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上午，叶邑镇老鸦张村贫困户王冠平吃过早
饭，就往村西头方向走。

“俺村的‘磨红薯机’开张了，只要我听着机器响着，心
里就会畅快些，那样我一年就能多些分红。”他说。

王冠平所说的磨红薯机是该村刚投资100多万元建好
的一家公司——平顶山市好筋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
司专门从事红薯加工。

走进该公司，一台铲车正将堆在院里的红薯铲起来，放
到洗红薯机上，一些工人将洗干净的红薯运到隆隆作响的
磨红薯机里……院子里，挂着五六十个红薯淀粉袋，有的还
向下滴水……

“前一天才开始的，听到机器响，俺别提多高兴了。”王
冠平脸上挂着笑容，用左手比画着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大规模地收红薯磨红薯了。
据保守估算，每天能加工20万吨红薯，加工得越多挣得越
多，冠平的分红也会越多。”该村党支部书记姜小法说。

原来，王冠平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入股的4万元钱，
是该村贫困资金互助社发给他的贴息贷款。

今年41岁的王冠平，刚用务工攒下的积蓄盖了新房，
就突发脑溢血病倒了。经过治疗，如今的他半边身体僵硬，
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王冠平的妻子也长年体弱多病，不
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的女儿现在读高三，儿子读八年
级，失去了王冠平这个主要劳动力，一家人陷入了困境。

王冠平所在的老鸦张村曾是叶县扶贫开发的重点村。
2013 年，该村利用财政扶贫资金 35 万元建立了资金互助
社。今年，叶县在资金互助社的基础上，再次创新金融扶贫
模式：县财政拿出300万元作为风险基金，叶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国家开发行等金融部门安排近亿元的信贷规模，启
动了“互助社种子资金﹢低息贷款”项目，即金融机构对准
每个互助社投放100万元左右的专项低息贷款，从而加快
贫困户上项目进而早日脱贫致富。

该村土地贫瘠，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产量低，但适合种红
薯，每亩春红薯能收8000斤，夏红薯也能收6000斤，收益是小
麦、玉米的两倍以上。今年，该村流转了几百亩地种植红薯，
在贷款资金的支持下上马了红薯加工项目，吸引村民入股。

王冠平与村上的其他3位贫困户，没有钱入股项目，却
可以利用村里为他们发放的贴息贷款优先入股。姜小法
说，他们入股后保本利息收入是2000元，还可以按项目利
润以股份分红。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姜小法的电话响了，附近村子村
民打来电话问他还收购不收购红薯。“要，有多少就都拉来
吧。”他说。

原来，看到红薯加工项目运营了，附近一些农民和红薯
收购商也相继打来电话询问收购事宜。

姜小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单纯从收红薯算，每吨红薯
至少挣1000元。而该村的磨红薯设备每天至少加工20万
吨，按照当地的供应量，能够生产一个半月。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开始加工粉条了，王冠平们预计还能再分6000
元左右的红利。

随着红薯供应量的增大，这家企业又有了新的打算：再
购置一台设备，建设一座跨度达12米的晾棚，以后通过冷库
保存红薯，进一步加大生产能力。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柴巴村位于叶县西部山区，距县城38公里，是省级贫困
村。目前，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70人（复核后）。

2015年8月，经单位推荐，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大庄矿副处
级干部雷超被省委组织部选拔为省派第一书记，派驻到叶县常
村镇柴巴村。一年多来，雷超走遍了柴巴村的每一寸土地，走
访了每一户村民，为该村早日脱贫而奔走，赢得了百姓称赞。

一个月“跑”12个自然村
“雷书记就是来为我们办实事的，来得时间不长，却在很

短时间内把村里的情况摸得比我都透。”谈到雷超，柴巴村党
支部书记史玉良满是赞誉之词。

柴巴村辖12个自然村，190户、738口居民分散居住在长
达3公里的山窝窝里。入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雷超就把
12个自然村、190户走了个遍，把情况摸了个透。

他深入田间地头、贫困农户认真开展村情调研，第一时间
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和贫困户致贫原因。最终，一份凝结着
他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入村调研报告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份报告上写道：县里2017年底脱贫进入倒计时，村里有
10户困难家庭政府兜底，其余丧失能力、缺资金、缺技术的困难
家庭有63户；帮扶资金共分为9项、8个项目……

