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沟不大，有30多户人家，由于交通
不便，常住的只有八九户。村子处于浅山
丘陵，周边有多道沟壑，沟壑北边便是绵
延不断的山坡。

洪军强有三个女儿。早些年，女儿
小，父母年迈多病，都需要人照顾，他不能
外出务工。家里仅有3亩多丘陵地，种植
红薯、花生，灌溉全靠雨水。平时，他就在
附近打短工补贴家用。全家七口人挤住
在四间漏雨的瓦房里。后来，父母先后去
世，小女儿又连续3年患病，让他欠下了4
万元的债。“家里穷，平常没买过肉吃。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年下来，全家人只是
落个肚子圆。”

2013年，扶贫的春风吹进了麻沟的山
旮旯，洪军强家被识别为贫困户。“再苦再
累也要干出个人样，尽早摘下贫困户的帽
子。”他暗下决心。

洪军强自小跟着父亲在山坡上放羊，
是村里有名的“羊倌”。2014年，洪军强发
挥特长，买来4只母绵羊，每天像陪伴孩
子一样，陪着羊去山坡上吃最嫩的草，喝
最甜的山泉水。每天晚上，他睡在羊圈
里，生怕羊儿有啥闪失。

在他的精心喂养下，当年这4只母羊
都生下了双胞胎，羊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2
只，这让他眉开眼笑。

2015 年 9 月，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
维修厂党支部书记刘克成为洪军强的帮
扶责任人。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刘克和
他一起分析市场，鼓励他继续扩大养羊
规模。

2016年，洪军强的羊群发展到了 40
多只。年底，他卖了 10 多只绵羊，收入
15000多元。当年，洪军强家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牧羊摘掉贫困帽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带动贫困户致富

改善生活平常事

在郏县白庙乡宁庄村麻沟自然村的村口旁，有一座高大的新门楼，院里干净利
落，室内装修时尚。4 月 24 日上午，这家的男主人洪军强手持羊鞭，在村口看护一
群吃草的绵羊，咩咩的羊叫声奏响一曲田园牧歌。

洪军强在牧羊

2017年底，洪军强在老宅的前面盖起
了2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还建起了两间
东厢房和高大的门楼。他还将老宅修缮
一新，作为饲料仓库。

2018年，洪军强家买了新电动车，夫
妻俩和大女儿都添置了智能手机。“现在
宰羊改善生活成了平常事，冰箱里就没有
断过新鲜羊肉！”

宁庄村党支部书记叶建军说，2018年
4月，村里换届选举，洪军强被村民代表推
荐为宁庄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如今，洪军强的肉羊养殖规模已扩大

到近200只，成了有名的养殖大户和致富
带头人。

宁庄村是省级传统村落，山上有防空
洞，山下有百年杏林，沟里有成片的洋槐
树，村子周边还有数不清的老皂角树、老
柿子树，每到花季或丰收的季节，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洪军强的妻子张其
英是贵州人，姊妹三个都嫁到了宁庄村，个
个都是做家乡菜的高手。洪军强说：“我想
在家里开一个主打贵州菜的农家乐，在经
营农家乐的同时，带动山里农副产品的销
售，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发家致富。”

羊倌放羊 羊羊得益

2016年7月，刘克几经周折帮洪军强
申请了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给他送来养
殖方面的书籍，并介绍他去郏县畜牧局举
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学习。

学了养殖技术，开阔了眼界，洪军强
更加坚定了致富的信心。他重建了羊圈，
又引进40多只抗病能力强的品种肉羊进
行规模化养殖。通过不懈努力，他当年底
卖了50多只肉羊，净收入3万多元。

有了资金，洪军强再次扩大养殖规模，
2019年有绵羊100多只。

洪军强对羊的习性了如指掌，村里谁

家的羊有了毛病，都找他去帮忙。对洪
国杰、洪付亭、洪军奇等贫困户，他更是
上心，不仅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还帮助
他们解决资金、草料问题。在他的带动
帮助下，洪国杰、洪付亭、洪军奇先后脱
了贫。

“没有军强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
天。”50岁的洪付亭和父亲相依为命，几
年来已经养了两头牛，还有40多只羊。

白庙乡党委委员张凯辉说：“军强影
响和带动村里的7户贫困户成为养羊大
户，年出栏500余只，净收益3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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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精心管理，农家肥施得足，穆振
武的西红柿长势良好，结的果个大、品相
好。穆振武盼着能卖个好价钱，临近上
市时却傻了眼：没有摸准市场行情，正赶
上西红柿集中上市，1万多公斤西红柿找
不到好的销路，眼看要烂在地里，穆振武
的心天天揪着。

