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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村里修了3米多宽的道路，
村民出行更方便了。2018年底，闫鲁峰
不但还清了贷款，还花7万多元买了一
辆崭新的轿车。

有了轿车，儿子也嚷着要考驾照。
还是在“雨露”计划润泽下，闫鲁峰的儿
子没花多少钱也拿到了驾照。

连续享受党的好政策，闫鲁峰心里

像吃了蜜一样甜，高兴之余他还积极写
了入党申请书，今年疫情期间，他向村党
组捐款1000元，并自告奋勇参与疫情防
控。

“现在我家的血桃已经发展到了20
多亩，收入是数年前的好多倍。”闫鲁峰
笑着说，他准备瞅准机会再租点地，继
续扩大血桃种植，让日子继续甜下去。

“今年春节后，我一直在大棚里做
工，活儿也不累，干得很开心。”4月16日
上午 10点 30分，刘付立走出温室大棚，
结束了半天的工作。

2月2日，小昝庄村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及早安排春耕生产，整理土地、
栽水泥杆，买来优质黄瓜苗和西瓜苗，从
2月12日开始在大棚里栽种。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理，这里的扶
贫黄瓜4月初开始采摘上市。“每隔一天
采摘一次，已经采摘5万公斤了，每公斤
黄瓜不出家门就卖到了2.6元的好价钱。”
村委会主任昝金路高兴地说，村里安排了
20多名家庭贫困的村民采摘黄瓜，每人每

天轻轻松松就有50元的收入。
“我们的袖珍西瓜目前长势也很喜

人，瓜都在瓜秧上吊着生长，再有半个月
也该上市了。”昝金路的话音刚落，四辆
小货车已经装好鲜嫩翠绿的黄瓜，一路
欢歌向市区驶去。

“俗话说，就地黄瓜上不了高架子，
可扶贫黄瓜偏偏让俺登上了高架子。
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刘付立诉说着
家里的幸福：老掉牙的黑白电视机换成
了大彩电，冰箱、洗衣机也用上了；智能
手机不离手，微信聊天、视频电话，让他
也赶上了时尚；做饭有液化气，还配着电
磁炉……

植下血桃得以琼瑶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4月的大年沟村，桃花已落尽，指头肚儿大的桃子粉嫩嫩地露出了头。鲁山县
熊背乡大年沟村村民有的在地里除草、施肥，有的忙着抹芽子，一派繁忙。

这一天是4月19日，村民闫鲁峰吃过早饭，扛着锄头来到停在门口不远处的
一辆轿车前，掏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将锄头往车上一放，一溜烟儿向一公里外
的桃园驶去。

闫鲁峰是大年沟村一名普通村民，
因家处偏远山区，加之土地贫瘠，记事起
家里就穷得叮当响。

“想想以前，看看现在，日子真是在
天上过哩。”闫鲁峰回忆说，最难忘的是
大儿子出生时，因为家里没钱，又急着上
医院，借了十几家才借了千把块钱。那
时候出外办事，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因为
一花钱就得借。

大年沟村有着上百年的种桃历史。
2010 年，闫鲁峰也开始种桃，到了 2012
年，发展到5亩多桃树。那时候，大年沟

村的道路只有一米多宽，过个架子车都
紧吧，但为了卖桃，闫鲁峰家的一辆破架
子车派上了用场，待到桃熟时，他便推着
架子车下乡售卖。可家庭收入依然很
低，三间土瓦房露着天没钱修，屋内潮湿
得长绿毛，闫鲁峰天天愁眉不展。

2013年，闫鲁峰成了村上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那年，闫鲁峰39岁。正是年轻能干
的时候当上了贫困户，他总感觉抬不起
头。也就在这一年，村里不断召开群众
大会，鼓励村民种植血桃。

39岁成为贫困户，他不甘

听说过大白桃、大红桃，没听说过啥
是血桃，也不知道前景如何，但闫鲁峰更
怕错过时机，于是他在扶贫干部帮助下
试着种了四五亩，谁知两年便挂了果，而
且桃子特别招人喜欢，价格也比原来的
桃子贵得多。

2014年底，闫鲁峰一算账，家庭收入
达到了一万多元。“我一高兴，买了辆机
动三轮车，从那时起，出外卖桃再也不用
架子车了，而且三轮车载货多，省时省
力，农忙时还能往地里送粪。”

2015年，大年沟来了驻村工作队，为
村民发家致富出谋划策，特别是桃熟时，
他们还上网发布信息，想方设法联系销
路，解决了桃农卖桃难题。

“当时还在想，他们说的事儿中不中
哩，结果全都中。”闫鲁峰说，也是在驻村
工作队帮助下，他家有了稳定收入，当年
便摘掉了穷帽。

2016年，大年沟血桃被乡政府确定
为扶贫主导产业，政策上，按照400元每
亩的标准进行扶持；技术上，请来市农科
院的专家悉心指导；宣传上，通过各级媒
体持续推介；组织上，成立村级合作社统

