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小红一家的变化，其实也

折射出整个沙洲村的变化。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沙洲

村委会了解到，过去一年来，沙

洲村一方面挖掘红色，还原古色。

以“半条被子”故事为主线，深

入挖掘了红军长征途中在汝城发

生的历史故事、革命足迹，通过

雕塑、书画、遗物、声像等展现

形式，供游客和世人缅怀瞻仰、

学习研究、立德铸魂。同时，利

用住房危改政策机遇，融合景区

建设，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标准、统一风格”，完

成了 180 栋民居的立面改造，建

设了 34 栋特色古民居。

另一方面发展绿色产业。沙

洲村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山论”，注重保护传承，不

搞大拆大建，统筹推进项目建

设、脱贫攻坚、产业培育、家

园创建，让“绿水青山”变成

了“金山银山”。

以前，因为传统农业经济效

益不好，大部分青壮劳力外出务

工，部分山岭园土荒废荒置，成

为了“大美景区”里的“枯枝败叶”。

现在，沙洲村通过免费发放种苗、

提供技术、保底收购等措施对

症下药，激发点燃了村民产业情

怀和热情，在田野里、山坡上种

上了黄金奈李、黄桃、翠冠梨、

朝天椒等 特色 果 蔬 1000 余亩，

整个沙洲村目之所及，绿树成行，

红花簇映，处处生态，处处成景，

处处有“金”。

如今，沙洲村通过采取“旅

游 + 扶贫”的模式，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和特优水果种植，种

植奈李 100 亩、枇杷 360 亩、水

晶梨 340 亩、辣椒 200 亩。积极

开展农家乐厨师、乡村旅游培训

班等“人人有技能”培训，发展

民宿、餐馆、商店 48 家，民俗

摊位 135 个，实现 400 多名群众

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截至 2020 年底，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 达 到 15000 元，比

2014 年 增 加了 10640 元；村 集

体收入从 2014 年的 0.36 万元提

高到 56 万元。

9 月 2 日清晨，被大山紧紧

包围的沙洲村里，朱小红的妻子

朱陆英早早就起了床，只用冷水

简单洗个脸后就开始熟练地择

菜、准备。此时，一旁的冰柜里

已然填满切好的鸡鸭鱼肉。

再过一天，就是她丈夫朱小

红的 53 岁生日。“虽然不是大寿，

但也有很多人 来吃酒。” 不过，

这并非朱陆英在厨房忙活的首要

任务，眼下张罗的丰盛饭菜是为

迎接数小时后抵达的几位“贵客”。

时间临近中午。朱小红、朱

陆英夫妇开设的农家乐餐馆陆

续迎来一拨拨食客。但无一例

外的，都被夫妻俩婉言谢绝：“不

好意思，今天白天不营业，晚

上再来吧，到时候给您打折。”

直到时针指向 12 时，门外

开始传来女儿朱文萍的阵阵呼

喊 ：“爸！妈！我回来咯！出来抱

你们的龙凤胎外孙哟！”朱陆英

连忙从厨房跑了出来。“我看看，

我看看！”与此同时，朱小红也

迈着急促的脚步，匆匆下了楼，

一边跑，一边将手上的泥灰往裤

腿上猛蹭。“我（的）手擦干净了，

让我抱一个！”

看 着依偎在臂膀里的小宝

宝，朱小红咧着嘴哈哈大笑。“哎

哟！娃儿长得又白又胖！”说完，

不忘招呼同行而来的亲家母，“亲

家，你把娃儿带得很好，辛苦了。”

此时，饭点临近，朱小红麻

利地关了店门。没多久，锅里的

蒸气冉冉升起，小屋里开始弥漫

着饭菜的香味，家人团聚的幸福

愈发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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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

他家“做客”时，这一对双胞胎

外孙还没有出生。

朱小红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依然难掩激动的心情。“我是做

梦也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来看

望我们。总书记首先问我爸身体

怎么样，叮嘱他要保重身体。之

后还看了我家的厨房，问我们生

活得怎么样，总书记悉心的关怀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去 年 家 里 迎 来习近平总书

