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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不能扎根

农女自强 种出锦绣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小蜜蜂大能量

老汉励志 酿来甜蜜

克艰难勇脱贫

大项目增收入

脱贫后致富

能干者多劳

去年1月，张会敏担任村文化管理
员，负责村图书室的卫生打扫、图书管
理，村民过来借阅图书时，她都能熟练
找到所借图书的位置。她不会电脑，就
虚心向女儿请教，还抽空到村部跟着驻
村工作队员学习。仅用半个月，她就会
做简单的表格以及打印文字材料了。

同时，她还担负着村里十多个公益
岗位的管理工作，每月不定期组织在岗
者参加村容村貌整治，去白庙乡马湾蜡
梅园参加义务劳动。

“张会敏不仅在文化管理员的岗位
上干得踏实、认真、细致，而且还帮助村
里做了很多分外的工作，尤其是在抗击
疫情期间，表现更加突出，是全村干部
学习的榜样。”白庙乡组织委员张凯辉
赞许道。

去年，张会敏被白庙乡党委政府授
予“好媳妇”荣誉称号。

张会敏家的大门口，一块“家兴财
源旺”的门匾，诠释着张会敏一家的幸
福故事。

4 月底的郏县白庙乡宁庄行政村上叶自然村落英缤纷，美不胜收。田间，51
岁的张会敏像个男子一样在犁地起垄，笔直的垄线横看竖看都成行。

“高起垄栽种红薯更能高产！”张会敏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笑容里洋溢着
自信。

张会敏一家 4口人，有一双女儿。
丈夫林顺仃30多岁时就患上腰椎间盘
突出的毛病，2008年又检查出患有肾结
石，当年做手术花去了 7000元。丈夫
不能干重体力活，常年吃药，每年的医
药开支很大。

2013年 12月，经民主评议，张会敏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可戴上
贫困户的帽子，张会敏心里咋想都不是
滋味，她是一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女
人，清楚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她
发誓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命运。

“穷不扎根，咱多包几亩地，好好干
吧！”张会敏安慰丈夫，也激励自己。

2014年至2015年，张会敏承包了10
亩地，加上自己家里的责任田，种了10
多亩烟叶和 4 亩红薯，可由于天气干
旱，一年下来总计收入了8000多元，付
了人家地租，除去投资便所剩无几。看
着庄稼收入不行，张会敏就到白庙烟叶

收购站打工，增加点收入补贴家用。
2016年，张会敏甩开劲准备大干一

场，她种植了20亩烟叶、6亩红薯、4亩
花生。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格
外好。她以每天60元到 100元的工钱
雇了10多人帮助自己干活。三伏天，她
穿梭在一人多高的烟田里，热得汗流浃
背。汗水和烟油子流进眼里和嘴里，又
苦又涩。一天忙下来，腰酸背疼，饭都
吃不下去。

“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呀，说啥都
不能垮下了啊！”丈夫心疼又担心。

“没事，你放心吧！多少苦都吃了，
这些活儿真不算啥！”张会敏把苦咽进
肚子里，还安慰丈夫。

秋后，张会敏算了一下，除去各项
开支，盈余70000元。当年 12月，张会
敏家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感觉日子
更有盼头了！”那一年，她的小女儿考取
了郏县第一高级中学。

脱贫后，张会敏的干劲儿更大了，
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张培丽、朱丽红、宁
春让 3家贫困户一起脱贫。她不仅给
他们提供种植技术，还请他们来帮自己
干活增加收入，别人每天开70元工资，
她给贫困户每天100元。2017年，她种
的庄稼再次喜获丰收，又有了70000多
元的纯收入。

2018年，张会敏的土地种植面积扩
大到了40亩。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
她还学习了红薯深加工技术，将收获的
红薯加工成淀粉、粉条，并在女儿和驻
村工作队员的帮助下，利用网络进行宣
传，不出门就把粉条销售到了平顶山市
区、郑州等地。

2019年，村里成立了三粉加工厂，
张会敏种植了25亩红薯和25亩烟叶，
当年总收入达到10万元。在她的帮助
下，张培丽、朱丽红、宁春让也先后脱
贫。“会敏很热情，没有她的鼓励和帮
助，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朱丽红感激地说。

勤劳赢得了红火的日子。去年，张
会敏家安装了新空调，买了新冰箱，做
饭用上了液化气和电磁炉，上大学的女
儿也用上了手提电脑，3000多元的智能
手机人手一部。

让她更高兴的是，家里的那头母
牛三年来添了两头牛犊，年前一头牛犊
就卖了12000元。

在宝丰县，像王砖头这样受惠光伏
项目扶贫补助的还有3000多户。

“原来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建起了大
棚和阳光房。”在宝丰鑫泰光伏电力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产业扶贫基地内，县光伏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牛志坚
指着漫山遍野的光伏发电板说。