“这份报告在后来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很多脱贫规划、致
富政策都是依据它来实施的。”雷超说。

一上午“跑”4个单位
今年5月30日，雷超一大早就驱车赶往县城。
第一站，雷超来到叶县行政审批大厅的工商局窗口，仔细

询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手续。
从审批大厅出来，雷超来到第二站县扶贫办。“贾主任，俺

村村民发展产业的热情高，互助资金不够用啊。之前县里打
算对互助社增资的事儿，进展咋样了？”一见面，雷超便对县扶
贫办主任贾晋明讲明自己的来意。贾晋明详细的答复让雷超
放了心。第三站，雷超来到县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询问之前申
请的健身器材安装事宜。第四站，县残联。贫困户张跃的妻
子和母亲均为残疾人，家庭十分困难。雷超听说如果一个家
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残疾人，就可以申请国家的有关补助，便
赶紧来到这里咨询。仅一个上午，雷超就跑了四个单位。

“既然来当第一书记，就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干些实事，
解决实际困难。”雷超说。

“一辈子都会为柴巴村而奔走”
“雷书记，你看，这是我刚买回来的20吨鹅饲料。”今年48

岁的贫困户史帅一见到雷超，就赶忙给他汇报。从800只增
加到2000只，原来生活十分困难的史帅，通过养殖产蛋白鹅，
生活逐渐有了起色。他说：“雷书记脑子灵活、见识广，帮我想
了不少好点子。”

雷超说，要精准扶贫就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此，他
为柴巴村村民制订了“一户一策”的脱贫计划：贫困户张大力
利用“扶贫贷”购买了两头母牛；贫困户张跃新购进了圆棒砂
磨机用于生产铁锹木把，年增收上万元……

“从主动请缨来到踏踏实实干，我对柴巴的感情也愈加
深厚，即使任期结束，我也会一辈子为柴巴村而奔走。”雷
超说。 （本报记者 杨德坤）

11月8日上午8点多，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村民赵鹏伟刚
吃过早饭，就拿着羊鞭吆喝着家里的70多只羊上山了。

雨过天晴，溪水潺潺。赵鹏伟说：“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
山坡上的草儿正鲜，羊可以好好吃一顿。”

西刘庄村是个典型的山区村，也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
村。因山区面积大，交通闭塞，经济发展长期落后。该村有7
个村民组，235户886口人，人均耕地不足8分。每天到山坡上
放羊，成为赵鹏伟的重要日常工作。

今年34岁的赵鹏伟，父母长期患病，他曾欠下6万多元的
债务，沉重的负担压得他愁眉不展。2008年，他从西刘庄村资
金互助社贷款3000元，购买了5只羔羊，从此开始了他的“羊
倌”生涯。这些年，依靠从村资金互助社低息贷款滚动发展饲
养项目，他每年收入近3万元，现在已基本还清了外债，手里还
有了余钱。

据了解，2007年，西刘庄村成为国家贫困互助资金首批运
行试点，为村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带来希望。近年来，国家先

后投放该村种子资金50万元。目前，该村资金互助社的贷款
利息低至千分之八，村民每户入社资金由过去的 50 元-200
元，扩大到现在的可以入资500元，然后放大20倍放贷。

为管好用好互助资金，该村两委会探索出了一套崭新的运
行模式：一是发扬民主，海选理事成员，让社会信誉最高的人参
与管理；二是自愿结合，实行五户联保，让社会关系最好的人相
互担保；三是会商评估，运用防控机制，让投资风险最低的人获
得扶持；四是封闭运行，杜绝资金外投，让贫困资金更多地向
穷人倾斜；五是日清月结，争取快收快放，让有限资金最快周
转创造收益；六是阳光作业，实施公示制度，让社会各界的监
督成为常态。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成熟的机制保证了互助社持续平稳
健康运行。截至目前，互助社挣得利息7万余元，社员入社资金
有6万余元，加上国家投入的种子资金50万元，资金规模已达
63万余元，共借出资金1210笔，周转使用500万元以上，受益农
户达到218户，衍生经济效益达百万元以上。