记，今年又抱上外孙，短短一年

迎来“双喜临门”，这勾起了朱

小红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总书

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还

要加油干！”

1 一年“双喜临门”

今年，随着餐馆生意愈加红

火，朱小红给自己定了个“小

目标”——家庭年收入达到 30

万元。

可若时间回溯至 7 年前，这个

目标是朱小红做梦都不敢想的。

当时，因住房简陋，没有技

术，他面临着创业就业的难题。

加之父亲驼背干不了体力活，母

亲长期卧病在床，朱小红一家于

2014 年被确定为贫困户。为此，

村支两委和驻村帮扶队用活扶贫

政策，在村里开展技能培训，当

时，朱小红、朱陆英夫妇第一时

间报名，接受厨师培训，很快掌

握了看家本领。

朱小红清楚地记得，全家的

生活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开始有

了新变化——当天，习近平总书

记在人民大会堂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引用了沙

洲村“半条被子”的红色经典故

事。此后，汝城县委、县政府充

分挖掘汝城红色历史文化内涵，

启动了以“半条被子”故事为主

题，以沙洲村为核心的红色旅游

景区建设，重点打造沙洲核心景

区、田园综合体两个组团，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红色旅游。

为了尽快吃上“旅游饭”，朱

小红决定将自住房进行改造，并

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在沙洲村

开起了第一家土菜馆。

看“半条被子”，品“房东”

手艺。土菜馆开业的第一天，朱

小红的土菜馆生意就实现了“开

门红”。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

能有近万元收入。每每用餐的游

客问起徐解秀和“半条被子”的

故事，朱小红和妻子总会不厌其

烦地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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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从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沙洲村后，村里每日接待游客

人次比之前多了一倍，自己的家

庭收入也迅猛攀升。“去年，全

家收入达到 15 万元，根本不愁

吃不愁穿。”

不过，随着游客的增加，朱

小红发觉景区的消防安全隐患

也在增加。想到这，他和村里 8

位村民一起接受了消防技能培

训。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头衔——

沙洲村志愿消防队队长，每天朝

九晚五，承担起日常防火灭火、

宣传教育的任务。

“ 每 月工 资 有 2000 多 元。”

朱小红坦言，尽管收入不高，但

他满怀热情，“我干这份工作不是

奔着钱去，毕竟做餐馆生意更赚

钱，最主要的是利用工作之便更

好地守护沙洲村，弘扬沙洲村的

红色精神。”

如今，朱小红的生活远比以

前更加忙碌，他依然干劲十足。

“过去红军给了我们家半条被子，

现在党给我们家带来了幸福日

子。我们很感恩，也很知足。‘半

条被子’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深，

今后，我们要将红色基因世世代

代传承下去，永远跟党走。”

2 “半条被子”与幸福日子

3 旅游 + 扶贫   村庄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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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前，发生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的“半
条被子”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很牵挂，
2020年9月17日来湖南考察时，还特地前往沙洲村了解情况，
并看望了“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孙子朱小红一家。

从去年 9 月至今年 9 月，短短一年间，郴州市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沙洲村村民朱小红迎来“双喜临门”。随着餐馆生意

愈加红火，今年，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家庭年收入
达到 30 万元。

朱小红一家的变化，也折射出整个沙洲村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沙洲村考察后，沙洲村赓续“半条

被子”的温暖，乘着精准扶贫的春风，人民群众与各级
各部门心手相牵，苦干实干，砥砺前行。如今，沙洲村

旧貌换新颜，从偏远落后的小山村晋升为享誉全国的红
色旅游景区，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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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殷嘱托，奋力谱写湖南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一周年

过去红军送来半条被子，现在我家迎来幸福日子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就是为了让人民翻身得解

放、过上好生活。要始终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去年，全家收入达

到15万元，根本不愁吃

不愁穿。”今年，随着餐

馆生意愈加红火，朱小红

一家定了个“小目标”——

家庭年收入达到30万元。
徐解秀（二排左三）与家人合影。

朱小红、朱陆英夫妇说，他们想
向总书记报喜：我们家新添了龙凤
胎外孙。

家庭

家庭·“半条被子”主人公后代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