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西村共有村民348户，原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96户，2018年5月，匡建涛来到三西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带领扶贫工作队一
户一户走访调查，帮助未脱贫的贫困户通过
种植葡萄等脱贫，让已脱贫的贫困户进入稳
定脱贫行列，傅小扎就是其中的一员。截至
2019年底，仅剩11户还未脱贫，将于今年底
之前全部脱贫。

傅小扎患有心脏病，手术后不能干重
活，家里欠了不少外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全靠妻子外出打工赚钱。2015年，他家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市纪委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于2016年脱贫。没想到，傅小扎随
后胃部不适被查出了肿瘤。

“考虑到傅小扎的身体状况，为了帮助
他家稳定脱贫，我们决定帮扶他家种植葡
萄，正好他们夫妻俩也有这样的打算。”匡
建涛为他家申请了每亩 300 元的种植补
贴，遇到问题，同村的技术人员会前来手把
手地教。

“这几年国家的政策真好，匡书记也没
少照顾我们。幸好种了葡萄，不忙的时候我
还能去附近打个零工，家里的生活得到改
善。”今年55岁的张秋霞感慨地说。

葡萄园结脱贫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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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香莲住均州远在湖广，离城十里地陈家庄，老公爹名讳陈克让，老婆母娘门本姓
康，自幼儿配陈世美，秦香莲我本是他的结发妻房……”5月13日上午，悠扬动听的豫剧
选段从郏县薛店镇韩店村扶贫车间办公室里传出，脱贫户胡彩垄优美的唱腔博得在场
众人的热烈掌声。

“日子过得舒坦了，高兴得每天都想唱上一段！”53岁的胡彩垄笑得满脸灿烂。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胡彩垄一家原本有 5 口人，2012 年 3
月，她的儿媳妇撇下6个月的孩子远走他
乡。儿子受不了精神打击，以外出打工为
由离家出走了。她和丈夫张陈奎带着小孙
子，日子过得紧巴巴。2013年，胡彩垄家被
识别为贫困户。

为了帮助胡彩垄尽快摆脱贫困，她
家享受各种政策性帮扶的同时，村里给
胡彩垄、张陈奎安排了两个公益性岗位。

2015年，胡彩垄做了阑尾炎手术和腰椎
间盘突出手术，花去了4万多元的医疗费，
这让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经过半年多的休
养，胡彩垄的身体终于恢复。 不久，丈夫外
出打工了，胡彩垄进入隆鑫食品有限公司扶
贫车间上班。这个扶贫车间是由该村村民

郭玉现于2014年投资470万元创办的，安排
了15名村民就业，其中9名工人是贫困户。

在车间里，工人把鸡蛋从保鲜库里搬
出来，由机器挑选后进入高温蒸蛋、脱皮、
卤制、烘干、包装等程序。5月 13日上午，
工人们各负其责，正在忙碌着。在包装车
间，随着机器的响声，一个个烘干的乡巴佬
鸡蛋快速被包装，自动落入筐内。胡彩垄
站在包装机旁，包装好的鸡蛋从流水线上
落下来装满筐子后，她就用一根铁钩将筐
子拉走。“在这里上班很轻松，也很自由，整
天闻着蛋香，一个月增收1500多元。”胡彩
垄说。

2016 年，胡彩垄家人均年收入 1 万多
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扶贫车间

在烘干车间里，今年48岁的吴念学操
作机器，一排排卤制过的鸡蛋整齐地码放
在传送带上，徐徐向前推送，完全经过传送
带后，鸡蛋就完成了烘干程序，然后进入自
动包装流水线。

“我在这里上班好几年了，每月轻轻松
松拿1600元工资。我能有现在的好生活，
全靠这份工作哩！”吴念学对自己的这份
工作十分珍惜。

家境贫寒，吴念学40岁时和一名有智
力障碍的外地女人结了婚。由于妻子没
有劳动能力，母亲又上了年纪，一家人的
生活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日子过得很不如
意。2013年，吴念学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为了帮助他走出困境，村“两委”除在政
策上对他帮扶外，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公益性
岗位，让他每月增收400元，还介绍他到扶

贫车间上班，在烘干车间负责鸡蛋烘干。
“自从进入扶贫车间上班后，念学像变

了一个人一样，精神焕发了。”村党支部书
记刘秋路说。

去年，吴念学家光荣脱贫。脱贫后的
吴念学干劲儿更大了，高兴得走起路来嘴
里哼着小曲。

在选蛋车间里，70岁的王进增忙着把
鸡蛋从保鲜库里取出来，经过机器挑选后
送入蒸蛋车间。“我2014年就来上班了，一
个月有1600元的工资。”王进增说。

王进增的妻子去世得早，2013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享受各项扶贫政策、
有一个公益性岗位的同时，被村里安排到扶
贫车间上班。2016年，王进增家脱贫。

