（左）为村里的农产品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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