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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新居开启幸福生活
走进罗永志家中，宽敞的房间、光洁的

地板、乳白色的墙壁、简洁大方的吊顶，柔
和的阳光穿过宽大的玻璃窗洒入屋内，映
射在面色黝黑却一脸笑意的罗永志脸上。
他指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台62英寸（1英寸=
2.54厘米）液晶电视说，这是上个月儿子从
郑州寄回来的。电视机旁边的三开门冰
箱、洗衣机也是刚买没多久。“这些家电可
不少费钱，俺老两口舍不得买，都是儿子女
儿孝顺，把家里的家电、家具置办齐了。”这
位中年汉子满意地环视着宽敞明亮的新
房，言语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罗永志说，以前他家住的是四间土坯
房，面积不到70平方米，窗户狭小，一到下
午三四点屋里就没有亮光了，厕所也是旱
厕，厨房更是简陋不堪。由于年久失修，屋
顶渗漏比较严重，地基沉降墙体出现裂
缝。因为家里穷，一家人在土坯房里一住
就是近30年。去年上半年，在市卫健委驻
村干部刘震、张辉的关心下，罗永志家里的
老房子被列入危房改造项目，政府补贴2
万元支持他在原址上建新房。“新房于去年
4月开工，7月底完工，砖混结构，面积有90
多平方米，房屋布局合理，一家人居住绰绰
有余。”罗永志没想到这么庞大的工程自己
只花了六七万元。他爽朗地笑着说，等再
多挣点钱，准备把院子进行翻新，在新房上
加盖一层，将来给儿子当婚房。

因学致贫家庭陷困境
坐在沙发上的罗永志喝了一口水，跟

记者继续聊家常。
据了解，罗永志、王杏夫妇是地地道道

的农民，一家人守着8亩农田，靠种植玉
米、小麦、花生、红薯为生。女儿和儿子上
学后，夫妇俩不仅要照顾老人，维持家用，

还要供养姐弟俩上学，一年两三千元的收
入只是杯水车薪。2009年，姐弟俩同时考
入鲁山二高，学费等各项支出骤增，压得夫
妻二人喘不过气来。“孩子知道家里没钱，
平时在学校食堂打零工挣饭钱，为了省几
块钱的车票，每周步行十多公里回家。”王
杏说起两个孩子眼里都是怜爱。

“那个时候家里过年也就花二三十块
钱，割二斤（1斤=500克）肉，买几包糖招待
客人，从没给孩子买过新衣服、发过压岁
钱。”罗永志说，由于经济拮据，置办年货还
要靠亲戚朋友，有送钱的，有送油、米和蔬
菜的，往往是坐下寒暄两句就走了，从来不
留下吃饭。

2011年高考，姐弟二人以优异成绩分
别被河南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录
取。这让夫妻二人特别高兴，但也为学费
犯了愁。借遍了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将两
个孩子送进大学校门，然而两个大学生的
开支对二人而言是个大负担。

精准扶贫政策暖民心
犹如久旱逢甘霖，2013年被定为村里

的贫困户后，罗永志一家受到了格外多的
照顾。驻村干部张辉说，他们经过走访调
查，认为罗永志一家踏实肯干，缺少的是政
策扶持和致富门路。随着政策、资金、技术
等多个方面的落实，罗永志家里的生活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

罗永志扳着手指逐一细数驻村干部为

他家争取的政策，申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
在家里安装光伏板，每年产生的电量能净
挣2000元；发展养殖，购买20只山羊，政府
补贴4000元；申报贫困学生甘露计划，每
年享受补助2000元/人；在驻村干部的鼓
励下，扩大种植规模，每年获得2800元政
府补贴；危房改造获得2万政府补贴；安排
妻子在公益岗位上做保洁，月收入500元。

罗永志算了笔账：去年种植了20亩的
花生、红薯，扩大山羊养殖规模，还加工红
薯粉条，利用农闲通过扶贫干部介绍到鲁
山拐河镇的郑万高铁项目工地打工。“一年
下来，挣了5万多元。”罗永志笑着说，如今
他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在郑州落户，工
作和生活上都能独当一面。谈到今后的打
算，罗永志眼中充满了希望，他打算承包一
个7亩大的桃园，养殖几十只土鸡，并且准
备购置一套粉条加工设备，对红薯进行精
加工，增加经济效益。

此时，驻村干部张辉提着一摞包装精
美的礼盒来找罗永志。他说，罗永志种植
的蜜薯、紫薯、花生品种优良口感好，他为
罗永志出个点子，通过精品土特产来打开
高端市场销路。他从网上订购一批精美礼
品盒，对产品进行精加工，利用微信、QQ等
向亲朋好友推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不
到一个月卖出200多盒。

