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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亲情

□本报记者 孙书贤文/图

红薯加工更红火

一瓶泉水做纪念

刘克（左）和贫困户宁春让在一起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贫困户成了致富带头人

鸭蛋成了“金蛋蛋”

张浩（右）与李涛商量如何拓展鸭蛋销售渠道

“老刘，我在你地里嘞，你这梨树叶子有黄斑，过来看看是咋了。”5月8日下午两
点多，市林业局驻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第一书记张浩在村里巡查，看到刘军召种的梨
树有病害，赶紧给他打电话商量对策。不到5分钟，刘军召慌慌张张到了地里。“前两
天我也发现了，打了药，可效果不明显，正准备给你说哩。”“治病要对症下药，我拍几
张照片发到局里，让专家看看到底咋回事。”说罢，张浩掏出了手机……

西刘庄村是已故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刘随伸生前所在村。这个村北接老青山，
南临孤石滩水库，全村山林面积 4000 余亩，森林覆盖率 48%，去年底被国家林草局
命名为“国家森林乡村”。西刘庄村有 223 户、850 人，辖区总面积 5.6 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 667亩，人均耕地 0.75亩。2017年 11月，作为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的张浩主
动请缨到西刘庄村任第一书记，经过他的努力，西刘庄村贫困发生率由他驻村前的
7.3%下降到目前的1%。

斩断穷根 产业开花

刘军召家里有 5口人，两个孩子正
在上初中，老母亲身体也不太好，靠着
几亩薄田勉强糊口，被认定为贫困户。
2018年春，张浩向他的派出单位市林业
局提出申请，免费为刘军召提供1200株
黄金梨苗，鼓励他搞果树种植。种梨 3
年才能见效益，张浩就让刘军召在梨园
里套种花生、西瓜等，同时扶持他建了3
个大棚搞食用菌种植。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夏天，刘军召在

维修电路时电线短路，造成上半身大面
积烧伤，养伤用了快3个月。在刘军召
养伤的那段时间，张浩号召村干部们当
义工，到梨园干活儿，这更加坚定了刘军
召战胜贫困的信心。去年，刘军召开起
了“军召农场”，主营林果、食用菌种植和
销售。农忙时，他的农场要雇十多个劳
动力，其中大部分都是贫困户，每天有五
六十元工钱。贫困户摇身一变成了致富
带头人，在当地被传作佳话。

产业开花助脱贫

“再过几天我准备雇个司机，开着咱
的收割机出去挣钱。”贫困户李涛的鸭舍
外停着一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这是去
年张浩利用2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为村
集体购置的农机设备之一。在方便村民
生产的同时，还能为村集体创收。目前，
李涛已签订农机设备使用管理合同，每
年向村集体上交租金1万元。李涛可以
利用收割机出去干活儿挣钱。这还不算
啥，李涛还养了一万多只蛋鸭，这才是他
们家的“招财鸭”。

前几年，李涛女儿上大学，经济压力

很大，他在附近打零工，爱人在家养羊。
即便如此，生活还是捉襟见肘。张浩入
村后，鼓励李涛养鸭并逐渐扩大规模，在
李涛的带领下，已有6户村民开始养鸭，
数量达到了3万多只。李涛的女儿去年
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跟着父亲养鸭，成
了鸭倌。

李涛算了笔账，理想状态下，他家的
1万多只鸭每天能产1000多斤鸭蛋，以每
斤收购价5块钱计算，刨去4块3毛钱的
成本，每斤鸭蛋能挣7毛钱，全年可盈利
20余万元。

西刘庄村东侧山坡上有一排整齐的
猪舍，这是张浩多方奔走协调引进的生
猪养殖综合基地项目。养殖基地每年为
村集体缴纳场租费127万元，项目已于今
年5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为10名贫困
户提供了就业机会，每月工资2000元。

常兴木业有限公司原来是西刘庄
村里的一个木材加工作坊，张浩入村后
为这个作坊协调办理相关的生产经营
手续，现在已成为村里重要的带贫企
业，先后选用2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
力到厂就业，每天工资80元到 120元不

等，足不出村就能提高家庭收入。另
外，为了引导贫困户劳动力外出务工，
张浩多次参加市、县组织的招聘会，为
贫困户搜集务工招聘信息，鼓励他们

“走出去，挣大钱”。截至目前，全村共
有77名贫困户在外务工，真正实现了一
人务工、全家脱贫。

此外，为加快“乡村林果化”建设步
伐，改变管理模式，增加村民和集体收
入，今年3月，在张浩的主导下，西刘庄
村又新开辟了30亩林果园，实行封闭式
统一管理，惠及了7户贫困户。

