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引领脱贫路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脱贫户李国强向第一书记李锋招展示自家养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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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得仿佛入了夏。5月 2日上午，叶县常村镇柴巴村脱贫户李国强家新盖的砖混房内却一片
凉爽，一只母鸡领着小鸡们跑得正欢。李国强从大门口的蜂箱里割了几十斤槐花蜜，就等卖了。

“国强，你这蜜是天然的、咱村的特产，游客来了可得保证质量。”该村第一书记李锋招叮嘱道。
“李书记，放心吧。”顶着 37摄氏度高温，汗涔涔的李国强心里却乐滋滋的。作为曾经家徒四壁的

贫困户，李国强家如今的日子就像这蜜，越来越甜了。
柴巴村地处叶县、鲁山、南阳方城三县交界处，人均耕地仅半亩。全村 190多户人家，仅贫困户就

有83户。当初谁也没能料到，依托旅游，这个曾经的穷乡僻壤小村落渐渐增添了新的色彩。

柴巴村依山傍水，金龙嘴水
库碧波荡漾，周边青山环抱，密
林绵延。

然而，这些美景曾深藏于山
中。柴巴村位于叶县西部山区，
面积7.5平方公里，12个自然村
像一棵树上分出的枝丫散落在
沟里。早些年，镇上干部骑自行
车到柴巴村通知事儿，突降大
雨，脚踩进泥里就拔不出来，生
生被困在那里十几天。年轻人
能出去的都走了，有的自然村常
住人口只有三四户。

2017年 11月，作为省派第一
书记，时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

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
锋招初到柴巴村，不由吃了一惊
——“村子地处山区，耕地分布
在山坡上，最大块一两亩，有的
地只有一分、半分。”农家赖以为
生的耕地先天不足，路况也差。

但 柴巴村也不是没有优
势。在李锋招看来，柴巴村山水
秀美，山区、林地面积 5000 多
亩。“在这样的思路下，村里确定
了以光伏发电为基础，以乡村旅
游业为引领，生态养殖、生态种植
相互配合的农户增收模式。”

贫困户危房改造、全村“六
改一增”、光伏发电；修路、河道

治理、村容改造、建停车场……
柴巴人从小熟悉的蛤蟆嘴洞、五
孤石、千年皂角树等开发成景
点，效果明显：去年接待零散游
客突破两万人，今年清明节期间
一天能来三四百名游客。

山区有养殖传统。走在柴
巴村，林间牛羊或立或卧。“牛羊
放养能降低成本，销路也不成问
题。”李锋招说，目前村里养羊70
只以上、养牛10头以上的贫困户
就有十多户，散户更多。同时，
引导贫困户种植桃、李、梨、樱桃
等果树及经济类作物，配合乡村
旅游。

柴巴添彩 蜂报钱程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刘书记啊，走，屋里坐，敏——赶紧给刘书记倒茶……”
4 月 28 日上午，鲁山县张良镇杨里沟。抬头看到刘震，在家门

口坐着与人唠嗑的孙中华立即迎了上来，一边招呼儿媳李敏倒茶。
4 月的杨里沟村，草绿、树青、空气清新。村文化广场旁边的花

池里，月季、芍药等花开正艳，路旁的杏树上果实累累。

对柴巴村的变化，已于2017
年底脱贫的李国强一家人感受
强烈。

百余平方米的房子里光亮
整洁，墙上挂着女主人手绣的大
幅十字绣“富贵花开”，白色家具
一尘不染……大门口，二手面包
车、摩托车、玉米机一样不缺。
地上摊晒着草，是给新买的8头
牛准备的。

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李
国强多病的老父亲还在世，两个

儿子尚小，三亩薄地年收入千把
块钱；正屋三间土坯瓦房是危
房，全家住在配房里；停电是常
事，自来水也定时供应。2017年
开始，政府帮扶力度越来越大，各
种补贴、村公益岗位、逢年过节慰
问、“六改一增”……危房改造时
政府补贴了 1.5 万元，他又借了
十来万元盖了新房，“孩子该娶
媳妇了”，一步到位。

日子就像开了挂。除了养
蜂酿蜜，李国强又包了两亩地种

植桃树，养牛、养鸡；尼龙科技有
限公司劳务帮扶公益岗仍然享
受，种植、养殖遇到困难，有技术
人员帮忙；大儿子2017年大学毕
业后在政府部门提供的劳务岗
位上就业；二儿子在叶县上初
中，享受“两免一补”政策。收入
明白卡上显示，李国强家去年纯
收入达到5万多元。

目前，柴巴村贫困户已脱贫
80户，剩余3户也全部纳入兜底
保障。

漫步在如今的柴巴村，盛开
的格桑花、整洁的路面、摇曳生
姿的高杆月季、富有寓意的文化
广场……一步一景，新修的1900
米环湖北路景色绝美。去年 12
月，柴巴村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认定为首批国家森林乡村之一。

五一期间，村口游客服务中
心“柴巴山居”新民宿试营业即
爆满。2日一早，几名市区游客
吃过早饭，准备徒步入山一探。
有骑行爱好者穿村而过，李锋招
和他们打着招呼。

