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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庄村村内干净整洁，前两年新铺的
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上午10点多，
54岁的张自协扛着铁锨一摇一晃地走回
家，因小儿麻痹落下残疾的他走路有些不
灵便。村里给他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公益
岗，他刚打扫完回来。

“姬书记来啦，快进屋。”见到姬向明，
张自协忙打招呼。新盖的四间平房一个小
院，厨房、厕所设施简单却干净，小菜园里
西葫芦长得正旺。张自协年近八旬的父亲
张明勋因脑梗瘫痪在床，看到姬向明来了，
只是一个劲儿地笑。

张自协感激地说：“要不是政府帮助，
还不知道啥时候能住上这新房哩。”由于家
里穷，又身有残疾，他一直单身。前几年，
年迈的父母双双因为脑梗瘫痪在床，几间

破瓦房也快塌了，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
“原来房上的檩条都塌下来了，一下雨

晚上来回挪着睡。”2018年，村上为他申请
了危房改造项目，他自己只花2000元便建
起了新房。接着，“六改一增”又让他家的
厨房、厕所大为改观。室内墙上贴的2019
年度收支明细表显示，他和父亲两人享受
的低保、公益岗收入、光伏统筹、到户增收
等各项补助收入有24000多元。

“姬书记对我家特别关心，隔三岔五就
来家里，帮我干这干那。这不，刚帮我院里
栽了果树，又扯院墙。”说起姬向明，张自协
不知该如何表达感谢。

“这院墙先这样简单拉起来，回头再砌
墙，先把这块地平给弄好。”说着，姬向明开
始和张自协一起拾掇起院子里的碎砖头。

残疾父子住上新房

季海军所在的南王庄村地处叶县东南
部，周围被虎头山、望夫石山、明灯山等多个
山头环绕，曾因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荒地
多、耕地少等成为深度贫困村。

近几年来，在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共同
努力下，村里调整种植结构，广种果树等特
色经济作物，相继建设养殖综合体、自动化
红薯深加工、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等项
目，不仅摘掉了深度贫困村的帽子，还一跃
成为县里的“明星村”。

进南王庄村的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路
两边是去年新栽的油桃树。村内碧水环绕，
河上建有拦河坝、漫水桥，水映青山，景色秀
丽。

“以前景也美，可大家日子穷，没心情
看，现在不一样了。”南王庄村村委会副主
任赵玉山说。

今年56岁的赵玉山此前也是贫困户，
几年前，他家只有5亩薄地，全靠天收。母
亲、妻子患有慢性疾病，常年吃药，孩子还在
上学，生活极为贫困。

“穷则思变。”赵玉山说，当时窘迫的生

活并没有把他压倒，看到外出务工人员多，
村里不少土地无人种，他在驻村干部和村两
委的支持下，用两万元扶贫资金，以每月300
元的租金流转了14亩地，先种了7亩红薯，
当年就收益两万多元。

尝到甜头的赵玉山不仅扩大了红薯种
植面积，还办起了粉条加工厂，摘掉了贫困
帽。2018年，已成为致富带头人的他被选为
村委会副主任，今年3月份，他被辛店镇评
为“脱贫之星”。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真是起到了带头作
用。”南王庄驻村工作队队长李钦锋说。

今年54岁的南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翟国松同样是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翟国松早年在外打工，几经打拼，成为
一名煤矿主，后又经营餐饮、房地产等。心
系家乡的翟国松几年前回乡，助力家乡脱
贫。2015年，他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几年时
间里，他个人出资数百万元，与驻村工作队、
村两委一起，修建了村里的多条道路，完善
了村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的设施，使穷山村
旧貌换新颜。

深度贫困村成“明星村”

猪肥价高 农民开怀 果丰薯甜 山村换颜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一条通往舞钢市灯台架景区的柏油路穿晁庄村而过，路旁新砌的花坛里，村民正在栽
花种草。5月14日上午9点多，舞钢市杨庄乡晁庄村，姬向明刚从五保户张耀星家出来，
当天凌晨张耀星因病过世，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他忙着帮助张罗后事。

从2009年加入扶贫大军，先是在鲁山赵村镇驻村，2015年9月又被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
市中心支行派驻晁庄村，4年多的时间，58岁的姬向明早已融入村子，把自己当成了晁庄人。

“前几天，刚帮张自协家拉了铁丝院墙，院里地平还得整；务申亭打电话说卖了10头
猪，猪崽也不知道长啥样了……”作为杨庄乡的 5 个贫困村之一，晁庄村的贫困户已从
2014年的200户降到目前的15户16人，可姬向明心中最牵挂的还是他们。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5月13日上午，叶县辛店镇南王庄村民季海军走出村子，来到村边虎头山下自家的梨树
林，看着树上结满了指头肚大小的小梨，喜悦之情挂在脸上。

距离梨树林不远的地里，有他种的几亩红薯，长势良好。
今年53岁的季海军曾是村里贫困户，凭借种果树及其他特色种植已经脱贫。
季海军所在的南王庄村今年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投资巨大、年出栏超万头生猪的养

