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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家中贫如洗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白云飘飘，绿意盎然。5月12日的鲁山县熊背乡茶庵村，空气清新。
“二国，又该喂猪了？”在一幢农舍门前，茶庵村党支部书记沈保垒给梁二国

打招呼。
“沈书记，中午不走吧？”看到沈保垒，梁二国乐了。
旁边猪场内，58头猪见主人端着食物走进来，争先恐后来到食槽前。梁二

国将食物一一倒入槽内，看着它们一个个吃得喷儿香，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产业扶贫 乐了村民

5 月 12 日，瓦屋镇土桥村西，荡泽河旁，
200多座种植香菇的塑料大棚连绵数公里。近
年来，瓦屋镇着力打造“香菇小镇”，这里就是
香菇集中种植地。

柏油路旁，50岁的李军伟正在一座大棚旁
忙活。头天晚上大风，棚上方的毛毡被刮起，
他必须在棚内温度升起来前把大棚盖好。

约70米长、10米宽的大棚内，32排铁架上
放着一层层菌丝密布的菌棒，架子上方，一道
道水管向外喷着水雾。

“我今年承包了3个大棚，共有约5万个菌

棒。”李军伟笑着说，“一个菌棒最少能挣10元
钱，除去工人工资，算下来今年能净挣 20 万
元。”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清闲，几天后，菌
棒开始打孔、剥袋、注水，8月份开始出菇，直到
明年3月份，大棚里一直需要人干活。

“我们红石崖村易地搬迁搬下来30多户，
我要用人，肯定先用我们村的人。到时候给岳
书记一说，谁想来干都中。”李军伟说，“国家的
政策说要搬得下、留得住、住得稳，大家有活干
有钱挣就有好日子过，生活就稳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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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挖井、种树，办农家院、建造大棚、风力发电，鲁山县瓦屋镇红石崖村，这个“山高路险少
人家”的村子，几年来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切，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岳军和他扶贫工作团队。

今年最少能挣20万

路顺山浅 货畅行远

红石崖村南岭自然村，海拔650米处，一
座大棚“筋骨”初成。

高海拔、温差大，红石崖村有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多数村民有种植香菇的经验。

“龙脖自然村村民张杰种植香菇多年，他
提议村里种植花菇，花菇比香菇贵得多。我们
征求意见，不少村民都说愿意承包大棚。”岳军
说，在瓦屋镇政府和鲁山县政府的帮助下，一
家公司很快进驻红石崖。

20米长、3米多宽的大棚建成后可以放置
2000包菌棒，来自上海的采购人员一听说这里
要大规模种植花菇，立即就要下订单。

“只要能种出来，肯定能挣钱。”在工地上
帮工的村民李九说，“现在路顺了，不用担心卖

不出。如果可能，我要承包10座大棚。”
村委会班子成员李中强说，首期计划建16

座大棚，预计半个月后就能建好，第一年免费
租给村民，不出意外冬天就能出菇。

南岭建大棚，附近又有农家院，年初投资8
万元种植的桃、梨、石榴树苗在风中摇摆，东山
上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风力发电机即将落
地，一切都在向好发展。

驻村三年，常年坚持六天五夜在岗，无法
照顾年迈的母亲、病逝前卧床的父亲，家里所
有事情都交给妻子，但是岳军从来不愿多说：

“组织派我们下来，就要给老百姓干实事。村
里原先建档立卡贫困户 110户 477人，现在只
剩下3户15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簸箕岭，红石崖，四十五里虎狼爬，山高
路险少人家。”红石崖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有
7个村民组23个自然村，260户993人，人均可
耕地不到0.4亩，是鲁山县五个未脱贫村之一。

李军伟家住红石崖村东庄自然村，上有老
父老母，下有四个孩子，从2013年被定为贫困
户到2019年底脱贫，靠的就是种植香菇。

2016年，在外打工的李军伟回乡，接手了
龙脖自然村７座香菇大棚，将手里仅有的一点
储蓄和从亲戚朋友借来的钱全部投了进去。

“谁知道第一年全亏了。”想起当时的情况，李
军伟叹了一口气，“人穷经不起折腾，第二年岳
书记他们驻村，帮我申请了5万块贴息贷款，
我才能继续干下去。”

头两年种香菇，不顺的还有路。
“进菌棒原材料，大车倒到小三轮车上拉

上来；香菇种出来，再从小车倒大车上运出去，
翻得又黑又烂，卖不上价钱。”李军伟说，“ 2017
年冬天有天下雪，道路湿滑，车进不来，我们一
袋袋把香菇扛到5里地外装车，累得很。”

记者对此也深有体会。今年春节前，记者
第一次到红石崖村采访，同行的拉慰问品卡车
遇陡坡路段，害怕车头翘起来，只能倒退着上
坡；实在上不去时，只好把慰问品倒到村民开
来的一辆机动三轮车上。

