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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脱水果蔬带村民脱贫

“回乡这几年，我老婆的头

发都白了。挺心疼的。”清明节

前，是廖江勇非常忙碌的时候。

作为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水

口镇如意社区党总支书记，廖

江勇认识散居在镇上 2657 栋房

屋组成的全国最大瑶族建筑集

群中的每一个“如意”人。他

和社区工作人员或登门或电话

提醒在家村民和在外务工村民，

在过节期间做好新冠肺炎防疫

的注意事项。平时，妻子王光

琼更多地承担了照顾企业和家

庭的重担。

“回乡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王光琼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伍军

人廖江勇和王光琼一起去广东

打工，一待就是 20 多年。

“那时老家比较贫困，我就

抱着出去闯一闯的心态去深圳

打工。”廖江勇告诉记者，他们

最初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后

来听说深圳市工资更高，又去

了深圳。在深圳 22 年，他把物

流工作干得得心应手，直到家

乡向他发出回乡邀请。

一开始，一些家人并不赞

同廖江勇夫妇回乡任职或创业。

“他们知道家乡社区上班工资

低，肯定比不上深圳，而且担

心我搞不好还要得罪人。”廖江

勇告诉记者。

王光琼起初也不太愿意回乡，

因为她在深圳的工作比较轻松。

但面对家乡人的热情，夫妻

两人还是回乡认真考察，并充

分交流了意见。最终两人达成

共识：回乡。

“家里的老人年纪渐长，需

要我们的照顾。”王光琼说，水

口镇虽然是移民小镇，但是发

展态势很好。“镇上的旅游搞得

很红火，一家打糍粑的店子一

天的销售额可以达 2000 元。”

而且，廖江勇调查了解，村

民搬迁到水口镇新址后，以前

的土地和荒山正好可以利用起

来发展种植业。而且，他还发

现了一个商机，可以回家乡实现。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这些是河南的，那些是山东的 , 别发错了。”清明节期间，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女子王光琼依然没有闲着，她和丈夫廖江勇回乡创业
生产的脱水果蔬每天都要发货到全国不同的地方。

回乡三四年时间，廖江勇和王光琼夫妻俩依靠脱水果蔬帮助当地村民脱贫增收，大家不但富了腰包，而且日子也变得甜蜜了。

文  / 邓魏
 当疫情袭来，“禁足”家中，

一群集聚在钢筋混凝土里的“最

熟悉的陌生人”，不得不共同面对

疫情带来的各种问题。这时候，

我们能切实感受到，无数来自邻

里的善意和情意向自己涌来。

这些感觉，久违了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邻

居已经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成

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被挤进

钢筋混凝土间。为了生活，我们

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我们有了

自己的圈子，总是觉得无暇顾及

身边的邻居。我们感觉到，在信

息化社会里，完全可以“足不出

户，朋友遍天下”。我们甚至认为，

在城里生活，与邻里之间保持距

离是一种尊重……于是，我们常

常想，认不认识邻居，真有必要

吗？慢慢地，我们开始接受了一

个现实——在城市里，人与人之

间“空间距离缩短，心理距离疏

离”，更可怕的是，我们对此已经

习以为常。

可是，当一场疫情来袭，城

市的一切放慢，有的人甚至被隔

离。人们漂泊在那个速度快捷却

又虚无缥缈的网络空间里，求助

不了城那边的朋友，也指望不上

山那边的亲人。

只有这时，我们才开始有了

深刻的反思和切身的感受。

我们开始感到：城市越来越

巨大、越来越热闹，而我们越来

越孤独，我们也许已经察觉到了，

邻里交往，其实已成为我们社会

关系中缺失的一环。我们开始反

思：在交通发达、物流畅通、信

息迅速的现代社会，更多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联度已经越来越

高，人际关系已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而邻居其实是这场“蝴

蝶效应”里最先被波及的。我

们开始审视：对门的人是谁？

我能敲开他的门吗？如果在这

次疫情中，有紧急情况，我能

够得到他的帮助吗……

于是，在疫情发生后的短时

间里，我们以及我们的邻居开始

尝试着去改变——

在这个小区里，居住了10 年

不认得一人，可隔离才 10 天熟识

了百个；从没打过招呼的邻居给

孩子的蚕宝宝送来了桑叶；物业

的大叔送来了一捆捆蔬菜；对面

的大姐主动帮忙照料孩子……这

些点滴，让我们感慨万千，甚至

泪流满面。

其实，无论是《孟子题辞》里

“孟母三迁”的故事，还是《左传》

里“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的辞句，

古人，早就无数次告诉我们——

邻里友爱互助的重要性。而如今，

疫情防控常态化，在冷漠的钢筋

丛林里，这种互相温暖、互助友

爱，不是更为重要吗？

亲爱的邻居们，在后疫情时

代，希望我们能记住困顿和无助

之时递送的温暖，留住疫情教给

我们的善意与情意。也希望我们

都把“邻里就是家人，邻里就是

朋友”的理念，外化为一种生活

常态和行为方式。

( 上接 09 版 )

重塑“后疫情时代”的邻里关系

廖江勇发现的商机就是做脱

水果蔬。

2016 年，廖江勇乘坐飞机

时，发现飞机上提供的零食中

有脱水秋葵，吃起来味道不错，

这提起了他的兴趣。

“如今大家都注重健康，希

望吃到安全方便的食品，而我

老家就种植了秋葵等多种果蔬，

何不回老家做脱水果蔬。”廖江

勇说，回乡创业时，他就想依

托家乡特色做脱水果蔬。

廖江勇在战友群里一打听，

得知有战友在青岛创业做的就

是脱水果蔬。通过战友的联系，

廖江勇很快购买了脱水果蔬设

备回老家。

通过这个设备，经过清洗、

削皮处理的新鲜果蔬，被放入

-18℃至-30℃的环境下冷冻，然

后在真空状态下去掉 90% 左右

的水分，最大限度地保留产品的

色、香、味、形和营养成分。

当时正在如意社区扶贫的湖

南省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帮廖

江勇跑生产许可证、贷款，联

系销路，还找人帮忙设计新包

装。夫妻俩投资 200 多万元创

立的永州如噫湘传农副产品加

工有限公司正式投产后，把当

地及周边地区的特色水果、蔬

菜，如秋葵、土豆、红薯、豆

角等加工成香甜可口的休闲食

品果蔬脆片，每天可加工 1.5 吨，

年产值达 600 万元，并提供就

业岗位 50 个，带动社区及周边

种植业增加就业 300 人以上。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

军，与王光琼夫妇签订了收购

合同，通过种植 30 亩的秋葵、

红薯很快脱贫，并在当年买了

小货车。

如今，王光琼夫妇又瞄准了

新的商机，正计划开一家光学镜

片厂，并已招工 30 多人。“让老

乡们富起来后，更希望老乡们的

日子甜起来。”王光琼笑着向记

者说。 

深耕深圳 20余年永州夫妻双双把家还

▲

参加展销会，王光琼夫妻
的展位前围满了客户。

依托家乡特色做脱水果蔬

▲廖江勇（左）和村民签订收购合同。

▲王光琼在做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