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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粑越打越粘  生活越过越甜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
       左香云

本刊记者｜李颖  李烝  陆安平

坐落在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是神山村的魂，井冈山精神

和红色基因流淌在神山村每个人的血脉里。

春日暖阳下，天空蔚蓝，空气清新，整个村庄一片

怡然自得的景象。村口“笑脸墙”上贴着 27 张村民笑

脸照片，拼成爱心形状，定格着眼下红火的日子。

顺着村口走不远，迎面一栋修葺一新的客家小楼，

就是全国人大代表、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左香云的家。

小楼里，左香云正在为来村里旅游的游客们讲解

着 ：“2016 年 2 月 2 日，是神山村村民们永远记得的日

子。那一天，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风雪来到神

山村，看望慰问村里的贫困群众……这张照片就是当

时总书记在这里拍的……”

直到最后一拨游客离开，已是下午 5 点，我们的采

访才正式开始。左香云洗了一把脸，接过妻子递来的

茶，向我们解释着 ：“我现在是导游加讲解员，今天早

晨 6 点就收到 6 拨游客预约，我会逐一作讲解，把我们

神山村的好日子讲给游客们听！” 

“我要回乡创业”

左香云是红军烈士的后代，身上有一股苦干、实

干的劲儿。他的“故事”要回溯到上个世纪末。

1996 年，初中毕业的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选择

了外出打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村里一共

230 多人，有 180 多人外出打工，离开了神山村。”左

香云说。他曾到过广东东莞，但并未找到适合自己的

工作，不甘心回村的他选择留在县城学摩托车修理。

1999 年，跟随同学到井冈山的旅游景点黄洋界卖小水

桶、小弹弓等竹木手工艺品。细心的他发现，做手工艺

品的供货人比他们这些纯卖货的小摊贩挣得多多了，

于是思来想去他决定 ：“我要回乡创业，生产手工艺

品。”2000 年底，他骑着一辆买来的二手摩托车，带着

身上仅剩的 100 块钱回到神山村，开始了竹木制品加

工的创业之路。

2001 年，凭借在黄洋界卖货的经验，他选择做弹

弓这一最简单的手工艺品。可创业哪有那么简单，第

一次做的 200 个弹弓惨遭退货。无奈之下，他向父亲求

助，父亲用一个手工的锯子、一把裁刀，替代了锯木头

的机器锯子，指点他用手工的土方法又做了 200 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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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的 200 个弹弓得到肯定，

成功卖了 500 元钱。“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将这 200 个

弹弓挑到黄洋界去卖的情景。那时候正好赶上下雨，

全身都淋湿了。”左香云说。虽然只有 500 块钱，但对他

而言却是莫大的鼓励，让他看到了希望。

井冈翠竹，青山藏“金”。“毛竹是我们神山村的宝

贝！”左香云说，“当年红军利用竹钉阵给敌人设下埋

伏，如今大家脱贫致富也靠它。”由于神山村交通闭塞，

以前村民们只能将毛竹做成竹筷、竹篮、簸箕等初级

制品，再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拿到集市上去卖，价

格低廉，销路单一，收益甚少。为了盘活神山村的毛竹

资源，他特意去浙江学习竹制品加工技术，并尝试开

办了村里第一家加工厂，探索竹制品深加工，努力提

升竹产品附加值。“起初，产品因为没销路、技

术差，一度陷入困境，但想想当年红军坚韧不

拔的精神，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左香云说，

“等我趟出了路子，全村人都能跟着一起干，一

起脱贫奔小康！”有志者事竟成，随着竹制品

创业的道路越走越宽，也为神山村村民们找到

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神山村的竹制品从品类

单一到多点开花，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附加值

大幅提升。

在左香云家的竹制品陈列柜上，有一个系

着红丝带的竹笔筒格外引人注目。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他家时，曾拿起他制作的神山竹笔筒详

细询问。今年全国两会，左香云将制作精美的

神山竹笔筒带到了北京，笔筒上“不忘初心”

四个大字遒劲有力。他说，“这是我们神山村美

好生活的见证。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奋斗。”