5月9日，郏县白庙乡宁庄村村头的一个院落里，两头健壮的红牛和20多只肥实
的山羊在悠闲地吃草。看着这喜人的场景，66岁的贫困户宁春让自言自语：“刘书记
呀，这都是你的功劳，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哪会有今天！”

宁春让口中念叨的“刘书记”是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原派驻宁庄村第一书记
刘克。5月9日下午，刘克冒雨再一次回到了他熟悉的宁庄村。

克难攻坚“薯”光在前

“春让哥在家吗？”
“在家！”
“呀！刘书记，真的是你！走，快去屋

里坐！”宁春让拉着刘克大步进入堂屋。
刚落座，宁春让就晒起了自己的幸

福：“咱家养了两头红牛，还有20来只山
羊，前几天一头牛犊就卖了1万多元哩！”

今年66岁的宁春让50多岁才成家，
和妻子育有3个儿女。2013年，宁春让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克来后，帮他
家办理了低保，让他家5口人都享受到了
最低生活保障。还给他家实施了“六改一
增”项目，盖了三间新平房，配套建起了厨
房和卫生间。刘克给他提供资金，让他搞
养殖增加收入。在哥哥宁新让的帮助下，
他喂养了4头牛和4只羊。

今年52岁的刘金建一家4口人。2013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他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6年，刘克为他家争取到
了“两免一补”助学金、实施了“六改一增”
项目，给他建了厨房、标准化的厕所，还给
他提供了3000元股金入股村里的肉羊养
殖场，年底他连本带利拿到了3500元。在
刘克的帮助下，刘金建还买了两头母牛和
几只山羊喂养。2016年底，刘金建实现全
年收入30000多元，光荣脱贫了。

“去年咱家仅红薯、花生就卖了两万
元，一头牛犊卖了13000元。今年咱种了
20亩烟叶，喂有两头母牛，争取到年底再
卖一头牛犊！老大孩儿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了，老二今年也该读初中了！”5月9日，
刘金建对前来看望他的刘克说。

2015年9月，刘克带着平煤神马集团
帘子布公司党委的重托，到宁庄村任第一
书记。

宁庄村有宁庄、上叶、麻沟三个自然
村，分散在丘陵区域，一个只有213户的村
子，贫困家庭就占了五分之一。

刘克在养牛场里安顿下来，走访每一
户贫困家庭，跑遍县乡两级相关扶贫单位。

2015年底，刘克协调公司购买了宁庄
45000斤（1斤=500克）的粉条作为职工福
利，大伙拿到了钱，有人高兴地做了一首
打油诗，“企业乡村心连心，从早到晚为脱
贫，全村老少齐上阵，一家人来一家亲”，

“一家亲”的品牌由此诞生。
2016年初，刘克先后从乡政府和县交

通局、扶贫办争取来了95万元扶贫资金。

正值三伏天，刘克又从乡政府争取来
了15.5万元修路资金，修了两条总长2公
里的村村通水泥路，3个自然村 14000平
方米排间道全部硬化。

在随后一次次的奔波中，刘克为宁庄
村争取来了扶贫资金727万元，建成了健
身文化广场、老年幸福院、群众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文化娱乐室……

扶贫最终是要解决村民的经济收入
问题。刘克在实地调研、与村干部商议、
听取群众意见之后，在宁庄村成立了“一
家亲”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三粉加工厂、
肉羊养殖场，建起80万千瓦光伏电站，发
动贫困群众入股分红或就近务工。在全
村父老乡亲的辛勤付出下，该村目前已顺
利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2018年 11月，因工作需要，刘克被调
回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

村民宁明亮从刘克为他们打的深井
里取了水，装进瓶子里送给他心里的亲
人：“刘书记，宁庄永远都是你的家！”

“这几年，宁庄真是大变样，吃水不发
愁，道路走着也平展，宁庄啥时候都不能
把你忘了！”宁新让向刘克表达着自己的

感激之情。
…………
惜别不到两年，如今再回宁庄村，乡

亲们住上了新房子，走上了柏油路，喝上
了自来水，就连垃圾也有物业公司负责清
运。贫困家庭也由三年前的43户165人，
减少到现在的1户5人。全村年人均纯收
入三年翻了三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