其实，早些年说起脱贫，村
民也不是都积极响应的。

头道沟村地处山区，交通十

分不便。村里只剩50多岁的贫
困户胡国一人，媳妇和孩子也去
了镇上。2018年开春，李锋招和
扶贫工作队去胡国家，快10点了
他还没起床，干啥都说不行。“他
爹以前是养牛专业户，县里第一
批万元户。”两下对比，让人唏
嘘。

帮扶先从危房改造开始。
一车沙卸到大路上，扶贫工作队
找机动三轮车一趟趟拉上去；建
筑工人每天步行两三个小时去
干活儿。正常盖三间房需要三
四万元，这次花了七八万元。多
方努力下，最近修路的事儿也批
了。

这些胡国都看在眼里。工
作队再去，他态度明显不一样
了：羊圈修了，鸡崽也逮了；盘算
着拓路，又想开农家院。

也有柴巴年轻人看到好前
景，已回村创业，或养兔，或种果
树。

走在村里，不断有村民和李
锋招搭话，他也叮嘱说：“看人家
凉粉一天卖四五盆，让你弄的热
干面抓紧点。”“羊好好养，不愁
销路。”李锋招信心满满，2019年
村集体经济达到17万元，预计今
年能上20万元，“旅游业带动副
业，不光脱贫，日子也会越来越
好。”

80个贫困户顺利脱贫

刘震在贫困户吕新怀家走访

杨里扬帆 画留富贵

杨里沟村地处山区，村民卫
生意识薄弱。“刚来时，村子里臭
气熏天，有的农户家没下水道，污
水一直流到路上。”刘震说。

刘震是市卫健委办公室主
任，今年39岁，2017年 11月被派
遣到杨里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当时的杨里沟除了脏乱，到处是
村民私搭乱建的房子、棚子。全
村 435 户 1864 人，贫困户有 167
户693人。

刘震决定先从环境建设入
手，用两到三年时间，让杨里沟村
变成美丽乡村。按他的想法，环
境好了，人心情就好了，游客也愿
意来玩了，村里的农副产品就不
愁没销路了，脱贫也就不远了。

设想归设想，村民却不买
账。几十年的老习惯，哪能一下
子就改了？刘震想了想，开始督

促村干部带头拆除违建，清理杂
物。之后刘震请来大学美术老
师，将村内主干线两侧的房屋墙
壁画上了以孝道和农耕为主要内
容的图画，并协调资金修建了化
粪池，架设了自来水管，修建了文
化广场、游乐园、乡愁园、孝道园，
重修了道路，栽种了花草，建设了
农家书屋等。

为了增加贫困户收入，美丽
村庄建设用工优先针对村内贫困
劳力。

“现在很多新人来俺村拍婚
纱照，一到星期天可热闹。”村民
李伟原来在县城开饭店，村子越
来越美，人气也越来越旺，他就在
家开办了个农家乐，生意不错。
前不久，在全县农家乐评比中，李
伟家农家乐被评为三星级，获得
奖励3万元。

88 岁的村民陈金朝是五保
户。去年冬，老人家电视机坏了，
刘震和驻村工作队员张辉、李大
军一合计，三人凑钱给老人买了
台新电视机。

村民刘国庆妻子有病，俩孩
子小。2018年，刘国庆放牛时又
意外摔伤，右膝韧带断裂，听说手
术费要10多万元，报销后也得四
五万元，说啥也不去医院。刘震
知道后，协调救护车把刘国庆拉
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还帮他找
陪护、筹集捐款。两次手术下来，
刘国庆自付费用不到 1000 元。

“要不是刘书记，我这腿就废了。”
刘国庆感激地说。

63 岁的吕新怀家里养了一
头 母 猪 ，今 年 光 猪 仔 就 卖 了
13000 元，种植的金银花、梨树、
桃树树苗也都是刘震帮忙协调
的。“现在牛卖了，当初的一只羊
变成了5只，生下的羊娃儿还都
是母的，到明年估计就是 20 多
只。”吕新怀笑着说。他家还享受
了残疾补贴、种养补助、护理补
贴、危房改造补贴等，自己还当上
了保洁员，月月有工资，日子一年

比一年好。
“要不是刘书记，我已经埋在

地里面了。”82岁的孙中华有心
脏病，去年儿子病逝，她病情加
重，因怕花钱，说啥不愿去医
院。刘震知道后主动上门劝说，
老太太这才同意住院。“当时花
费 8万多，医疗报销 7万。刘书
记又组织单位给俺家捐款 1 万
多，又给俺办了慢性病报销，给
俺儿媳妇安排了协管员公益岗
位，你说俺感激不感激？”老太太
笑着说。

为避免脱贫人口返贫，在做
好帮扶工作的同时，刘震还在村
里建了一所公益爱心屋，协调社
会资金，专门救济困难群众，并在
相关部门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扶贫
车间和一座生猪养殖千头线，每
年可为村里增加收入10多万元，
贫困户数量也由原来的 435 户
1864人降到了现在的13户22人。

“去年我家仅卖红薯收入两
万多元，又卖了不少芝麻、花生、
绿豆等。”村民罗永志说，原来他
们那里农副产品没人要，现在足
不出户就能卖完。

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贫困户高兴了

村民看到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