“天天热闹得像过年”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2018 年

在全国两会“代表通道”接受采访时，左香云

用这句话形容神山村脱贫摘帽后村民的幸福

生活。他向我们坦言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

民大会堂， 第一次接受那么多记者的采访，说

实话确实紧张。但一听到记者提问脱贫攻坚，

我就底气足了。井冈山在全国第一个脱贫摘帽，我必须

把革命老区致富路越走越宽的喜讯向全世界传递！”

说起神山村的变化，左香云喜上眉梢。他告诉我

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神山村对

接大井冈全域旅游，搭上了旅游产业快车，全村的危

旧房改造成了干净漂亮的安居房，进村的泥巴路修成

了平坦通畅的“旅游路”，村民的“土山货”变成了“金

疙瘩”，过去大家不知井冈山有神山，现在到了井冈山

必到神山。神山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四面八方的游客

络绎不绝，天天热闹得像过年。

“这一切改变都源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对神山村来

说，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左香云介绍说，“那一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里，看望、慰问困难群众，与

两会之声

左香云家修葺一新的客家小楼。李烝  摄 

左香云正在为游客们讲解。李烝  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CHINA  STATE  FINANCE
2021.15半月刊  [ 总第836期 ]

33

大家一起打糍粑、磨豆腐、过小年，要求井冈山在脱贫

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带

动下，2017 年 2 月 26 日，神山村随井冈山市一道，在

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告别了贫困。

为了以产业带动增收，左香云经过认真调研，推

出了神山村新的主打产品——神山竹酒 ：装酒的竹筒

是本地的毛竹，筒内的米酒也是自家酿造，堪称地地

道道的神山村出品。神山竹酒不仅销路喜人，也给村

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我们一年需要上万根

的毛竹。”左香云算了这么一笔账，以前，他们收购竹

筒，对形状、品相有严格的要求，一亩竹子有近 30% 不

符合要求。“现在用来装神山竹酒，圆的、扁的都能用，

相当于给村民增加了 30% 的收入。”

让“资源”变“资产”，竹子产业的成功给村民打

了样。脱贫致富有了方向，家家户户都动了起来，种黄

桃、植红茶、改竹林、挖鱼塘、开餐饮……富民产业在

神山村遍地开花。

“以前村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我一人在家，现在

每家每户都有年轻人回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商机。”左

香云告诉记者，如今的神山村民，家家户户都在奔着

自己的好日子。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2018 年 1 月 28 日，左香云被选举为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农村致富带路人到全国人大代

表，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他带领村民致

富的信念。“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我的

爷爷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初衷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

活，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必须让群众生活越过越好。”

左香云表示，“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要把总书记的

殷切期望、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发展的动

力，再加把劲，努力和全村人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幸

福生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深感责任重大。“我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不仅要履好

职，还要把中央的精神带回来。”谈到人大代表的工作

时，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考验。“我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专业性还不足，但人大代表的身份让我有更多机

会帮助农村和革命老区，也促使我更深入地观察、深

入地思考。有些老百姓反映给我的问题，我要结合整

个行业、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状况，具体分析是

全国层面的问题，还是市里、乡里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名农村代表，如何利用好互联网，助力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我最为关注的。神山村要依靠产

业兴旺，产业带动收入，收入带动文明，要让村民富

了‘口袋’的同时富‘脑袋’。” 左香云说，“我想通过互

联网把我们村里种的东西第一时间卖到城里去。” 他

和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们正在探索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方式，“我们正在推进‘神山糍粑’系列农产品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还希望将神山游客纳入大数据        

管理。”

为此，左香云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要因势利

导，出台人才、公共服务、激励机制等方面政策措施，

支持农村电商继续加快发展。要在政策上发力，把淘

宝村、电商村作为数字乡村试点的重要抓手，加大支

持力度。“在这方面财政部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建

议能够全面提升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加强乡村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帮助农民网商向企业化、品牌化、生态化

发展，提升自身竞争力。要探索农村的电商销售新路，

让农民的幸福生活越过越好！” 

神山村依靠特色竹制品加工创出了一条致富路。李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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