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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萝卜、白菜、大葱、蒜苗、芥菜、
香菜、菠菜，在石龙区人民路与明德
路交叉口百盛购物超市生鲜区，这些
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的蔬菜摆在

“扶贫专柜”上，专柜后方墙壁上“在
这里，消费就是扶贫”几个大红字特
别显眼。

“菜也买了，爱心也献了”

1月 14日下午4时，在扶贫专柜
前，同心和谐小区居民齐树娜拿起
一袋面粉放到购物篮里，篮里已放
了些菠菜和白菜。

“我住得离这儿不远，前几天听
说这里开了个扶贫专柜。”齐树娜
说，“听说这里的菜都是贫困户种
的，店里也做了检测，吃着放心；面
粉是富硒土培育出的小麦磨出来
的，虽然贵，但口感好。菜也买了，
爱心也献了，多好！”

“听邻居说这里有个扶贫专柜，
就过来看看。外面白菜八毛一斤（1
斤＝500克），这里才四毛八。”居民
杜德恩将两棵大白菜放进购物车，

“我家住在人民路街道何庄村，骑电
动车过来不到 10分钟。这白菜不
赖，我回去让邻居们也过来买。菜
便宜，还能帮贫困户。”

“扶贫专柜的东西卖得很快。
知道这里的商品都出自贫困户，很
多人专门过来选购。”店员刘玉娜
说，她家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在
这里上班两三年了，店里设了扶贫
专柜，领导就让她过来负责。

“白菜、蒜苗、大葱和萝卜是我
早上从龙河街道嘴陈社区黎庄村贫
困户黎广燿家拉回来的，检测合格、
整理完后直接上柜，很新鲜。”超市
店长王奥洲说，其他蔬菜是平顶山
市农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送过来的；粉条和面粉，
则是合作社加工的产品。

“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黎广燿和百盛购物超市结缘于

2017年。
黎广燿是龙河街道嘴陈社区黎

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是典
型的因病致贫家庭。2013年，黎广
燿的妻子患胰腺炎住院，病情严重，
先后花了七八十万元，出院之后仍
卧病在床。2015年，黎广燿流转了
约100亩（1亩＝667平方米）田地种
植各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

2017年，黎广燿种植的数万斤
西瓜滞销，当时的驻村第一书记、石
龙区原食药监局餐饮股股长王盼盼
和同事帮他与百盛购物超市牵线卖
瓜；2018 年，他种植的西瓜被冰雹
砸坏，超市再次帮他销售。

“前段时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我们超市沟通，想要设置扶贫专
柜，确定合作商户时，我们首先想到
了黎广燿。”超市经理王可可说。

１月14日下午5时许，暮色四
合，一栋白色的平房默默地矗立在
黎庄村东1000米远的麦田里，周围
散放着拖拉机、播种机、水泵等农
具，一辆三轮车上装满了大葱。

“你们好，我卖菜刚回来，你们
大老远过来，赶紧进屋暖和暖和。”
黎广燿笑着招呼大家。他的手上、
衣服上、鞋子上沾满了泥土。

黎家门前空地上隆起几个小土
包，这是窖藏的萝卜；田地里，萝卜
收完播种的小麦已经露头；稍远的
田里种着蒜苗，黎广燿说，他得尽量
在年前把这些蒜苗卖完。再远一点
的地里，一个人影一会儿弯腰一会
儿蹲下，忙个不停。

“那是我大闺女，在平顶山教育
学院上学，前两天刚回来。她妈身
体不好，不能干重活，白天我去卖
菜，她就到地里薅菜，择好捆妥晚上
回来装车，不耽误我第二天出去
卖。”黎广燿说，“现在家里的菜能上
扶贫专柜，我就能少出去卖几回
菜。超市给我的价钱跟我平时卖的
一样，各方面对我的帮助都很多。”

“两点多到地里，薅了60多斤，
打了30捆，够不够明天卖？”看到父
亲走近，黎星辰直起腰，搓着线手套
上的泥土问。

天色近晚，寒风渐起。黎星辰

的脸颊被寒风吹红，但她满脸希冀：
“再有一年多我就毕业了，到时候找
个工作，俺爸也会轻松一些。”

“俺老婆的身体恢复了一些，
能干些轻活；大女儿很快就要毕业，
小女儿也 10 岁了；地里的活虽然
累，但只要干就有收成，日子比着以
前好多了！”黎广燿笑着说：“国家的
政策好，政府、社会各方面对我们家
也比较照顾，像建扶贫专柜，人家首
先就想到我，真的很感谢。”

“品种数量都要扩大
帮扶更多贫困户”

扶贫专柜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多渠道拓宽贫
困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助力全市
脱贫攻坚的一项政策。百盛购物超
市是石龙区规模最大的一家超市，
也是全市首家设扶贫专柜的超市。

百盛购物超市的另一个合作伙

伴平顶山市农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是龙兴街道许坊社区的扶贫项
目，吸纳了周边2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人员就业。

“家里房前屋后种了些蒜苗、菠
菜，自家吃不完，都可以卖给超市，
挣些小钱。”许坊社区居民杨长宝
说，“超市远，过去不方便，只用把菜
交给合作社，有人专门去超市送菜，
好得很。”

