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国庆家的牛棚在新房子的西侧，中
间用一道矮墙隔着，牛棚旁边还保留着一
间用红砖垒的旧房，窗户上的裂缝约有5
厘米宽。

“那是我们家以前的旧房子，以前别
人都不敢进屋，害怕塌了。屋内阴暗潮
湿，我还被蝎子蜇过。”今年 51岁的蒋国
庆说。

跟着蒋国庆进屋，一位小姑娘看到有
人进来，怯生生地看着大家。许献弘说：

“那是他哥家的孩子。去年他哥去世了，

他嫂子精神有问题也照顾不了俩孩子，前
段时间我们帮忙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两
个孩子现在都跟着他。”

“这要是以前，穷得我也不敢说让两
个孩子跟着我，还是党的政策好啊，许书
记和村干部都很照顾我，我做梦都没想过
有一天能住上新房。”看着宽敞明亮的新
房和屋内崭新的家具，蒋国庆笑得合不拢
嘴。前几天，一个老朋友来看他，找了半
天也没找到他家。后来，看到他家的新房
子惊讶得半天没回过神。

住上新房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5月11日一早，鲁山县磙子营乡朴实头村小伙子刘深圳心里记挂着刚种下的几十
亩姜，琢磨着打点灭草剂，地里风太大没打成。不过，再有四五天，姜叶就能冒出来了。

地里一垄一垄的都是张良姜，还没露头，中间田埂上成排的玉米萌出些微绿意。“姜
怕晒，间种玉米能给它遮阳。”中国电信平顶山分公司驻朴实头村第一书记张平说。

朴实头村贫困户不少，靠着在网上销售张良姜等农产品闯出了一番新天地。如今，
村里生姜规模种植初现，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网上售姜 小村火了

朴实头村共有村民388户，靠种粮“土
里刨食”，农业生产附加值较低，原有贫困户
130户 548人。通过帮扶，现仅剩3户孤寡
老人未脱贫，已纳入兜底保障。

2019年4月，张平来到朴实头村任第一
书记，敏锐地看到了致富带头人的作用。“村
里有老中青三代致富带头人，引导得好，能
带动村里经济发展。”

朴实头村素有种张良小黄姜的传统，
但都是村民散种供应自家，多的卖点闲
钱，不成规模。去年，有电商从业经验的
小伙子刘深圳从苏州回村，想把张良姜推
介出去。当年4月初，刘深圳在淘宝和拼多
多开设店铺“伏牛山农人馆”，主推张良姜，亲
戚刘洪恩给他帮忙。刘洪恩的大哥刘安良肢
体残疾，被识别为贫困户。刘洪恩从外地回
来，享受了养猪的优惠政策，靠养猪帮哥哥脱
了贫。“鲁山县电商扶贫产业基地”的牌子就

挂在刘安良的家门口。
张良姜个头儿小，多丝味足，久煮不

烂，上线后销售火爆。刘深圳雇了村里的
贫困户装箱、打包。最后，不光是本村，周
边村的张良姜都清空了，甚至要到马楼乡
收姜。

今年春节前，基地换了一个大仓库，码
放着上万只专门定制的发货纸箱及礼盒，每
箱能装五六斤（1斤＝500克）姜。“去年最火
爆的时候，每天大卡车满满地往外载，一车
装几千件。”销售人员聂小平自豪地打开手
机展示照片。电脑后台管理程序显示，订单
从省内直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远的销到黑
龙江、新疆等地。

今年，刘深圳流转了90亩地专门种张
良姜。村民也坐不住了，跟风种姜累计60
多亩。“张书记，种姜的人增多了，有的种了
两三亩。”刘深圳高兴地说。

建好姜窖 农户乐了

90亩地，亩产2000公斤姜，收获后往哪
儿存？其实，刘深圳敢把摊子铺这么大是有
底气的：朴实头村一座储量达16万公斤的
姜窖已建成投入使用。

张良姜10月份刚上市时一斤卖2.5元，
两个月后身价翻倍，春节时涨到9元，储存
至关重要。张平一趟趟搞调研、跑项目。
鲁山县张良镇闫洼村种姜面积很大，他们考
察了多次，论证可行，利用市派驻村第一书
记2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往县里报了姜窖项
目。县里一看很支持，不过一个姜窖建下来
得40多万元，干脆财政专门拨款，建吧。

去年 6月，朴实头村姜窖立项，当年 8
月动工，上个月建成。姜窖在地下挖了7米
深，内部靠土地自然调节维持恒温，有通气
孔，还不耽误地上种植。姜窖总面积约600
平方米，共两排16间房，装有电梯运姜。今
年10月份新姜收获就能入窖了。建好姜窖
后，储存不是问题，种植户都乐了。第二个
同等规模的姜窖也已列入今年规划。

