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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盲杖书写的脱贫致富传奇

——郭大荣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今年 56 岁的郭大荣是一个盲人，在村民们眼中他也是一个

奇人。他一年中拄坏的竹仗就是 20 多根，他失明不失志，敢于

挑战困难；他用手摸索来感知猪的生活习性，年出栏生猪 100 多

头；他用身体测量烟炉的温度湿度，成了烤烟的“土专家”；他

指挥一众烟农在烟地补水喷雾，带动 14 户村民务工并带领 46 户

贫困户脱贫；他凭借自己的双手，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而且还带

领周边乡邻共同脱贫致富，在脱贫路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郭大荣事迹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中国文明网、湖北

新闻网、荆楚网、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襄阳日报等多家媒体

和网站报道，2018 年 9 月，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 365》栏目第

1476 期封面。

有一种力量叫不屈

“我的人生从天堂到地狱，只用了 1秒；但从地狱到天堂，

却用了 28年。”身材瘦削、手持一根竹棍的郭大荣说及往事，

禁不住一声叹息。

28年前的那场灾难，彻底改变了郭大荣的命运。1991 年３

月 15 日晚上，郭大荣在矿井下作业，距离他四米远的一枚哑炮

突然爆炸。那次事故，导致他双眼失明，全身６处骨折。因为落

下病根儿，一直以来，只要风一吹，眼睛就会落泪，一旦遇到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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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腰部总是隐隐作痛。

为了恢复身体机能和基本容貌，郭大荣先后做了３次大手

术，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几万元外债。郭大荣面临着人

生最残酷的考验。

他抓狂过，也自杀过。在家人和邻居的劝慰、帮助下，他用

近 2年的时间学会了生活自理，逐渐迷出了痛苦。他对邻居说，

眼虽盲，心不能瞎，要靠自己活出个人样。

1993 年，郭大荣来到远安县一家养猪场学技术。养猪师傅

不肯收盲人，刚刚燃起生活希望的郭大荣急了，他扑通一声跪了

下去：“师傅，你要是不收我这个瞎子，那我真的是没有出路了，

我只有死路一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养猪师傅破例收下了这个徒弟。

郭大荣吃住在猪场，他通过用手摸索来感知猪的生活习性，

通过记忆来学习师傅口述的养猪技巧。正如养猪师傅开始所预计

的，郭大荣被猪咬伤过，在猪圈里摔倒过。但这个倔强的徒弟，

始终没有退缩。

半个月过去了，郭大荣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学会了养殖和防疫技术。回家后，郭大荣的猪场逐渐扩大，发

展到年出栏 100 多头的规模。

正在家境逐渐好转时，一场猪瘟再次让他陷入困境。

这场猪瘟，让郭大荣亏了 7万多元。

正当郭大荣一筹莫展时，烟站技术员来动员他父亲种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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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父亲一口回绝，郭大荣却偏向虎山行：“我来试试！”“种

烟不比养猪，哪一个环节都少不了技术，你还是莫搞了。”烟站

技术员说。刚遭遇重击的郭大荣却死活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拗不过郭大荣，村里的老支书只好向烟站担保：“让他试种

3亩，不计入合同，种好了就收，种不好烟站也没多大损失。”

就这样，烟站技术员同意郭大荣试种一年烟叶。

种烟没有烟炉，郭大荣就自己盖。寒冬腊月，他拄着棍子，

一背篓一背篓地往距家一里多远的地方运土，建烟炉。一次负重

100多斤，700多个来回，烟炉终于建好了。郭大荣笑了，妻子

却哭了。

更艰难的路还在后面。

平地筛土、制钵育苗、栽烟浇水，平常人只要一天半就可

以栽好的 3亩烟叶，郭大荣和黎荣梅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熟悉他

的店垭镇烟站技术员王平说，郭大荣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常人

多十倍甚至百倍的艰辛。

不服输，不放弃。基于这样的信念，郭大荣的烟叶从 3亩、

5亩、10亩，最多一年发展到 80亩，常年在他家务工的村民最

多时达 14人。

有一种精神叫奋斗

眼睛看不见，就用手摸，用耳朵听，用皮肤感知。正常人能

做的事他都能做，而且做得更好。

多年的钻研和苦练，郭大荣不仅学会了养猪、种烟叶，还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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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多个绝活。他精益求精的态度，传递给了周围人满满的正能

量。

郭大荣的妻子黎荣梅说，老郭学艺，全靠下“死功夫”。

猪仔吃食时，他就蹲在猪圈里用手摸、靠耳听、凭鼻闻……

渐渐地，他“摸”出了些道道儿，“听”出了点感觉，也“嗅”

