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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郎老板，我想装一套坐垫，能行吗？”
“能行，本乡人来还有优惠……”
4月26日下午，鲁山县熊背乡南子营村

北边一加工厂门前，郎晓刚和一名前来安装
汽车坐垫的客户打着招呼，旁边车间内，缝
纫、绣花的工人忙得不亦乐乎。

“大家不要急，可以把活儿做慢些，但务
必保证质量。”告别客户，郎晓刚迅即回到车
间，一边检查产品一边对工人说。

穷则思变

郎晓刚今年32岁，家在熊背乡草店村一
个山洼里，这里四面环山，土地贫瘠。郎晓刚
从记事起家里就穷，初中上学时为了省钱，经
常从家带馒头和咸菜。

2011年大学毕业后，郎晓刚到濮阳一家
公司工作，每月工资3000多元，但是父亲身
患糖尿病多年，母亲还有高血压，他工作一年
下来并没剩下多少钱。眼看别人纷纷盖了新
房，他家仍是三间土瓦房，还负债累累。正因
如此，2014年，郎晓刚家被确认为贫困户，成
为精准扶贫的帮扶对象。

在濮阳干了3年多，郎晓刚辞掉工作，到
北京一家公司做了一名销售员。他能吃苦，
业绩很好，工资待遇也不错。2016年清明节，
趁单位放假，郎晓刚回到鲁山老家。这次回
家，成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帮扶干部到我家找我，劝我返乡
创业，说贫困户创业享受很多优惠政策。”郎
晓刚说，扶贫干部的话说到了他心窝里，但

手里没有本钱，只能不了了之。后来帮扶干
部又与他联系，说他家可享受小额贷款，需要
的话可以帮他办理。就这样，在帮扶干部的
劝说下，郎晓刚自主创业的欲望随即燃起。

郎晓刚有个同学叫陈俊杰，家在熊背乡
南子营村。陈俊杰当时在郑州做汽车坐垫批
发生意，郎晓刚把想创业的打算告诉了陈俊
杰，并告诉他，如果自己生产坐垫卖，会赚更
多钱。陈俊杰知道这个理儿，也懂技术，就是
一个人不敢下手。最后两人一合计，决定自
主创业成立公司，生产、销售汽车坐垫。

郎晓刚再次辞去了工作，在扶贫干部帮
助下拿到了创业贷款，后来又得到了5000元
钱的就业扶贫补贴。2016年 5月，郎晓刚和
陈俊杰注册成立的平顶山华创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终于开张了。

“那时为了省钱，就买了8台缝纫机和部
分设备，现在缝纫机增加到了20多台。”郎晓
刚说，2017 年底，两人各自分红 10 余万元。
也是在这一年，郎晓刚家摘掉了“穷帽”，成了
村里脱贫致富的范例。

惠及乡邻

“他们真的帮了大忙，否则我们现在还在
家里闲着呢。”在生产车间忙着做缝纫活儿的
瀼河乡赊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范满凤说，她
家离这里不到两公里，骑着电动车很快就能
到。在这里打工，既能顾家每月还有2000多
元收入。

与范满凤一同在此干活的还有草店村贫
困户郭晓冬等人。郭晓冬说，他身体不好，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让他心里暖融融的。

“如果不是扶贫政策好，我都不知道现在
是什么情况。”提起扶贫政策，郎晓刚的父亲
郎金民感慨万千。去年8月，他骑车外出不
慎摔倒受伤，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脾出血，立即
实施了手术，15000 多元的医疗费报销了
13000多元。

郎晓刚说，去年他在鲁山县城以按揭的

方式买了一套房，每每想起心里甜甜的。
“他们的产品销量很好，还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就业问题。”鲁山县
教体局工作人员、驻草店村第一书记马国良
说，扶贫先扶志，像郎晓刚这样勤劳肯干、不等
不靠的贫困户，他们要给予更多的扶持，让他
带动更多贫困户同奔致富路。

不等不靠 摘掉穷帽

郎晓刚（右）在检查产品质量

昨天下午，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月季花丛中市民赏花、留影。
一年一度鲜花季，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月季花又一次绽放。这里的月季花以

深红色为主，如丛丛火焰，争奇斗艳，芳香四溢，沁人心脾。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湖畔赏月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