村民杨太平借助互助资金加工杨木旋切单板年获利20余
万元。村民李涛利用互助资金养羊30多只实现脱贫。赵鹏伟
利用家里的4亩多山地种植皂角树，树身上的棘刺叫皂角刺，又
称皂角针，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派驻西刘庄村任第一书记的
徐国超是市林业局木材检查站站长，他说，皂角树种植3年后开
始产皂角刺，按现在的市场行情算，一亩皂角能挣万余元……

变输血为造血，资金互助社真正成为贫困山村村民发展经
济，实现产业脱贫的助推器。该村贫困互助资金规模、经济效益
和管理水平位居全国首位，成功破解了贫困户融资难的问题，为
我国贫困互助资金管理探索出了一个崭新的良性循环模式，被
称作“中国叶县模式”。

“脱贫满足温饱只是起步，要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才是
目的。”该村党支部书记兼该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刘随申
说，他已经和村两委会成员外出考察，下一步准备充分利用
山区的自然禀赋，带领群众发展特色林果种植。同时，围绕
叶县为实施产业扶贫规划的旅游线路，挖掘当地得天独厚
的自然景观和饶有趣味的人文传说，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项目。 （本报记者 刘晓雷）

刘文祥村是叶县辛店镇西南部最偏远的一个山区村，距
离镇政府6公里，与南阳市方城县和舞钢市接壤。听说这个
村发展林果业脱贫致富远近闻名，11月8日，记者乘车沿着崎
岖的乡村道路七拐八拐来到刘文祥村一探究竟。

陪同采访的辛店镇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洪涛
是刘文祥村的包村干部，他对该村的情况非常熟悉。据他介
绍，刘文祥村属浅山丘陵村，全村辖5个自然村6个村民组，
235户935口人，却有贫困户131户513口人。如今，全村90%
以上的耕地种上了黑李和油桃。

刘文祥村咋想起种黑李和油桃来了？这还得从2006年
春节说起。

2006年春节，村民李根的老表来他家串亲戚时，对刘文
祥村好几年不见改观的贫困面貌感到吃惊：“你们这里现在还
是麦茬豆、豆茬麦？咋不到我们老家去瞅瞅，也栽点黑李子
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时任村小学校长的李根把老表的一番
话告诉了该村党支部书记朱万宾。随后，朱万宾带领村各组
组长和党员群众共16人前往内乡县余关乡考察。当他们看
到余关乡在山上栽植黑李成功后，更坚定了引种黑李的信心，
决定把发展林果种植业作为本村调整产业结构、脱贫致富的
重点项目。

当年冬天，该村党支部书记朱万宾、村委会主任朱国伟
和李玉峰等10余户村民试种了60余亩黑李。第二年、第三
年……又陆续有村民试种。

2011年8月，第一年种植的黑李开始挂果。村民李玉峰
种的3亩黑李当年就卖了2.2万元。

8日上午11点多，当记者来到李玉峰家时，他正与家人在
门前广场上忙着制作粉芡。

李玉峰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村民们在两三年
树龄的黑李树下栽种红薯或西瓜，红薯再加工成粉条，全村有
二三十户村民从事粉条加工，年产粉条1万余公斤，仅此一
项，每亩地可以增加收入三四千元。

“现在，我们村共发展黑李、油桃种植户180余户，亩产效益
最高可达1.2万元，亩均净收益8000元。”李玉峰自豪地说。由于
长期的实践和钻研，第一批引种黑李的李玉峰如今已成长为一
名“土专家”。今年4月，他被辛店镇政府聘为该镇林果种植技术
员，负责向村里果农提供修剪、施肥等技术服务。

在李玉峰的果园里，一棵棵黑李树栽种整齐，株与株之间的
枝条相互交错，经过修剪后形成一个拱形，煞是好看。“这种‘开
心型’树冠利于采光，便于管理和采摘。”李玉峰说。由于黑李、
油桃和油菜的花期基本一致，4月份左右，黑李树的白花、油桃
树的红花，加上油菜的黄花，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每年都吸引不少我市及外地的游客前来赏花。为此，叶县旅
游局明年将在辛店、保安两镇举办油菜花节。

