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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草莓12月份就可挂果了，亩产最低6000斤，
到时候直接运到郑州卖，每斤不低于20元。”11月8日，鲁
山县瓦屋镇土桥村第一书记王凯指着村头12座草莓大棚
高兴地说。

2015年7月，35岁的王凯从海关总署到瓦屋镇土桥
村担任第一书记。从北京机关大院来到环境相差悬殊
的偏僻小山村，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乡亲，王凯没有
退却，从到村民家“吃一顿饭、送一份慰问金、做一件好
事、征求一条意见、提一条创业建议”做起。35天，他走
遍了全村 15 个村民组，对 626 户 2589 口人进行精准识
别，建档立卡贫困户246户。

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王凯自费带领村“两委会”干
部跑汝州、奔郑州，南下上海、北上大连，经过多次实地
考察，最终确定了“村委会主任带组长种香菇、党支部书
记带副主任种黄梨、原党支部书记带文书种草莓”这一
扶贫新路子。

开弓没有回头箭，路子定了就得干。瓦屋镇土桥村
以前零星种有梨树，但由于山地石块多，村民不愿开荒种
树。王凯向单位申请帮助，单位答应每种植一亩梨树为村
民补贴1000元，带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去年秋天，全村已
种植梨树800亩，全部挂果后每年可为村民换来500多万
元的收入。

虽已入冬，但 180 亩挂果的晚秋黄梨园仍是绿色一
片，套着袋子的梨长势喜人，有些个头大的已撑破袋子
露出了脑袋。“大的有2000克，小的不低于500克。我们
的梨个儿大、味香、耐贮存，适合长距离运输，树上的梨
我们单位已按市场最高价预订完毕。”王凯说。

单一种梨树周期长赚钱慢，王凯又带领村干部到
大连观摩草莓种植。“我们从大连高薪聘请师傅，从大
棚搭建、育苗、施肥、控温、管理全部由师傅 24 小时指
导，今年种植的杏香草莓保底亩产 6000斤，批发价每斤
不低于 20 元，村民来拔草、管理都有最低 60 元的日工
资，净收入的 1/3再上交村集体用于‘兜底’脱贫。”王凯
说。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座大棚中七八名村民正在栽
植草莓苗。

正在忙活的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年升喜笑颜开：
“以前就指望亩把儿地，老百姓咋能拔掉穷根，王书记
的到来是俺村的福气啊，他还准备带领我们种大棚樱
桃，发展农家乐，甚至开办草莓园婚庆呐，我们全村人
都在期待。”

村委会主任于彦说，土桥村今年成立了香菇种植合
作社，香菇大棚目前有84座，年收益可达300万元，带动
25户贫困户种植香菇脱贫，65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实现
分红，已经吸纳了近40人就业。“明年春节后准备再扩大
规模，想投资的村民村里提供菌种和技术，不想投资的
可以来打工，人均工资每天不低于 80元，努力让大家都
有钱挣，都能挣到钱。”王凯说。

“王书记与我们无亲无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家里
的小女儿才两岁，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天天和我们
在一起。他来之后为我们村新建了文化广场和党员群众
综合服务站，安装了路灯，打了一眼深水机井，现在吃水灌
溉都有了保障，他每天为了我们村民的幸福来回奔波，我
们怎么能好意思偷懒呢？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王书
记为我们村指明了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得长期坚持下去，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好日子。”土桥
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念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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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乡政府宣传说炜成实业招人，贫困户就业优
先，我就和同村的贫困户来报名了。”11月8日，正在位于鲁
山县张店乡刘湾村的河南炜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作的52岁村民詹亲说。

因患有心血管疾病，詹亲无法外出打工，只得靠种地为
生。几个月前她还在家无所事事，如今已经穿上白大褂成
为一名车间门卫，监督管理工人的生产卫生情况。每周工
作六天，每月1800多元钱的工资让詹亲很满足。“家里上个
月换了电饭锅，现在家里电磁炉、电饭锅我想用就用，电费
掏得起，我现在挣着钱呢。”詹亲说。

张店乡下辖 88 个自然村 146 个村民组，总人口 37955
人。其中，6个贫困村目前有 1686户 5059人未脱贫。开展
脱贫攻坚以来，从精准做起，朝实干努力，向成效看齐。

在张店乡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河南炜成实业于 2014
年、2015年先后在张店乡刘湾村创办了豪成牧业有限公司
和炜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成为该乡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引