鑫泰光伏扶贫项目是我市最大的集
中式光伏发电项目，也是带贫人数最多
的扶贫项目，占地面积约4500余亩，2016
年12月29日并网投运，设计运行周期25
年，年平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该项目
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帮扶宝丰

县 3356 户贫困户，每户年收益不低于
3000元。电站还雇佣当地贫困户进行劳
动扶贫，可解决100人左右的务工问题，
每人每月收益2000元左右。此外，项目
每年租用荒地的费用约50万元，也给当
地贫困户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这个扶贫项目
与北京中农绿谷研究院、新疆昌吉春绿
种植合作社合作，引进甜蜜蓝宝石葡萄
和红油香椿树，采用“公司+农户”效益分
成的方式，计划5年内从销售利润中逐
步提取原始成本，之后将长期为农户提
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4月22日上午，宝丰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半山腰的石岗上，阳光透过浓密的枝
叶洒在山路上，王砖头坐在轮椅上，头上围着纱网，正为蜂箱消毒。他在这里养了蜜
蜂和土鸡。

“恁先别过来，等我把蜂箱盖上，蜇住老疼。”王砖头隔着老远喊道。

“大哥，你腿脚不方便，小心点儿。
我来看看你这还需要啥帮助。”魏鲁东是
石板河村的第一书记，每隔几天，他就会
来王砖头家看看，尽力帮点忙。

王砖头是从2018年开始养蜂的，从
最初的 5 箱发展到现在的 35 箱，但他
还不“知足”，准备到今年割蜜的时候
发展到 50 箱。刚开始养蜂时，他不懂
技术，就向书本学，还把村上的养蜂专家
请到家里来手把手教自己。有一次，他
在查看蜜蜂生长情况时，不小心惹恼了
这些小家伙，它们扑上来就叮。王砖头

坐着轮椅，跑也跑不了。媳妇周文香听
见声音赶过来，才把他从蜜蜂群里“救”
了出来。

王砖头算了一笔账，按每箱产蜜 10
公斤来算，50箱能产蜜500公斤。蜂蜜
的集中收购价是每公斤40多元，也就是
说，仅每年养蜂收入就能达到 2 万多
元。但养蜂也有成本，成本咋办？有补
助——除了村里发放的养蜂补助外（每
箱 100 元），还有每年 3000 多元的光伏
扶贫补助。这些补助款基本够养蜂的
成本了。

石板河村是观音堂林站最南部的一
个行政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资
源贫乏，曾是深度贫困村。全村300多
户中，贫困户就占了三分之一，零星分布
在方圆7平方公里的山上。今年59岁的
王砖头曾经就是贫困户。十多年前，他
在一场意外中摔断了腰椎，为了治病，花
光了家底，还欠了一身债，但下半身还是
瘫痪了，只能靠轮椅活动。

为了维持这个家，王砖头和媳妇开
始编“拍子”（一种用山上的野生荆条编
成的生产生活器具），两人分工合作，妻
子去山上割荆条，他在家里编织。手上
磨出了血泡，他就用针扎破，用盐水消
毒，忍着钻心的疼痛接着编。就这样，一
天能编20个“拍子”，收入16元。

后来，儿子、女儿陆续上了高中，家
里的开支大了，媳妇背着他去砖厂打工，
每天从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的砖窑里
往外背砖，几次晕倒在工地上，王砖头知

道后心疼得直捶脑袋。
2016年，王砖头托村上的扶贫干部

买回100只鸡苗，但因为缺乏养殖经验，
一场瘟疫过后，只剩下4只小鸡。他又
托人买回来养鸡技术方面的书籍，一头
扎进书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养蜂和养
鸡，加上各种扶贫补贴，王砖头一家于
2018年脱贫。

如今，他的一双儿女都已经大学毕
业。女儿考上了特岗教师，儿子在市区打
工，都能够独立营生了。前些年易地搬迁
后，他家在山下分了小二楼。现在，家里
除了养蜂，还养着大大小小700多只土
鸡，仅鸡舍就有4座，每天产的柴鸡蛋都
会被附近的饭店和游客抢购一空。等到
土鸡出栏的时候，他又能“大挣”一笔了。

王砖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扩大养
殖规模，目前正准备申请贷款，“我虽然
坐着轮椅，但也要跟上大伙的步伐”。

张会敏采红薯苗 王砖头查看蜂箱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