为使林果发展朝着健康的道路前进，该村成立了喜乐园
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峰祥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大地方
便了果农对果树的种植、管理以及产品的销售。目前，这两个
合作社与洛阳进出口检疫局合作建立了黑李子等农产品出口
扶贫基地，同河南豫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探索黑李子的标准化生产和出口
国际市场模式。

“这几年俺村通过种果树，基本上已经脱贫了，现在全村只
剩下7户25口人未脱贫了。”李玉峰说。（本报记者 田秀忠）

“昨天下雨打不成红薯，我今儿一早就拉着红薯过来了。”
11月8日上午，叶县辛店镇南王庄村新建的红薯粉条加工厂前，
村民张全河的三轮车上装着满满一车红薯，“前两天在地里刨
出来的，估计有五六千斤。”

今年64岁的张全河头发斑白，因为体弱多病，以前，家里
的4亩耕地是他的全部指望，但却收入微薄。“自从老翟回了
村，我这日子过得就不一样了。”张全河说，老翟带着村民发
展林果产业，果树没挂果之前在林子里套种红薯，“早红薯直
接卖，这时候的红薯全做成粉条等着过年的时候再卖，咋着
都能挣钱。”

张全河说的老翟是本村村民翟国松。翟国松年轻时候出
去打拼，在山西临汾开办过年产30万吨的煤矿，事业做得风生
水起。谁都没想到，资产过亿的老翟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南
王庄。

“南王庄村是我的家，可以前每次回家，我都难受。”老翟
说，奋斗了几十年，虽然在外安了家，但他始终放不下家乡。

2014年底，老翟回家看到村里还是没有起色，就一直在心里琢
磨：“能不能带着乡亲们找找致富的门路？”

2015年，老翟在乡亲们的期盼中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南王庄村位于叶县、舞钢市和南阳市交界处，村子下辖7

个自然村，有 6500 多亩荒山，耕地却只有 1000 多亩。全村
260户1030口人，其中贫困户有171户。

“老翟帮咱们想办法，今年水泥路都通到家门口了。”
“没有老翟，村里哪有钱建文化广场？发展林果产业想

都不敢想。”
…………
初冬时节，南王庄村仍有一片绿意。当记者问起老翟，

南王庄的村民合不上嘴。
该村村委会副主任赵玉山说，老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

同村两委会班子谋划脱贫思路，决定利用山区优势，开发荒
山，重点发展林果种植业。老翟自己出钱带着村里的贫困
群众出门“取经”，学习外地的林果种植经验，并投资500多万
元，买了挖掘机，在承包的荒山上带头种上了果树。同时，他
还帮村里申请了村村通项目和30万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项
目资金，又垫资为村里修了群众文化广场和多个拦水坝、漫
水桥。

老翟一心一意为大伙儿拓展致富门路，激发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热情，种林果的热潮席卷了整个南王庄村。为了使更
多的贫困户种得起树，老翟又垫资购买了10多万株树苗供给
村民。如今该村已经种植了1300多亩的黑李、油桃、软籽石榴
等果树和芦笋、皂角等经济作物。

“老翟是俺村脱贫的主心骨，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就是
老百姓的收入。”68岁的薄铁拴从1972年就开始任村会计，全
村的账数他最清楚。他说，2014年，该村村民年人均收入只有
1200元，去年已经达到2500元左右。

村民晋书旺家也是村里的贫困户，今年他准备再种几亩黑
李。他说：“人家老翟费心费力帮咱脱贫，咱自己也得争气。”

目前，该村贫困户中种植林果的107户，发展养殖的47
户，除了需要政府兜底扶贫的，基本户户都有致富项目。

（本报记者 张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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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亚丹在辛店镇南王庄村采访村民翟国松。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贫困群众致富的专业银行
——记常村镇西刘庄村资金互助社

“老翟是俺村脱贫的主心骨”
——记辛店镇南王庄村村委会主任翟国松

记者田秀忠（中）在辛店镇刘文祥村采访。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记者杨沛洁在采访叶邑镇老鸦张村村民王冠平（右一）。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记者杨德坤在常村镇柴巴村采访村民张跃。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记者刘晓雷在常村镇西刘庄村采访。
李刚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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