殖综合体项目已拔地而起，一个新的红薯深加工项目将于今年投产。到时候，他家的万余公
斤红薯不用出村就能直接卖了。

“村里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面对自己生活了50多年的村子，季海军感叹道。

“看这猪崽长得多欢实，养哩不赖！”临
近中午，姬向明又来到贫困户务申亭家的
猪舍里，伸手去摸这群活蹦乱跳的猪崽，务
申亭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两头壮实的母猪躺在猪舍里睡懒觉，
几头百十斤的中型猪在另外的猪舍里抢食
吃。

务申亭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24岁的儿子遭遇
车祸身亡，2012年他本人又因脑出血落下
了偏瘫，接连的打击让这个家陷入了低谷。

务申亭的妻子宋金花贫穷不失志，近
年来一直在政府扶持下坚持养猪。她在院
子边上建了一排猪舍，养了两头老母猪，慢
慢自繁自养。一侧身子不灵便的务申亭也

帮妻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卖一头猪，政府还给补100元钱，去年

卖了 14 头，补了 1400 元。”务申亭高兴地
说，这两年养猪行情好，五一之前，他家又
出栏10头猪，卖了36000元。

除了养猪，宋金花还养了一群鸡，种植
了花生和油菜，鸡崽是政府免费发的，养殖
和种植政府都有补助，村上又给夫妻俩安
排了公益岗。2018年，务申亭一家成功脱
贫。

“政府对你们的扶持政策还在继续，脱
贫后还要想着致富奔小康，还得好好干！”
姬向明鼓励夫妻俩。

“现在已走出了低谷，生活越来越好，
干劲儿也越来越足了！”务申亭充满信心。

出栏十头猪进账三万六

在晁庄村委办公楼前，有一座新建的
钢结构厂房，由于疫情厂门紧闭。

“这是我们村的箱包加工车间，老板说
马上就要复工了。”姬向明解释说，2019年，
在他的倡议下，晁庄村利用20万元的“第
一书记”扶贫专项资金，再加上村委会集资
的6万多元，建起了这个制作箱包的扶贫
加工车间，让晁庄村及周边留守妇女近50
人在家门口就业。

姬向明驻村这几年，走访贫困户、落实

各项扶持政策、申报项目、协调资金、壮大
实体经济，村里修路、建文化广场、装路灯、
修卫生室、装变压器、建太阳能发电站、建
小龙虾基地……每一项都浸透着他的心血
与汗水，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付出总有回报。如今的晁庄村已是旧
貌换新颜。姬向明在“品尝”着扶贫道路上
酸、辣、苦、甜的同时，也获得了多项先进荣
誉，今年4月又被中国人民银行评为定点
扶贫先进个人。

酸甜苦辣只为造福村民

“你感觉俺村现在咋样？是不是特别漂
亮？李队长他们来了以后，村里的变化太大
了，不光环境好了，老少爷们的腰包也鼓了。”
季海军说。

2017年5月，在叶县社保局工作的李钦
锋被派驻到南王庄村，先后担任驻村工作队
帮扶工作队员、工作队长、责任组长。

“我第一次进村时，村里还没修柏油路，
我的车底盘都被蹭坏了。”回想刚入村时的情
况，李钦锋说。

为尽快改变南王庄村贫穷落后的状况，
李钦锋和市商务局派驻南王庄村的第一书记
王建华及工作队员刘彦军、韩洪亮等一起谋
划发展，利用张武岗自然村的红薯获得过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独特优势，鼓励村
民规模种植山区红薯，亩均收益在6000元以
上。在去年叶县“联村共建 抱团发展”活动
中，南王庄村一举成为全县先进村的典型。

如今，村里种植红薯千余亩，每年仅红薯
种植这一项的收益就达600多万元。

李钦锋说，作为一名驻村干部，他最大的
愿望就是村民共同致富，这就得在村里建一
些可持续发展的村集体“大项目”。

经过数次外出考察，村里今年筹资632
万元建设的红薯自动化深加工项目主体工程
已经完工，秋季红薯丰产后，除直接销售的部
分外，剩余的可以全部进行深加工，生产纯红
薯粉条，还能加工成网红食品——酸辣粉，仅
此一项预计可为村集体带来收入60多万元。

在村南边的明灯山旁，还有一个“大项
目”——村里投资912万元、占地20多亩的养
殖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中，可容纳5000多头
生猪的6个猪场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李钦
锋面露笑容，他说，这个“大项目”定于6月份
投产，已有几家公司争相承包，“现在市场行
情好，猪娃赶进去就是钱。”

养殖综合体旁是十多米深的山沟，山沟
里遍布野构树，李钦锋说，这样的野构树少说
也有上千亩，“构树叶、果实都是养猪的好饲
料。”养殖综合体一侧已建成三个大沉淀池，
猪场里出来的废水、废物经过三级沉淀后，废
水可以浇地，废料可以制成有机肥卖钱，还能
改善山地土壤结构，形成循环生态农业。

“初步估计，今年我们村集体收入超百万
没问题。”说这话时，李钦锋显得底气十足，信
心满满。

“大项目”助民致富

姬向明（右）在贫困户务申亭家的猪舍里查看猪崽的长势 李钦锋（右）和村民在查看快完工的猪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