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书贤文/图

5月7日上午，在郏县堂街镇圈李村扶贫基地大厅内，满地的艾草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脱贫户刘丽红、陈桂荣等人抓起一把艾草，飞快地将艾叶摘下来放进盆
里。“艾草让俺家的生活越过越有味道了！”刘丽红说。

艾草苍苍 菌富一方

刘丽红今年49岁，一家5口人，3个
孩子上学，家庭困难，2013年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刘丽红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暗下
决心，一定要靠勤劳的双手，尽快把头
上这顶贫困帽摘掉。

种好6亩责任田之外，刘丽红农闲
时就让丈夫李战旗去附近的建筑工地
打工，自己则在村上干零活。同时，村
里给她和丈夫安排了两个公益性岗位，
以增加她家的收入。

2016年底，刘丽红家人均收入达到
4300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7年，刘丽红的丈夫去阴山渡口

当了一名船工，仅此一项，她家每年又
增收20000元。

今年 79 岁的陈桂荣和两个小孙
子相依为命，2013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村里为她安排了公益性
岗位，给祖孙三人都办理了低保。靠
着勤劳和村“两委”的帮扶，2019 年
底，陈桂荣家收入达到 16400 多元，光
荣脱贫。今年艾草收割期间，陈桂荣
从收割、晾晒到摘叶、扎捆，坚持每天
到场。

“收割艾草的活儿不重，我干着也
不觉得累，每天收入50元还想啥哩！”
陈桂荣对目前的收入很满足。

勤劳摘掉贫困帽

圈李村有着悠久的种花生传统，为
了发挥这一优势，2017年，圈李村党支
部书记李松行带头成立了河南省宝象
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结合省派第
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购置了花生破壳
机、色选机、内外加热榨油机、精炼机、
离心滤油器等油料深加工设备，每小时
可分拣出优质花生米 5000公斤，压榨
花生油500斤（1斤=500克），本村贫困
户均可免费在花生加工厂加工自家的
花生，每年还为村集体带来6万元的收
入。

“村里每年给我们免费加工花生，
仅此一项俺家就省了好几百元哩！”刘
丽红说。

村里还有光伏项目，但仅靠花生加
工厂和光伏项目，还不足以带动全村群
众整体脱贫。为了因地制宜找准方向，
平顶山学院驻村第一书记刘斐多次邀

请平顶山学院“博士服务团”成员到村
开展调研，根据圈李村土地、水质、气候
等特点，最终决定种植羊肚菌。

项目虽然确定了，村民们却不敢尝
试。李松行第一个站出来，号召村“两
委”干部共同试种羊肚菌。

李松行首次种植了6个大棚，可天
不遂人意，由于种植技术不成熟，没有
把握好湿度和温度，第一年羊肚菌产量
较低，品相也不好。2019年 10月底，他
和村民郭银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种植，各
自种了6亩羊肚菌。

这次，李松行不敢有丝毫大意，下
足了“绣花”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今
年的羊肚菌个大、色深、顶尖，亩产量
300多斤，每亩收入达3万元。在疫情
防控时期，羊肚菌大棚为陈桂荣、刘丽
红等25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岗
位，人均日工资60元。

产业扶贫效果好

2016 年底，圈李村“两委”经过考
察，从贫困户手中以每亩地400元的价
格，流转了土地复垦出来的 10 亩零散
地，从湖北引进艾草进行种植，并以每
天50元的工资聘请刘丽红等贫困户为
艾草施肥、浇水。

2017 年，艾草先后收割了 4茬，每
亩收获3吨上好的鲜艾叶，被湖北省黄
冈市一家艾叶加工厂以每吨6800元的
价格回收。在艾草采收期间，刘丽红轻
轻松松就增加了500元的收入。

李松行说，艾草的收入归入村集体
经济，用于贫困户帮扶、村内环境整治
等，让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味道。

