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志智双扶

从输血到自己造血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5月14日一大早，叶县夏李乡侯庄村60多岁的脱贫户张国安吃过早饭，赶着家里十
几只山羊去了村南的滩涂。趁着羊群吃草、撒欢的当儿，他又转悠着拾了一些柴火。

“张国安家的羊最多时有40多只。”该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国伟说，如今，曾经的贫困村
焕然一新，他们将致力于发展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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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变桃园 茄子带增收

脱贫还想致富

从省道S234线拐进侯庄村入村道路，
除了两侧的金色麦田，更吸引人的是一大
片新种的绿色茄子苗。

侯庄村原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全村28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90户，2017年底贫
困村摘帽。

2017年 11月，市委宣传部派驻侯庄村
第一书记王国伟来到时，村里没有集体经
济，村财政全靠拨款。如今村里剩 9户 11
人未脱贫，计划今年脱贫 1户，兜底保障8
户。

茄子地里才种的秧苗绿意喜人。地
膜下预埋了水管，电闸打开就能自动滴
灌。“这是河南省农科院研发的新品种，最
高能长到3米，一棵能结百十斤（1 斤=500
克），号称茄子树。”王国伟说，一个月后茄
子长到50厘米高搭上架子，七八月份就能
成熟上市。大田种植一棵苗能收两茬，十
月还能再收一次。由于村里没有钱，按照
政策，由村干部凑钱出资买苗及投入前期
各项成本，将5%至10%收益作为村集体经

济收益。待茄子成熟，保守估计，每亩能
带来万元纯收入。

侯庄村东边高低起伏的河滩荒地已
开垦好，今年清明时种上了北京油桃小
苗，3年后就能挂果。“百亩桃林，三分之二
是利用荒地种的。”王国伟说，油桃果大、
味甜，北京市场上一斤能卖八九元。

光伏电站年收益 6万元，扶贫车间年
租金3万元，用于村级购买公益岗位安排
贫困户。高品质茄子、油桃……慢慢滚动
着发展。预计3年后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能
破百万元。

“起初村民只种小麦、玉米等，后经引
导种花生，一亩地能收入近两千元，现在
花生种植面积已达 500 多亩。60 亩茄子
也能起示范作用，效益好的话还准备成立
茄子种植合作社，采取‘农户+公司’的合
作模式。”王国伟说，他利用第一书记专项
经费在村文化广场旁边建了210平方米的
茄子包装、中转仓库，由村里统一帮助销
售。

滩涂变身 荒地聚宝

张国立（左）向王国伟展示才出生一个月的小羊羔

张国安家4个女儿均已出嫁，有个8岁
的小外孙跟着老两口。小院里一人多高的
柴火码得整整齐齐，贴有“六畜兴旺”的羊
圈很干净，底部有防潮防污的竹笆。

张国安和老伴2017年脱贫。老伴儿郭
姣说不清都有啥政策，却知道时不时能领到
补助。到户增收养殖业补贴一次补了4000
元；墙上贴的“告知书”显示，2018年春季，小
外孙在幼儿园大班享受保教费和生活补助
共500元；小外孙去年秋季上小学，又享受国
家补助资金和省定营养餐资助金共650元。

75 岁的张国立也在滩涂地放羊，他
2017年脱贫。家里新盖了大羊圈，他满是风霜
的脸上绽开笑容：“目前养了20多只羊，打算
再多买些哩。”他和儿子算家中劳力，儿媳残
疾，还有两个孙子。有政策扶持，房子盖了，
日子也好多了。冬天喂羊成本高，他家里花
2.8万元买了台花生摘果机，秋天免费帮人收
花生脱壳，花生秧和壳归自己，打成糠喂羊。

“有能力的，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外出打
工；不愿外出的，帮忙申请免息小额贷款，政
府担保，鼓励发展种植、养殖业。”王国伟说。

赶上好政策 大家干劲足

侯庄村有两条主街，绿色行道树与村
民家门口的鲜花、绿地相映成趣。村里鸟
语花香，清新气息迎面扑来。

村子里有两处广场游园，游园有水塘
亭榭，小径弯弯。水塘内半池浮萍，鱼儿跃
出。一处原本是泄洪渠道，王国伟就把它
改造成了池塘游园。游园内红叶石楠、七
叶青等观赏树颜色娇嫩，周边是文化墙。