导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
河南炜成实业的子公司——豪成牧业有限公司占地30

余亩，每年收购附近农户秸秆5000余吨，仅秸秆一项每年就
可为周边村民创收100余万元。炜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直
接安排了200多位像詹亲一样的贫困人口进厂务工，其中还
包括6位聋哑人，男工平均月工资3000多元，女工平均月工
资2700多元。同时，炜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与贫困户签订
协议，定点采购生产速冻汤圆、饺子所需要的面粉、蔬菜、食
用菌、牛羊肉、猪肉等原料，保证周边种植业和畜牧业贫困
户收入“旱涝保收”。“企业的原材料需求扩大了张店乡葱、
姜、蒜等蔬菜种植面积 800 余亩，又带动 260 户贫困户脱
贫。”张店乡扶贫办主任朱庆伟说。

对于无法参与劳动的贫困户，张店乡出面促成了由河
南炜成实业、村党委、贫困户达成的三方入股分红协议，贫
困户以每户 4000元入股，河南炜成实业每年支付 12%的红
利，另外拿出净利润的5%对入股贫困户予以救助扶持。“目
前已有雷趴、邢沟、界板沟、刘湾等村的90个贫困户签订协
议，以入股分红的形式增收脱贫。”朱庆伟说。

“我的香菇一部分卖给炜成实业，一部分对外卖。”8日，
正在张店乡王湾村自己食用菌生产基地忙碌的44岁贫困户
马艳阳说。肢体残疾的马艳阳今年借了 6 万元、贷款 5 万
元，再加上自己开了十几年摩的攒下的两万元，一共凑了13
万元，加入张店乡王湾村香菇种植脱贫基地。

“乡里的科技扶贫专家马延生为我提供技术支持，现
在我这个贫困户带着村上其他的贫困户一起赚钱奔小
康。”马艳阳说。生产基地中有 8 户和马艳阳一样的贫困
户今年开始种植食用菌，王湾村等周边村的贫困户在基地
的 30 多个棚内打工赚钱，仅王湾村的 74 户贫困户中就有
30多人。

“目前，张店乡已建立两个龙头、9个扶贫示范基地，带
动全乡5000多贫困户致富脱贫。下一步，我们找到造成贫
困的穷根，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张店乡党委书记
李瑞琦说。 （本报记者 王孟鹤）

从精准做起 向成效看齐
——张店乡脱贫攻坚记

“狗旺，忙着呢。”
“是啊，忙着才美，忙着才得劲。”11月8日上午，鲁山县

背孜乡盐店村贫困户孙狗旺同记者一行打着招呼。
孙狗旺又名孙狗胜，说起名字，他笑了：“一直都叫狗

旺，前些年办身份证，派出所登记时写成了狗胜，身份证名
字是孙狗胜，但大家都还叫我狗旺。”

孙狗旺今年50岁，身高只有一米五，双手先天畸形，成
90度弯曲。说话间，他把一头牛牵出牛棚，牛缰绳夹在双
臂之间，熟练地系在了墙上的钩子上。

孙狗旺同88岁的老母亲还有9岁的儿子一起生活，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县、乡根据孙狗旺家庭实际情况，决定
将发展家庭养殖业作为其脱贫措施。今年2月份由县扶贫
办筹措 1.3 万元资金，背孜乡政府负责帮助孙狗旺购买了
10头小猪，每头重约15公斤，其中3头是母猪，

他把记者领到猪圈前，指着里面的猪说：“今年 5月份
卖了8头猪，赚了一万多元，用这些钱又买了三头小猪和两
头牛接着养。你瞅瞅，这三头小猪，养到过年时卖了，两头
大猪杀一头留一头，牛到时看价钱怎么样再说卖不卖。”

“以前日子过哩可瞎（意指生活困难）了，没少借钱。年
轻时俺也干过很多事，收过蝎子、药材、烟叶，那时能赚5块
钱就美不中了。可你看看俺家这情况，俺妈二十年前心脏动
手术，现在还装着起搏器，俺三十多岁时因为胆结石动手术，
借了不少钱，日子过哩真难。”说着，孙狗旺撩起衣服，肚子上
有一条明显的伤疤。

孙狗旺的母亲韩秀云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今年被
河南省委授予 50年以上党龄荣誉纪念章。她说：“俺经常
对儿子说，狗旺，人穷心不能穷，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人家
借钱给咱是讲情义，借的钱咱一定还上。”