王红伟得知后，第一时间向单位汇
报，公司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职工进行
自销。2019年6月 14日，穆振武的第一
车 1000公斤西红柿被送往平顶山燃气
有限责任公司，很快销售一空。随后几
天，公司12个党支部根据每天登记的西
红柿预购量，组织运输车辆往返村里和
单位。

“他的西红柿没有上化肥，口感好，
我们购买，也是通过消费扶贫的模式帮
助他打开销路。”王红伟说，他们帮穆振
武销售西红柿6000公斤。加之穆振武

自己积极开拓市场，到周边村庄走村串
户销售，积压的西红柿很快销售一空。4
个棚的西红柿净赢利1万余元。

去年下半年，穆振武调整了自己的
种植思路，先摸清市场行情，将4个大棚
进行分类种植——一棚芹菜、两棚蒜苗，
一个大棚养鸡。年底，穆振武算了算，除
去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他承包的4个
大棚净赢利4万余元。

“我能有今天，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感谢驻村干部王书记的帮扶……”穆振
武说，今年，他种了3棚西红柿和1棚羊
角蜜甜瓜，而且都进行了套种，“西红柿
大棚里套种了西瓜苗，等到西红柿‘罢
园’，西瓜也该收获了；羊角蜜大棚里套
种了辣椒……这样大棚一年都闲不下
来，月月有收获，今年预计收益比去年要
翻一番。”说起自己的计划，穆振武的“算
盘”打得叭叭响。

穆振武今年 73 岁，老伴患有高血
压、胰腺炎等疾病，需长期吃药；儿子外
出务工受伤，孙子、孙女还在上学……一
家人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年纪大没法外出务工，没承包大棚
前，村里给穆振武安排了公益保洁员的
岗位，每月工资500元，加上种几亩地，
生活虽然不成问题，但很是清贫。

韭菜里村是平原村，土地肥沃，村民
有种蔬菜、瓜果的传统。2017 年 11 月，
受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指派，王红
伟到韭菜里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多
次到张良镇荷塘村考察、学习，决定在
村里发展蔬菜大棚，帮贫困户致富。
2018年，在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支
持下，该村整合租赁贫困户土地，建了4
座大棚作为村集体财产，承包给贫困户
发展种植，承租人每年向村里交纳一定
的承包费用，以此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
致富。

“别人都害怕，不敢承包，可我想试

试。”头脑灵活的穆振武觉得这是一个致
富的机会。经过申请，他以4000元的价
格承包了这4座大棚，当上了菜农，开始
种植大棚蔬菜。

虽说种了一辈子地，可种大棚蔬菜
还是第一次，很多种地的经验根本不适
用。为了种好蔬菜，穆振武到张官营镇、
张良镇等地学习蔬菜种植和管理技术，
还买来很多蔬菜种植方面的书看。得知
市农业局技术专家包村指导，他主动请
技术员到大棚现场指导，讲解管理技术，
并拿笔一一记下。

“第一次承包大棚，首茬4座大棚全
种了西红柿。”穆振武说，没钱请人帮忙，
他就在大棚旁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吃
住在大棚旁边，一个人起早贪黑，整地、
拉粪、栽苗、锄草等，往往天不亮就到大
棚，一直干到天黑透，常常是一身土、一
身泥，忘记吃饭。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必须抓住这
个机会。”穆振武说。

□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承包大棚，“吃螃蟹”第一人

摸准市场，一年赚4万多元

麦浪随风起伏，远远望去，几座白色的塑料大棚在麦浪中若隐若现。
“那就是我承包的大棚，今年种了 3 棚西红柿和 1 棚羊角蜜甜瓜，中间还

套种有西瓜和辣椒。”4 月 27 日，在鲁山县张官营镇韭菜里村东的麦地边，
穆振武指着大棚说。

走进大棚，一株株西红柿半米多高、拇指粗细，上面结着成串的果子，个个
都如鸡蛋大小。行与行之间还套种着西瓜苗，已经有十来厘米高。“再有 20 天，
这批西红柿就能上市了。”穆振武说，“吸取去年的教训，今年我种得早，上市也
就早。”

菜农种菜 财源滚滚

穆振武（左）与王红伟在大棚里查看羊角蜜甜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