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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脱贫攻坚 拥抱小康生活
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在追求梦想、奔向小康的道路上，总有一些故事和瞬间让人铭记和感动，这些生
活中的幸福瞬间和奋斗故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好注解。“你的小生活，都是值得记录
的大事件。”据此，安徽青年报社、安徽省学生通讯社决定在全省开展“记录脱贫攻坚 拥
抱小康生活”学生记者主题系列采访活动。

稻香虾肥两相宜
□韩如意  甘雪萍
  参与学校  长丰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长丰县实验小学
  学生记者  徐夏欣  仇思雨  张嘉懿  王汐文等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北京召开，崔兴文通过层层评选，脱颖而出，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荣誉称号！11月4日下午本报学生记者代表走进长丰县造甲乡双河村，在双河村的田间，我
们见到了和蔼可亲的崔兴文。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皱纹。昔日
贫困户，如今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江淮岭上的中国脱贫奋进者。学生记者听他讲述自己
的奋斗史，听他诉说走向小康路上发生的幸福故事，与他一起见证家乡的美丽改变，感受“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脱贫故事。

独创养殖模式
学生记者走进180亩稻虾地里，一幅“虾戏稻花间，米优虾更肥”的画卷跃入眼帘。“哇，
这个米好香啊！是龙虾的味道吗？”“龙虾太健壮了！瞧！那只穿着黑里透红的盔甲，舞动
着偌大的钳子，好像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威武。”学生记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讨论着。原来
香香的大米，健壮的龙虾都得益于崔兴文独特的养殖之道——稻虾共养。长丰县实验小学四
（5）班的卢思铭率先问道：“崔叔叔，您为什么会选择稻虾共养呢？”崔叔叔耐心地回答
着学生记者的提问。原来早些年，他曾尝试过稻田养泥鳅、养黄鳝，几乎所有成熟的稻渔种
养模式他都做过尝试，结局却都不甚如人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网上发现，养殖龙虾不
仅不需要出重体力，而且成本低，利润大。既要保证“口粮”，又想养虾挣钱，于是他潜心
钻研，探索“稻虾共养”。“稻虾米既不打农药，又不施化肥，水稻里的杂草被虾子吃了，
虾子的粪便又变成稻子的肥料。这样种出来的稻谷米质优良，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同时保护
了生态环境，是一举多得！”2016年，崔兴文光荣脱贫，并翻新了三间大瓦房。

百花盛开春满园
崔叔叔的脱贫故事和创新之举，一时间，不断引来当地人学习。他的探索与发现，也让后期
更多的贫困户与普通群众在虾稻田里翻出“金疙瘩”成为了可能。“一个人富不算富，要富
得乡亲们一起富。”脱贫致富后，崔叔叔想着如何带领双河村的贫困户都尽快脱贫。长丰县
实验小学四（6）班邬紫玲问道：“崔叔叔，脱贫后，您带领了一群人富起来，其中有令您
印象比较深的案例吗？”“下塘镇39岁的张玲，自幼上肢残障，几年间因肾病欠下外债20多
万元。2017年10月，我赶往她家，帮助整理100多亩稻虾共养田块，无偿送上虾苗和稻虾专
用肥。2019年，我通过朋友圈，找到了省立医院专家，为张玲做了换肾手术。”张玲说：“
是崔大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告诉我，残疾人完全可以战胜贫困、战胜命运。”不仅如
此，长丰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4）班的徐夏欣还了解到：如今崔叔叔开始从田间手把手指
导合作社的社员们“稻虾共养”到走上讲台为更多贫困户“传经送宝”，答疑解惑，成了地
道的“田秀才”“土博士”。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967年出生的崔兴文，3岁时因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左下肢终身残疾，妻子、岳母均为
智障残疾，是双河“第一贫”。回首经历，崔叔叔最大的感受便是当初没有放弃，他一再强
调幸福就是要靠双手奋斗出来的。听完崔叔叔的故事，学生记者感慨万分。
长丰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五（7）班闻雅丽：“崔叔叔身残志坚，虽获奖很多，但仍然不忘初
心，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脱贫，实在令人感动。也许他不是最伟大的人，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
所做的贡献却不少。”“幸福就是要靠双手奋斗出来的”，崔叔叔的这句话，我的印象最深
刻。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为中国少年，要向崔叔叔学习，努力奋斗，用勤劳的双手，努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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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哪怕只尽一份微小的力量，也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长丰师范附属小学五（3）班谢意扬：采访完了，我在心里暗暗地给崔叔叔竖起了大拇指。
他身残志坚，勤劳、善良、朴实、坚毅、有爱心。虽然他养虾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坎坷，但
不服输的他都挺过来了。我觉得学习就像崔叔叔养虾一样，失败了不要紧，继续努力，总结
错误，下次一定能成功！失败乃成功之母，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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