修好的路尚且如此，没修时更不用说了。
2017年，岳军和扶贫工作队驻村之后，向

派出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一问题，单
位出资 30 万元并协调市发改委等部门投资
600多万元，为红石崖村打通了道路，为道路安
装了防护栏。

要想富，先修路。路顺了，人能进来，物能
出去，深山不再“深”。

2018年秋路修好了。2019年，李军伟靠卖
香菇挣了12万元，脱了贫。

2019年上半年，李军伟与其他30户村民
易地搬迁到瓦屋镇福缘社区，住上了125平方
米的大房子。

今年，李军伟扩大香菇种植规模，把种植
地转到了离新家较近的土桥村。

岳军（右）在李军伟家的香菇大棚内查看菌棒长势

人能进来物能出去

因为家里穷，梁二国没有上过学，
以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梁二国很
能干，也能吃苦。上山砍荆条卖，养
羊、养猪捎带着养蜂，但因缺乏养殖技
术，加之不成规模，一年又一年，生活
仍不富裕。

“不过现在中了，不算开支，每年
都有十几万元收入。”梁二国笑着说，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以前经常连盐
都吃不起，有时候看戏赶会，连一块钱

也拿不出来。
茶庵村地处深山区，田少地贫，全

村 175户 753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53
户656人。2014年，因为家里穷，梁二
国家戴上了贫困“帽子”。

“当时感觉可丑，年轻轻的当上贫
困户，总感觉人前抬不起头。”梁二国
说，但是他也确实努力了，该种的种
了，该养的养了，就是年底一算账，有
时还赔钱。

蜜甜猪壮 幸福相望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这一
年，驻村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沈保垒
成了梁二国家常客。特别是沈保垒，
有事没事总要去他家看看，了解情况
后，劝他扩大养殖规模。但梁二国没
本钱，也不想冒风险借钱。沈保垒便
帮他办理了5万元小额无息贷款。就
这样，梁二国用4万元买了6头牛，用1
万元买了10头猪崽，准备培养母猪，自
繁自养。后来猪繁殖得过多，忙不过
来，梁二国只好将牛全部卖了，掐指一
算，前后不到7个月，6头牛净赚1万多
元，还完贷款，还净赚了一群猪。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算是扎住步
儿了。”梁二国说，除了养猪，他家还养
了几十箱蜜蜂，到2016年底，加上卖猪
钱，一下子还了不少外债。也就在这
一年，梁二国家摘掉了穷帽，加上养
猪、养蜂、种植油菜的收入以及务工补
助等，每年又净增收入8000元。

梁二国家离茶庵村村部不远，房
间面积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沙发和
茶几一尘不染。

“这都是年前新买的，旧家具当柴
火烧了。俺也终于奢侈了一回。”梁二
国笑得合不拢嘴儿。

梁二国在喂猪

扶贫敲开幸福门

猪越养越多，蜜蜂越养越旺，技术
更是越来越强。

“俺家现在有蜜蜂150多箱，家庭
收入一年一个台阶。”梁二国笑着说，想
想以前，看看现在，真是在天上过哩。

女儿在外地上大学，梁二国从来
没给她寄过钱，今年春节放假时，女儿
还给他拿回来了一万多元钱。梁二国
说，卖蜂蜜时客户都爱扫二维码，收款
手机平时女儿用着，所以她每天都有
进账，而且学校还有贫困补助，政府另
外给的还有教育补助。

“有时候想想，要不是扶贫政策好，
乡村干部主动来帮我，我现在不定还穷
得啥样子。”梁二国说，另外，也是赶上
了好茬口，发展养猪时猪肉价格正便
宜，养成后价格便翻了番，特别今年春
节，他家一下子宰了30头猪，肉价15元
一公斤，最后卖得连自己吃的肉也没

了，一下子进账十几万元。割的蜂蜜
也卖了 9万多元。一个月前，他家又
卖了两头母猪，增加收入两万多元，欠
人家的债也全还完了。沈保垒还帮他
办理了“二国养殖场”营业执照，并帮
忙给他家生产的蜂蜜进行了包装。

享受了党的好政策，梁二国时刻
想着报恩，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帮
带其他村民致富。“俺家今年变化也可
大，多亏了梁二国帮忙。”贫困户梁京
马说，他家目前养蜂30多箱、猪20多
头，都是跟梁二国学的，平时遇到难
题，梁二国都是热情相助。

“除此之外，他还带动我村梁金
平、梁玉伟、梁国营等多个贫困户脱
贫。”沈保垒说，梁二国因此成了茶庵
村有名的致富带头人，村里的贫困户
也由当初的 153户 656人降到了现在
的5户10人。

大棚建进海拔650米的村子里

致富路上热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