“这艾草种植项目可不赖，回头我
也跟当家的商量一下，种植艾草来增加
收入。”刘丽红说。

“中啊，村里也要扩大艾草种植面
积，到时候给你统一收购了！”李松行
爽快地答复。

临近中午，刘丽红骑着电动车回家
做饭，满身带着艾草的清香。

艾草让日子更香

□本报记者 胡耀华文/图

5月7日，鲁山县团城乡寺沟村村民委员会门前正在建设的一座观光园内，荷叶已露出
了水面，工人忙着施工。观光园旁边一座农舍内，58岁的高富全正在厨房忙着和面烙油馍。

“关科长，是您啊！”腾出手，高富全一边在自来水管上洗手，一边笑着说。
关科长叫关涛，是市委组织部代表委员工作科科长，也是市委组织部派驻寺沟村工作

队队员。
“来，刚出锅，您尝尝。”说话间，高富全的妻子王三妮将热腾腾的油馍递到了关涛面前。
油馍很香，油而不腻。关涛接过一块儿尝了下，赞不绝口。

“不是你们帮助，俺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想想以前，比比现在，感觉做梦似的。”高富全
感慨地说。

寺沟村在深山区，下辖10个村民组，434户1394人，建档立卡贫困户70户238人，全村耕
地面积392亩，山林面积13200亩，森林覆盖率92%以上，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如
今，在扶贫政策帮助下，该村摇身一变成了个美丽的地方。

荷叶田田 菇香家园

3年前，寺沟村还是这样一番场景：垃
圾成堆、污水横流，一些贫困人家没有稳定
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7年 11月，市委组织部青干科科长
李庆被派驻寺沟村任第一书记。2018年5
月，为扎实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关涛和同事
丁楠入驻该村组建驻村工作队。

“刚入村，老天便给了我个下马威，因
连降暴雨，房屋漏了，电也断了，整整3天
无法与外界联系。”回想刚入村时的情景，
关涛历历在目。

要想富，先修路，可村里没资金。在驻
村工作队的努力下，单位扶持点、企业扶持
点、政策上倾斜点、亲朋好友帮助点，终于
修建了村内外道路，打通了村与村之间的

“瓶颈”。修建河坝、护坡，重建村室，建设
便民服务大厅，建起文化大舞台，栽花种
草，成立了保洁队，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美，
村民幸福感明显增强。

“现在好多人结婚都来俺村拍婚纱照，
有的还传到了抖音上。”提起村内的变化，
一些村民自豪地说。

着力改善村庄环境

在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关涛等人更
是牵挂村内贫困人家的生活状况。

高富全家本来就不富裕，父母又常年
有病，因此被认定为贫困户。

“特别是近两年，得到了扶贫政策上的
很大帮助。”高富全说，驻村工作队先是给
他家修建了房屋，帮他家流转了土地，村上
又给他和妻子安排了护林员和保洁员的公
益岗位，每月仅此一项收入1000元。儿子
出外打工不仅能报销交通费，每年还奖励
3000多元。2019年，因有了稳定收入，高富
全家成功脱贫。

“想想以前，看看现在，变化真大啊。”
高富全笑着说，特别是他家门前，原来就没
路，出个门儿连自行车也骑不了，现在小轿
车能开到院子里。他想好了，回头开办个

农家院，专门做农家饭和烙油馍。说到此，
高富全更是一脸笑容。

其实，像高富全这样摘掉贫困帽的农
户，在寺沟村有很多。

今年50岁的王松现2016年被认定为
贫困户。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和妻子正
在厨房内有说有笑地包饺子。

“这都多亏了关涛科长，给俺办理了小
额贷款，安置了易地搬迁房，我们终于过上
了安逸日子。”王松现高兴地说，2018年，关
涛帮他办理了5万元小额贷款扶持他种植
香菇，到2019年，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有
了余钱。也是这一年，王松现家不仅脱了
贫，一家人还住进了新房，他自己还当上了
村护林员，每月有500元收入，女儿上学还
有补助，真是高兴极了。

贫困户增收乐悠悠

为避免脱贫人口返贫，在做好帮扶的同
时，关涛等人将村内20多户村民的50亩土
地进行流转，然后以招商引资形式对外租
赁，发展集藕、鱼混养，垂钓娱乐为一体的生
态农业观光园，为村民增加收入。此外，在
关涛等人的努力下，工作队又以入股分红的
形式争取项目资金120万元，对村内一家鹿
场进行了扩建，每年又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0

万元。村里还种植了30亩冬桃，与邻村合
办了民宿，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夯实了基础。

“这个驻村工作队为村上办了很多好
事，比如关涛同志，家里孩子才3岁多，但
他很少回家，下田间、到地头、访群众、听民
意，经常在村里忙，使扶贫攻坚工作得到了
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团城乡党委书记
李建军说。

招商铺就富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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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红在摘艾叶 关涛（右）回访贫困户高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