“狗旺别看残疾，可能干了，割草、锄地、担水、收玉米、
打农药都中。他经常说，娘以前你养我，现在轮到俺养你
了。”韩秀云说。

“说起担水，有一次俺还掉井里了。”说着，孙狗旺笑了。
背孜乡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狗旺其实脑子

可灵了，学啥都快，以前也养过猪，可因为缺乏资金和技
术，一直发展不起来。”

在资金问题解决后，对口扶贫盐店村的鲁山县纪委从
县畜牧局请来专家，上门为孙狗旺提供技术服务，帮助解
决养殖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帮大忙了，好多东西以
前不懂啊，净瞎琢磨。专家上门一讲就明白了，养猪出栏
快、赚钱多。”孙狗旺说。

“俺现在可忙了，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喂猪喂牛，做早
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回来叫娘起来吃饭，接着一天都闲不
住。咋说呢，就是越忙觉得越有劲，越忙觉得日子越有奔
头。”孙狗旺边给猪喂食边说。

今年10月份，鲁山县召开脱贫攻坚模范人物事迹报告
会，孙狗旺被授予“脱贫致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上台
接受表彰。孙狗旺在台下听了同是“脱贫致富先进个人”
冯国营的报告后，哭了，“人家是盲人还能养猪脱贫致富，
俺更得好好干。”

“你看俺这猪圈牛棚前面还有地方，准备明年再盖三
个猪圈、两个牛棚，扩大养殖规模，那时你再过来看看，肯
定比现在更好。”孙狗旺对记者说。

今年6月份，市县领导到盐店村调研时问他：“狗旺，你
敢不敢上台讲讲你的脱贫致富故事，给大家鼓鼓劲。”“敢，
咋不敢，俺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俺能干，你们都能
干’。”孙狗旺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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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如黛，近水含烟。11月8日上午，进入国家级贫困
县鲁山县熊背乡大年沟村，远处若隐若现的山丘近了，山
丘上一片绿树尽收眼底，蔚为壮观。

“这些成片成片的都是血桃树，来年3月看桃花，6月尝
血桃。这可是大年沟村的宝贝疙瘩，村民脱贫全靠种血桃
树了。”鲁山县熊背乡扶贫办主任刘亚辉说。

大年沟村是熊背乡9个贫困村之一，该村有213户842
人。2014年以前，该村贫困户167户546人，目前全村剩余
贫困户36户104人。大年沟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海说：“年底
可以实现整村脱贫。”

夸下这个“海口”，王长海是有底气的。脱贫不脱贫，
产业是根本，该村脱贫成绩得益于种植血桃产业，围绕产
业抓脱贫。

今年51岁的闫国东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年沟村，世代
以种植血桃为生。据他介绍，大年沟村已有100多年种植血
桃的历史了，但是传统种植模式使血桃产量低、品质差，加上
销路不畅，种植血桃渐渐成了“鸡肋”。

令闫国东没想到的是，近年来，大年沟村种植血桃从
“鸡肋”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

大年沟村村委会主任闫文杰说，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
扶持，3年来，大年沟村共争取国家到户增收产业扶贫资金
15.9万元。“2014年时，种植血桃达到8亩的贫困户，国家每
户补4000元；2015年，国家放宽了标准，只要每户种够2亩
就给补贴，按照每亩补500元的标准补起，4000元封顶。”

有了补贴，大年沟村村民种植血桃的热情高涨。但
是，血桃的产量和质量依然成问题。2015年9月，该村驻村
第一书记邢艺贯的到来，为该村脱贫带来了新希望。一年
多来，邢艺贯不断为大年沟村提供“金点子”，多次联系省、
市科技专家“把脉问诊”，血桃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原来血桃个头小、味淡，卖相不好卖不上价钱，一斤
也就卖一两块钱，加上管理粗放，平均一亩地能产三四百
斤都算不错了。经专家一指点，技术改良了，现在的血桃
肉厚汁多颜色鲜亮，价钱也上去了，一斤卖 5块，而且平均
一亩地能产 600斤左右。”拿出对比图片，闫文杰边说边掰
起手指头算了起来，“这不瞎说，让数据说话，这前后变化
确实大，大年沟的血桃越种越甜了。”

说着，闫文杰又指着种植在村委会西北部的一片桃园
说：“走，去看看，那儿有一棵十多年的桃树，一棵树一年产
的果子就能卖 1000 多块钱，抵住过去一亩地的收入。”走
近，树冠大如半间房、树干直径有 20厘米大小的一棵桃树
吸引了众人，而在大年沟村像这样的血桃树有上万棵。