超市一角的检测室内，农药残
留监测仪、试剂、试纸有序摆放，贫
困户提供的蔬菜，进超市第一步就
要进行检测。

生鲜区称重台旁1月14日的检
测公示显示：黎广燿家的大葱、白
菜、萝卜、蒜苗的检测结果合格。

“每天早上送来的蔬菜我们都
要进行检测，合格才能上架。贫困
户家送的菜大多是自己种来吃的，
所以农药这一块一般不用担心。”王
可可说，因为扶贫专柜刚开始经营，

加上季节原因，所以品种和数量都
不多。“以后，我们会扩大专柜规模，
让更多贫困户家的蔬菜能放到这里
销售。”

“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农
产品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但产品难
以进入大型超市，销售渠道较窄，于
是我们开展了在超市设立贫困乡村
产品专柜专区活动，帮助贫困乡村
农产品与超市对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书记杨天成说，以后他们
将以点带面，在全市支持和鼓励更
多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企业设
立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档、
专柜，与贫困乡村建立长期稳定的
产销关系，助力我市脱贫攻坚。

农户家的蔬菜上了超市“扶贫专柜”
销售渠道拓宽 贫困户说省劲了

□本报记者 燕亚男

1月 14日上午9时，外面刮着冷
风，鲁山县辛集乡程村圆通速递网
点却是一派热闹景象，店主程跃旭
夫妇刚刚把快递卸车后归好类，门
前已等了不少取快递的村民。货架
上，手撕面包、新鲜纯羊后腿肉、火
龙果、干花、中国结……一件件快递
表明，网购年货已经成为村民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购生活刷新农村消费观念

9时 30分，家住辛集乡程东村
的谢瑞敏骑着电动车来取网购的新
鲜纯羊后腿肉，打开纸箱查看了一
番后，她对这份年货特别满意。

谢瑞敏说，以前春节置办年货
都是去乡里赶集，天冷人多，电动车
有时骑不到集上，只好放在附近路
边。买完年货一路大包小包拎着找
电动车，非常不方便。今年她第一
次网购年货，不用再去集市上挤着
买东西了。更让她开心的是，网购
的年货质量好，价格还实惠。

“这两天网购平台上有年货
节，价格实惠，还有满减活动，我准

备再多买些吃的，过年时好招待客
人。”这几天，谢瑞敏的购物车塞得
满满的，只等着验完这件快递，质
量可以的话剩余年货就一并在网上
买了。

谢瑞敏告诉记者，这两年村里
有了快递网点之后，她家的日常生
活用品和孩子的本、笔等学习用品
基本上都是网购的。“网上的衣服可
比集市上的时尚多了，网店又不关
门，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不
合适了还能退换。”

10时 15分，快递网点走进来一
位姑娘，拿了十几副对联要往外地
寄。这位23岁的姑娘叫赵艺宁，来
自吉林省延边州，目前在辛集乡范
店村扶贫。“马上要过年了，我网购
了44副空白对联，写了一星期才写
完，今天这十几副是寄给同事和同
学的，剩下的准备带回去送给亲戚
朋友。村里有快递点，从网上买东
西、寄东西都很方便，还想着过年回
家时要不要买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家
人寄回去。”

程跃旭听到后说：“前天有人给
亲戚寄粉条，昨天有一个寄核桃
的。”

期待明年快递送到家门口

11时左右，家住辛集乡程东村
的杜倩倩来取购买的火龙果。她
说：“我在广东打工，刚回来没几天，
没想到水果也寄到家了。感觉这两
年家里变化很大，不少村民学会了
上网购物，很方便。只是现在得自
己去网点取货有点小麻烦，希望新
的一年快递能送到家门口。”

临近中午，程跃旭又准备去乡
里拉快件。他说：“该过年了，平时
一天约有500件快件，现在一天有
七八百件，每天要去乡里跑四五趟，
大部分都是村民网购的年货。”

从早上７时30分开门到晚上7
时 30 分，程跃旭夫妻一刻也没闲
着。小到牙膏、洗衣液等生活用品，
大到家用电器电饭锅、集成灶、取暖
器，甚至是儿童玩具、奶粉、纸尿裤
等，村民网购的东西五花八门。

辛集乡徐营快递网点的徐玉合
夫妻俩也忙得要“飞起”。徐玉合指
着屋里货架上的快递说：“水果、干
果、火腿肠、饼干、衣服、坐垫、尿不
湿、玩具……这段时间这些东西特
别多。”辛集乡石庙王村村民郝延红

一边检查刚收到的羽毛球拍一边
说，网购平台的货品样样俱全，动一
动手指所购货物就能送到家，价格
比实体店便宜，周边很多人都是从
网上购买年货。

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
长张攀攀表示，2017年鲁山县村里

还没有快递网点，目前，鲁山县已经
有 370个村快递网点、469 个邮乐
购站点，发展很快。如今，网购年
货已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主要组
成部分，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根
网线、一个快递，拉近了农村和城市
的距离。

节前赶集不用慌 网购年货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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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店员向顾客介绍扶贫专柜产品

石庙王村的郝延红网购了一副羽毛球拍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孩子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