种姜利润高，不过成本也高，种植费力，
怕晒、怕涝还怕冻，种3年后得换地。“张良
姜的大面积种植如果不找个带头人，没人敢
种，零散的带不起来。”张平说。

扶贫先扶志 自强不息

“扶贫先扶志。”张平说，为防止返贫，得
鼓励能干、肯干的贫困户。

外边人谁也想不到，村里养牛大户王保
几年前还是贫困户。今年春节后，他新建了
牛棚，只启用了半边，养着14头黄牛，准备
以后继续扩大规模。

“王保能吃苦，只要有政策、有机会就
能干好。”张平说，王保家有 3 个幼小的孩
子，一度生活拮据。靠着政策支持和自
己的吃苦肯干，牛群渐渐壮大，“根据育肥
情况，一头牛能卖近两万元，每年能出三四
头。”

脱贫户张道力种了20亩秋月梨，去年

头次挂果，朋友圈发消息、大路口摆卖，不出
一周就卖完了。村民王月纳肢体残疾，家有
3个孩子，有残保金和低保金，还在村里的
扶贫车间从事箱包加工，公婆和丈夫都被村
里安排了公益岗位，顺利脱贫。

今年，村里利用荒地种了500棵柿树，
明年就能挂果；扶贫车间、姜窖也能获得租
金收入。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今年
预计有七八万元，60%都将用于贫困户。

“村里要发展，村集体要挣钱，还得靠产
业。”张平说，他希望更多有闯劲儿、敢想敢
干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作为致富带头人发挥
作用，造福一方。

张平（右）向刘深圳询问生姜种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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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前几年的生活，蒋国庆只能
用“愁”字来形容。妻子沈宗英因心脏病
手术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需要长年吃
药。蒋国庆一直在外打工，大女儿蒋金
萍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去昆山打工。蒋国
庆有结肠炎，近年来病情加重的他只能
在家附近打零工。

2018年，蒋国庆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当时国家对精准扶贫对象有很
多政策，其中就有危房改造。2018 年 11
月，许献弘和村干部动员蒋国庆扒房子。
2019年初，蒋国庆一家人搬进了新家。

“你以前也养过牛，不如先养几头
牛，肯定能挣钱。”之后，许献弘又找到蒋
国庆让他养牛。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他没钱、没场地。

许献弘说：“只要你愿意干，国家有
政策，我们会支持你，好好干，不愁没钱
挣。”许献弘的一席话，让他心里亮堂堂

的。后来，许献弘帮他在银行办了5万元
无息小额贷款，建了牛棚，买了牛。蒋金
萍也在许献弘的安排下，在党群综合服
务站工作。

2019年底，蒋国庆一家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他越干越有劲。“我现在就盼着
两头母牛尽快生，之后再多买几头牛。”蒋
国庆说，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只要自
己不懒走对路，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西徐庄村共有 300 户 1171 人，辖内
有 9 个村民组，5 个自然村，地域总面积
2.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050 亩，人均耕
地 2.6 亩，像蒋国庆这样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有 120 户。许献弘带领扶贫工作
队落实精准扶贫，到户增收、企业带贫
分红、生猪代养、光伏发电扶贫等系列措
施落实后，拓宽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目前，仅剩５户贫困户，计划年底全部实
现脱贫。

帮扶脱贫

搬了新家 村民笑了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国庆，在家不？”“许书记来了，进屋坐。”5月9日下午，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市税务局驻叶县辛店镇西徐庄村第一书记许献弘及村党支部书记赵天才等人走进蒋
国庆家的大门，院子里并未看到他的身影，只听见声音从院子里一道矮墙外传来。“牛
咋样了，快生了吧？”许献弘走进他家牛棚，看到蒋国庆正在清理牛棚，三头牛嚼着草，
旁边还有一头小牛。看到牛槽空了，许献弘从院子里抱来一捆草，询问即将生产的两
头牛的情况。

蒋国庆住上新房，还养了几头牛，生活越来越好，图为许献弘（左一）帮蒋国庆喂牛

从蒋国庆家出来往村委会走，只见干
净整齐的道路直通家家户户，和谐路、广场
路、幸福路……每个路口都竖着路牌。路
边的月季花开得正艳，花椒树、木瓜树、海
棠树、紫荆树等长得郁郁葱葱。

“村里以前都是土路，下雨出门两脚
泥。两边都是沟，村里的污水也排到里
边，一到夏天蚊蝇滋生。”赵天才说，许书
记来了以后，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他协调资金，帮助村里修路，改造电
网、自来水管网、下水道，建文化广场和党
群综合服务站等，并绿化街道、修缮学校，
成立农家书屋、广场舞队和腰鼓队。

来到党群综合服务站，一楼拐角处有
一个小房间，这是许献弘的宿舍。“现在的
住宿条件还算不错，刚来时要克服不通
水、没有空调、蚊虫滋生等困难。每次外
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许献弘2016年6
月开始驻村扶贫，回忆起这几年的时光感
慨万千。

如今的西徐庄村，建有光伏电站、冷
库和大型养猪场，目前全村种植蓝莓、葡
萄、精品梨、中药材、绿化树近800亩，有
农家乐2个、采摘园3个。下一步，许献弘
还计划建立水果批发市场和休闲养老院，
多业并举。

村貌换新颜

建了姜窖，农户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