血桃的产量和质量上去了，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为
了避免口感和卖相俱佳的血桃“养在深闺人不识”，邢艺贯
创办了大年沟村血桃销售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为该村血
桃打开了销路。

王长海说，目前该村种植血桃3200亩，种植户200户，占
全村农户的92%，现挂果销售700余亩，年产值210万元，产
品销往重庆、广州、山东、天津等地，市场供不应求。此外，该
村还成立有鲁山县中山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偿帮助村
民规范血桃种植和销售品质。

“年底整村脱贫没问题，光脱贫还不行，下一步还要致
富，到明年春天，这沟沟坎坎、丘丘壑壑将修整完毕，都种上血
桃，预计再增加3000亩。”随着王长海的指向望去，远处山洼
里，绿树青山中，挖掘机正忙个不停，“巍巍中山飞彩凤，群岭
盘绕似蛟龙；天然盆地瑶池景，特产血桃传美名”的美好画面
扑面而来。 （本报记者 毛玺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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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记，快来瞅瞅俺种的香菇，菇大肉厚，色泽好，香味
浓，你都不知道长得有多美！”远远看见鲁山县土门办事处庙庄
村党支部书记郭冠走来，村民张新太满脸笑容地迎上来，拉着
郭冠来到香菇大棚里。

11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庙庄村，一排排香菇大棚跃入眼
帘。在张新太家的大棚里，香菇长势喜人，菇香四溢，左邻右舍
正帮着采摘今年的头茬香菇。

说起种植香菇的事情，张新太乐开了花。“我是在村‘两
委会’的带领下种香菇的，种了 4 个大棚 9000 多袋，今年大丰
收，行情又好，预计年收入能有六七万元。”张新太说，他从
2013 年开始种植香菇，在村“两委会”和聘请的技术人员的帮
助下，当年种植香菇 5000 多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第二
年就脱贫了。

通过种植香菇，张新太不但摘了“贫困帽”，而且走上了致
富路，家里建起了新房，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张新太高兴地说：

“这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不
然我现在还是贫困户呢！”

早些年，庙庄村也有种植袋料香菇的基础，当时采用的是
“泌阳模式”的秋栽香菇，冬季收获，由于产量低、效益低，种植
户逐年锐减，最后造成无人种植。2013年，在郭冠的带领下，经
过深入研讨和实地考察，村里决定发展“浙江庆元模式”的春栽
香菇，这种模式产量高、效益高，易于大规模种植。

方案一出，乡亲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以前都失败了，现在
还种？也有人说：地是一样的地，人是一样的人，以前种赔钱，
现在种就不赔钱了？甚至有人说：要是赔钱了，谁管？

面对乡亲们的质疑，郭冠理解他们：“一是穷怕了，怕赔掉
老本；二是怕技术不到户；三是怕没有销路，抵御不了市场风
险。”经过多方面做思想工作和多方实地考察，最终，郭冠动员6
名党员和15名致富能手参与，带领部分村民开始了第一年的香
菇种植。

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郭冠带领村民成立了鲁山县
惠盈食用菌种植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在香菇种植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十几户贫困户凑不齐启动资
金，郭冠借来8万元给他们使用。

丰收后的庙庄村一下子充满了创业激情。良好的发展机
制和平台，让村民脱贫更有底气，致富更有志气，发展更有心
气。更多的贫困户陆续加入种植香菇行列。

“像张新太一样种植香菇的村民已有80多户，种植数量60
多万袋，年产值500万元以上，仅此一项全村每年人均纯收入净
增 3000 多元。”郭冠说，该村共有 310 户 1136 人，耕地面积 264
亩，人多可耕地少，收入菲薄，属边远深山贫困村。通过香菇种
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等扶贫产业带动，该村贫困户从2013年的
186户580人降低至现在的69户189人。

提起郭冠，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郭书记是俺村里的顶梁
柱，带领大家脱贫又致富，你说俺们该不该夸一夸？！”

说到村子的未来发展，郭冠信心满满。“由于湿香菇不
易保存，村里的香菇都是烘干后销售。为了扩大销售渠道，
我们计划建个冷库，方案已经递交县扶贫办。”郭冠说，“我
们有决心有信心再用一年的时间，让庙庄村的贫困户全部
实现脱贫。” （本报记者 王民峰）

——土门办事处庙庄村脱贫攻坚见闻

小香菇托起小山村脱贫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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