脱贫，自强不息一定行
采访即将结束时，罗永志的侄女罗撒

从外地返乡探亲。“这是三叔家吗？去年还
是破瓦房呢！”看到宽敞明亮的房子，罗撒有
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说，三叔一家人
现在能苦尽甘来，真心要感谢党和政府。

送走侄女，罗永志笑道，每年春节期
间，亲戚们都会来家里坐坐。“过去，因为家
里穷没有底气请大家吃饭。今年春节，俺
要精心置办年货，跟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喝
一场酒，享受团圆。”

前不久，罗永志虚心向儿子请教，成功
在网上购买了干果、饼干、巧克力等小零
食。“以前置办年货都得往镇上跑，来回一
趟耗时又费力，如今只需指尖轻轻一点，想
要的商品就能快递到家，真是太方便了。”
罗永志说，除了吃的，他还在网上给自己和
妻子买了身新衣服。

罗永志在赶集置办年货时，特意请人
现场书写了三副春联。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不肯选现成的春联，而是抠着脑壳翻了几
天书，自己创作了三副。虽不押韵对仗，却
满满都是他的心意。

第一副，贴在挂满香肠腊肉的厨房门
口。上联：桌椅杯筷酒菜，下联：葱姜蒜椒
笋叶，横批：尽是山珍。

第二副，贴在崭新的卧室门口。上联：
水电路通财源广进，下联：儿女绕膝乐享天
伦，横批：家族兴旺。

第三副，贴在大门正中：上联：扶贫富
民歌颂共产党，下联：生活幸福热爱领路
人，横批：国泰民安。

□本报记者 傅纪元/文 禹舸/图

□本报记者 孙书贤

1月 19日上午，郏县国家级传统村落茨
芭镇葫芦套村老街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
中国结、逼真的红辣椒串把古街装扮得一派
喜庆。两旁的摊位上，柴鸡蛋、山羊肉、土猪
肉、柴鸡、红牛肉、山野菜等年货琳琅满目，
糖葫芦、肉盒、炸面筋、羊肉串等各色美食让
古街飘香。游客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其中，
一个头扎小辫的小伙子手挽一名皮肤黝黑、
打扮时尚的外国女子十分引人注目。小伙
子是郏县安良镇段沟村的张永超，他专门陪

着来自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新婚妻子陪心慈
前来赶集看热闹。

在铁炉村养蜂人涂双立的摊位前，摆放着
土蜂蜜、花粉，陪心慈尝了一口土蜂蜜，不禁惊
呼：“好甜啊！”随即掏出200元买了一壶土蜂
蜜。

涂双立说，他从事养蜂多年，自从山村
有了年货大集，他的土蜂蜜就十分俏销。“从
腊月二十二开集到现在，我卖出去的土蜂蜜
就超过了一年的销量。特别是开集当天，我
带的100斤（1斤=500克）土蜂蜜不到中午就
被抢购完了”。

在天城洼村组织的摊位上，既有创业青
年张亚可种植的火龙果、草莓，又有其他村
民的红薯、粉条、地皮菜、柴鸡蛋等特产。这
让从没见过中国年货的陪心慈大开眼界，张
永超掏出一沓钞票塞给陪心慈，她接过钱高
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摊位上的年货装满了她
的购物包。

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陪心慈拉着丈夫
又来到美食区，又酸又甜的糖葫芦，香气扑
鼻的炸丸子，还有农家特色的小馄饨，让他
们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

夜幕降临，古街上张灯结彩，寨门楼

上的传统民俗打铁花表演开始了。铁花
四溅中，古街流光溢彩，绚丽夺目。陪心
慈看得目瞪口呆，“好壮美啊！”她由衷赞
叹道。

葫芦套山货大集由茨芭镇党委政府主
办，1月16日开集。开集当晚，还举办了精
彩纷呈的乡村春节联欢晚会和传统民俗
打铁花表演。从1月 16日到21日，每天下
午都有众多抖音网红在此打卡表演，每晚
都有传统民俗打铁花表演，还有书法家义
写春联、脱贫户向游客讲述脱贫故事等活
动。

外国新娘打卡山货大集 大开眼界收获满满

1月17日，腊月二十三，正值农历
小年。午后的阳光从云层里探出了
头，温暖着大地。

鲁山县张良镇杨李沟村的一处院
落里，今年54岁的罗永志和妻子王杏
正在燃气灶上炖着一锅猪肉，灶边放
着一盆炸好的豆腐干和即将下锅的两
条大鲤鱼，灶壁上则挂着成串的腊肉
和香肠……灶头喷出蓝色火苗，厨房
里热气蒸腾，阵阵肉香弥漫在这个农
家小院里。

“今天一早买了二十多斤猪前肋
排，又到集市里买了两条鱼，与媳妇在
厨房忙活一上午，腊肉和香肠都是前
几天自己做的，只等着春节来招待亲
戚朋友。”罗永志笑道，新的一年，他充
满了对未来的美好规划和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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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志夫妇：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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