侯庄村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以前十分破

旧，2018年拆除后新建了楼房；并建起文化广
场，搭起舞台，安装了健身设施，村民健身有
了好去处，这里也是孩子们嬉闹的乐园。

侯庄村曾经没有出村道路，得经岳楼
村与外界连通。如今该村正变得生活便
利。王国伟说，将继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
模，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步引
导群众在全村形成村风文明、邻里团结、家
庭和睦、崇尚科学、生活富裕的新局面”。

环境整治 村子越来越美丽

南焦庄村辖8个村民组，320户、1264
人，人均耕地1.28亩。几年来，在各方努力
下，该村发展了花生种植、红梨种植，全村
92户贫困户目前已脱贫89户，剩余贫困
人口今年底计划全部脱贫。

该村村级事务负责人程三说，2017
年，王铮入村后，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
家，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先后实施了到户
增收养殖业、种植业补贴和企业带贫分
红、光伏发电扶贫、公益性岗位扶持等项
目，同时还实施了金融扶贫、技能培训、危
房改造、劳动力转移就业等系列措施，拓
宽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我们坚持志智双扶、鱼渔同授，使得
‘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在村里得到落实，
高效种植、家庭养殖业基本渗透到每户
有劳动力的家庭。下一步，我们要进一
步做强集体经济，扶持致富能人，不断
扩大林果、花生的种植面积，鼓励并扶
持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流转、园区
务工的方式增加收入；同时，依托区位
优势和环境优势，把特色农业做起来，
通过文化注入、有机认证、品牌培育等
方式做出有竞争力、高附加值的农产
品，让群众尽可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王铮说。

王铮（左）同赵文杰（中）交流红梨种植技术

志智双扶 鱼渔同授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这条柏油路修好了，村里的种植、养殖产业就能带动盘活，依托辛店镇丰富的文化
旅游资源还能做很多事情。这是南焦庄村的一条致富路，它的综合效果预计 5 年后
会更加全面地呈现。”5月 16日下午，站在叶县辛店镇南焦庄村东南部的公路旁，39岁
的市政府办派驻该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铮踌躇满志地说。

南焦庄村位于辛店镇政府和王府石山的中点附近，距离两处各有两三公里。王
府石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的诞生地，被评为“省级森林公园”。“河南十大最美湖”
之一的燕山水库主坝就在辛店镇境内。

“眼前这条连接线是从2018年开工的，全长2.3公里，已投资257万元。”王铮说，这
条路修建之前仅3.5米宽，路况较差。叶县实施的南部山区旅游线路项目恰从南焦庄村
南部经过，驻村工作队应时而动，谋划将原有通村道路拓宽到 4.5米，连接到旅游线路
上。

下了公路，在南焦庄村东南，一大
片红梨树映入眼帘。63 岁的村民赵法
和他 32 岁的儿子赵文杰正在梨园里忙
碌。

“俺俩孩儿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
儿园，我和俺爸以前农闲的时候在外打
工，可在外打工顾不了家，不是长事。
王书记就动员俺走高效种植的路子，并
请了农艺师对俺进行技术指导。”面庞
黝黑的赵文杰说，2017 年，他和父亲种
了30亩红梨。

赵文杰家里还养了鸡、鹅以及 30

多只绵羊。赵文杰透露，他还享受到
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仅此一项，他的两
个孩子一年就能获补 3500 元。此外，
父亲赵法利用田间套种的方式，种植
了两亩多红薯、4 亩花生，有时还种点
豆。

“俺还有一个森林防火员的岗位，一年
收入6000元，已经干两年了。俺媳妇也有
一个公益性岗位，在村里打扫卫生，一个月
收入350元。2017年，俺脱了贫，现在想着
再养点牛和羊，能再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
状况。”

43岁的张青杰眼睛很有神，言谈举止
干脆利索。5月 16日下午，天气正热，他
和妻子正在忙着扩建养殖场。

张青杰家里有 5口人，2017年，他开
始养了一部分鸡，但由于当年鸡蛋价低，
加之质量上不去，张青杰的养鸡场一度陷
入困境。王铮为他申请到了5万元小额
贷款，他靠这笔贷款养了5000只鸡。

之后张青杰参加了养殖培训班，在后

期的养殖中，他还得到了免费消毒液。目
前张青杰靠出售鸡蛋，一个季度就能收入
15000元钱。

张青杰还养了30头猪，“这一季预计
出栏13头，能卖个几万块钱吧”，此外，他
还有一个村里道路清扫员的岗位，一个月
收入350元。

靠着政策扶持和勤劳能干，张青杰去
年已脱贫，最近还清了5万元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