一管理和销售……
这么好的事儿，闫鲁峰当然不能错

过，他一下子租了近10亩地，全部栽种了
血桃，拿到了 4000 元钱的产业扶持补
助。

2017年，好事儿又来了，贫困户可享
受小额贷款政策，闫鲁峰随即贷款5万
元，一边扩大血桃种植，一边把以前的老
品种全部换掉。之后，闫鲁峰鸟枪换炮，
拆了旧房、盖了新房，购买了新家具。

还是这一年，农业部对大年沟血桃
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于是，
村里的桃子更出名了。曾经5毛钱一斤
（1 斤=500 克）的桃子，卖到了 5 元钱一
斤，因为宣传力度大，还十分畅销。

俗话说好事连连，这话一点儿不
假。之后不久，又有了“雨露”计划，凡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参加技能培训的，可享
受2000元补助。

“这些扶贫上的好事他全享受了。”
大年沟村委会主任闫文杰笑着说，村上
头一天发布信息，闫鲁峰的妻子李五妞
第二天就找他报名考驾照。就这样，一
分钱没花，李五妞把驾照拿了回来。

好事一桩接一桩，他展颜

从三轮车到小轿车，他幸福

黄瓜绿了日子红了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4月16日上午，郏县李口镇小昝庄村蔬菜种植基地的温室大棚内，刘付立汗
流满面。他擦了一把汗水，继续给黄瓜打头、上夹子。“趁着天还早，赶紧再忙一
会儿，10点半就得下班，临近中午这里面的温度就太高了！”

52岁的刘付立一家四口人，妻子郑
粉红是个残疾人，行动不便，稍微干点儿
下力的活儿，她的脚就会发肿。大女儿
已出嫁，小女儿才读小学六年级，生活重
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肩上。

8年前，刘付立一家还住在三间土瓦
房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台黑
白电视机老是闪着雪花。但他是个吃苦
耐劳的汉子，在种好5亩责任田的同时，
又承包了别人家的二亩地，每年种植小

麦、辣椒和花生。小麦是全家人的口粮，
他说啥都舍不得卖一粒。“家中有粮，心
里不慌嘛！”辣椒和花生成了一家的主要
经济来源。

农闲时，他就去建筑工地上打工。
靠着多年的积蓄，2012年，他扒掉了眼看
就要变成危房的土瓦房，盖起了三间红
砖水泥结构的平房。

但由于妻子不能劳动，还患有高血
压，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从前，黑白电视闪雪花

刘付立所在的小昝庄村有103户403
人，是省级贫困村。2014年，精准扶贫的
春风吹进了这个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村里建成了
两个产业扶贫项目，一个是180kW光伏
电站项目，另一个是蔬菜大棚项目，其中
11座拱棚，占地24亩，1座温室大棚，占地
5.6 亩。2017 年底，这两个项目投入使
用。光伏电站为1名贫困户提供公益性
岗位，蔬菜大棚项目为村民提供15个就
业岗位，人均月收入1600元，2户贫困户
还参与入股分红。

“我也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里
给我提供一个公益性岗位，每月多收入
300元。”刘付立说。

“村里的蔬菜大棚建起后，我的信心
和干劲儿更大了，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
进棚忙活。”农闲时，他就去大棚从事黄
瓜的管理和采摘。“每天干不了几个小
时，就有50元的收入。”

2018年春节前，村里大棚种植的黄
瓜上市了，绿油油的黄瓜被送到市区各

大超市。
这年春节，村委会给全村65名60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派发5斤鸡蛋、两袋奶
粉。刘付立也尝到了甜头，村里为每人派
发2.5公斤大肉，他家收到了7.5公斤。村
里还为包括他在内的13户贫困户每户分
红 500 元，并送去了大米、面粉和食用
油。“这是俺家第一次收到特殊年礼。”

这一年，刘付立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

2019 年春节，刘付立家分得了 3只
鸡、3 条鱼，还有一个 500 元的大红包。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说来都来了，
你说心里咋不高兴呢！”刘付立感觉这
一切都像是在做梦，可这梦却是摸得着、
看得见的。

2020年春节，小昝庄村的分红福利
更丰厚了。大米、面粉、食用油、大肉、黄
瓜、西红柿等年货一应俱全。分红的红
包映红了刘付立的笑脸。“红包、年货
一样都不少，家里不花一分钱就过上了
一个啥都有的春节！”

后来，扶贫春风劲吹沙

而今，黄瓜带来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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