郭玉现说，该车间年加工鸡蛋 200多
吨，生产的乡巴佬鸡蛋销往我省郑州及山
东、广东等地。

选蛋烘蛋

5 月 15 日，鲁山县鲁峰山南麓，辛集乡三西村曾经的贫困户傅小扎家的葡萄园内，一
串串葡萄青碧如玉。市纪委驻鲁山县辛集乡三西村第一书记匡建涛正带着扶贫工作队的
队员王继峰等人查看葡萄套袋的情况。“套完没？今年咋样？前段时间刚施过肥，应该比
去年强吧。”匡建涛弯腰一边查看葡萄套袋的状况，一边询问今年葡萄的长势。

“去年卖了 2 万多元。今年的葡萄比去年好，今天下午就套完袋了。”看着满园的葡
萄，傅小扎的妻子张秋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匡建涛在傅小扎家的葡萄园查看葡萄长势胡彩垄在搬运包装好的乡巴佬鸡蛋

卤蛋飘香 豫音绕梁

脱贫后的胡彩垄一家人干劲儿更大
了，丈夫一天收入150元，儿子也打开了心
结，和父亲在收入上比高低。

去年，胡彩垄家盖起了新房，室内装修
很时尚，家里置办了新家具家电，做饭也用
上了电磁炉和液化气。

胡彩垄上班之余带领一班姐妹组成了

韩店村文明娱乐表演队，在广场上展现优
美的舞姿，在话筒前绽放动听的歌喉。

“我们表演队去年还在县里获得了大
奖，有不少人邀请我们搞商业演出呢！”胡
彩垄笑着说。在扶贫车间办公室里，刘秋
路提议胡彩垄即兴唱一段戏，她落落大方
地接受了：“我为大家演唱《秦香莲》选段。”

跳舞唱戏

从宋中秋家出来，67岁的五保户杨定
正端着碗在路边的背阴处吃午饭，看到匡
建涛一行，他说道：“该吃午饭了，中午还是
方便面？”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王继
峰说：“疫情期间每天工作太忙了，顾不上
做饭。我们每天吃方便面，现在都不敢看
见方便面，看见就反胃。”

路上碰见刚从地里回来准备回家吃饭
的宋伟民，曾经是贫困户的他，通过种植葡
萄如今已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去年虽然
行情不好，但是他种植的10亩葡萄依然卖
了十几万元。看到匡建涛一行，他高兴地
说：“今年我准备尝试种一些品种好的葡
萄，希望来年能卖个好价钱。”

回想起以前，59岁的宋伟民表示，村里
原来都是土路，污水到处流，电压也不稳，

学校设施陈旧，市纪委扶贫工作队来了以
后，不仅协调资金给村子修桥、铺路、安路
灯、打机井、建文化广场，还帮助贫困户养
猪、养羊、种葡萄。

“来家吃饭吧”“恁还在忙哩，中午在俺
家吃饭吧”“该吃饭了”……回党群综合服
务站的路上，不时传来村民的问候。

近年来，三西村依托800多亩葡萄种植
基地，采取合作社+农户、大户+农户、农户
自主发展等模式，引导贫困户从事以葡萄
为主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实现自主增收。
市纪委扶贫工作队“输血”的同时帮他们

“造血”。2018年光伏发电站建成并网后，
一年能为村里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王继
峰说：“今年，匡书记准备利用他的项目资
金为村里建设5座香菇种植大棚，盖好后能
解决10多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葡萄生长 心情飞扬

“输血”变“造血”

扶贫先扶志

从傅小扎家的葡萄园出来，听说贫困户
宋中秋家正在盖房子，匡建涛一行又来到他
家，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匡书记来了。”看到匡建涛一行，今年
49岁的宋中秋热情地迎了上来。

站在院子里，宋中秋看着新房激动地
说：“这回出去挣了1万元钱，就赶紧回来把
房子接着盖一盖。我能住上新房有你们的
功劳。”

宋中秋家里住的是父母一辈留下的土
坯房，30多岁才娶了媳妇。随着3个孩子出
生，家里的日子难上加难。2018年，宋中秋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匡建涛带着工作队循着“扶贫先扶

志”的准则多次前来做宋中秋的思想工
作，并为他家申请了种植、养殖、务工补
贴，安排他的妻子杨秋红在村里做保洁，
并劝说他重建房子，2019 年他家盖起了四
室两厅的新房。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外
出打工赚了钱回来又接着盖了厕所和厨
房。2019年他家光荣脱贫，还被村里评为

“脱贫之星”。
“我现在是越干越有劲。”宋中秋高兴

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