到了门路：一伸手就能知道哪头猪长膘了、哪头猪瘦了、哪头猪

有没有生病；从猪的叫声，他就能准确地判断该喂料还是该喂水。

给猪打防疫针，郭大荣先是请兽医上门，后来就自己试着打。

春去秋来，郭大荣练就了自己的“独门绝技”：给大猪打针，左

手揪住猪耳，膝盖顶住猪前腿，顺着耳朵四指以内打下去；给小

猪打针，两指以内，保证错不了。“猪仔只听郭大荣的。”黎荣

梅说，“他长期跟猪在一起，有感情了，说的话猪都好像听得懂！”

有了技术，郭大荣的家也成了养猪科普中心，村民遇到养猪

的问题，都会过来向老郭请教。

学种烟，郭大荣靠的仍然是这股轴劲儿。

育苗、制钵、移栽……每一个环节，郭大荣都不厌其烦地向

技术员请教，然后自己摸索。店垭镇烟站技术员王平说，烟农里

就属郭大荣给他打的电话最多。

最难掌握的环节是烤烟。

刚开始用土炉时，要掌控烤烟环节中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难。

对一个看不见温度计的盲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烤第一炉烟，郭大荣和妻子没找技术员，自己按照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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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了三天三夜。时间到了，开炉一看全是黑的。黎荣梅当场就哭

了：“这可咋办？这一亏就是几万啊！”

郭大荣没有气馁，他跟妻子说：“你再坚持一个星期，这 7

天里我肯定学会看温度。”

没有眼睛，怎么看？妻子根本不信，但郭大荣愣是想出了办

法。

他脱掉上衣走进烤烟房，凭触觉来感受温度和湿度。“一开

始我说的数字跟温度计上错老远，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误差

越来越小。”

一周后，郭大荣的“皮肤测温法”成功了，他口报的温度跟

实际温度误差不超过 0.5 摄氏度。

烤第二炉烟，郭大荣请来朋友王志鹏，两人睡在烤烟房边。

每到关键环节，郭大荣就脱掉上衣，钻进烤烟房，用身体感受烤

烟房的温度、湿度，然后出来让王志鹏对应温度计进行调整。

整整五天五夜后，开炉，郭大荣听见了妻子的惊呼：“老公，

满屋的黄金叶呀！”

凭着这股轴劲儿，郭大荣又学会了修理粉碎机、发电机，学

会了生猪配种、接生，学会了控制智能烤烟房……

“别看老郭眼睛看不见，但他肯下力，干啥都有一套！”村

民谈起郭大荣，都直竖大拇指。

有一种情怀叫担当

郭大荣家渐渐摆脱贫困过上了好日子。但郭大荣的心里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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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轻松下来：“在我遭遇不幸时，乡亲们鼓励我、帮助我，如今

我有能力了，当然也要出把力，帮助乡亲们走上脱贫路。”

近年来，在养猪、种烟基础上，郭大荣又种上了中药材。他

把樊光银等 14名贫困户叫到自家务工，每年支付务工费 8万多

元。如果有人想发展种植，他无偿提供技术指导。

为了方便浇灌烟田、人畜饮水，郭大荣投资７万元修建了两

个蓄水池，在满足自家用水的同时，无偿提供给周边村民浇田、

饮用。他还自己出钱平整了１公里多的山路，方便大伙出行。“我

们这儿缺水，每遇天旱烟叶就会减产。自从老郭建起蓄水池，大

家浇水抗旱问题彻底解决。他没收过我们一分钱。”烟农王正明

说。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能走好脱贫路。

日子慢慢好起来，郭大荣组织村里的贫困户集中培训，教他

们烟叶种植和生猪养殖等实用技术，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致富项

目。“跟着烤烟学会了技术，我家也种了 15亩烟。”村民陈忠

莲高兴地介绍，“种地年纯收入有 1.5万元，给郭伯帮工一年也

能收入数千元。”村民周正月萌发养猪念头，来找郭大荣指路子、

出点子。郭大荣毫无保留地将科学养殖技术传授给她，手把手做

示范、讲要领。在郭大荣的带领下，全村有 46户贫困户发展种

养产业，且均已脱贫。

大林村烟田种烟最高年限将至，郭大荣又开始操心村里未来

的产业发展，他先后向村委会提出了种植中药材、蔬菜、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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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的建议，并在自己田里试种了白芨和七叶一枝花。如今，

白芨、七叶一枝花长势良好。郭大荣说，等他的中药材种植路子

摸熟了，就带领乡亲们一起扩大种植规模。

李百刚说，正因为有了郭大荣这样的脱贫带头人，全村一心

一意兴产业，携手共进奔富路，大林村 14年来未发生过一起刑

事案件；说长道短、打牌赌博、吵嘴打架的现象没有了，乡风更

加文明了，全村呈现出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新气象。

从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到全村产业发展大户、科技致富带头

人；从自己种烟几亩，发展到流转全村土地几十亩，从养殖几头

生猪，发展到年出栏 100多头，从过去艰难岁月到如今每年仅付

给当地群众的劳务费就达到 8万多元的富裕户，郭大荣这个残疾

人当中的硬汉子，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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