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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前竹翠 院里客满

漫步在中和寨村，游园、大舞台、文
化广场、户外LED电子显示屏、整齐排放
的共享单车、村史馆……目光所及，处处
美景。

去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等扶贫部
门先后投资 480 多万元，打造品牌中和
寨：常庄至中和寨800米景观路实现加宽

铺油；6个自然村新修简易排水道、铺设
天然气主管道；升级改造文化广场、文艺
大舞台，安装电子大屏幕、太阳能路灯；
乡村巴士开通；建起村史馆、退役军人之
家、游园，栽下桃树、杏树等千余棵果
树。至此，中和寨村实现了“通、绿、透、
净、美”。

处处美景，村内焕然一新

自助式农家院是黄沟村的一大特
色。把村里闲置的房屋加以修缮，把原
先的旱厕改造成水冲式卫生间，再配置
一些农村的老式家具，把卧室布置得像
宾馆一样舒适，然后对外出租。由于市
场反响良好，去年，相关部门又投资50万
元，帮黄沟村新建了2座农家院，同时吸
引个人投资建成1座。今年1月，第一批
4座自助式农家院顺利通过鲁山县“四星
级”农家乐评审。

一座自助式农家院一次可住3到4家
人，虽然不提供三餐，但烧柴大锅台、液化

气、电磁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一应齐
全。游客可以自带食材，也可以向村民购
买新鲜蔬菜和当地的土鸡、柴鸡蛋、山野
菜等，然后自己动手做饭，尽情享受轻松
自在的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不错，真正的田园风光。”
一名在此居住的游客说。

也因为自助式农家院，如今的黄沟村
变得异常热闹。“几乎天天有人来参观游
玩或体验住宿。”黄沟村党支部书记张向
党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们村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朝，游客满园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5月16日，雨后的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村格外清新。一处自助式农家院内，草坪青
青，秀竹翠绿。大人们忙着在厨房做饭，小孩儿们在院内自由玩耍，一名老人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像是回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

“废物巧用，这是我们驻村以来取得的成效之一。”望着院内的游客，黄沟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京玉笑着说。

陈京玉是市教体局工作人员，2015年
9月被选派到黄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才来时村里不像样儿。”陈京玉说，
因基础条件差，村内没有路灯，没有通车
路，脏乱不堪。全村361户1510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108户404人。

驻村后，陈京玉开始走访调查，了解
具体情况，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并在单位
的帮助下，逐步改善村内环境。

2018年3月，为进一步打赢脱贫攻坚
战，陈京玉的同事邵志创和张迪源被选

派到该村，与陈京玉一起组建驻村工作
队。陈京玉干劲儿更大了，他和队友们
跑资金、找项目，在政策的扶持下、单位
的协调下和朋友的帮助下，先后整理了
河道，铺设了柏油路，建设了公厕，栽种
了花草，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和健身器
材，修建了文化广场和化粪池，并在村
内主干道路安装了围栏等，受到了村民
们的称赞。

“当然，这少不了村民委员会和地方
政府的帮助。”陈京玉说。

曾经，一穷二白

为打造村内产业，预防贫困户返贫，
黄沟村先是建设了“千头线”生猪养殖，仅
此一项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5 万元。
随后又建设了光伏电站，年效益可达10万
元左右。

“俺家日子现在可美了，年年能跟着
受益。”贫困户高松叶说，他把土地流转给
村里，把自己申请的4000元到户增收款
也交给村里，然后由村里统一打造产业，
使他坐在家里不动就能分红。

此外，陈京玉把村民收入分为三个
模式：近期、中期和远期。近期指种植赤
松茸，当年见效；中期如种植天麻，从种
到收需要两年时间，村里还可帮助销售；
远期指林果业，目前已栽种甜柿1000余
棵、蜂糖李1200余棵、大樱桃1000余棵，
贫困户参与最多。

“现在生活好了，环境也好了，坐在家
门口就能看风景。”提起眼下的变化，63岁
的张道志高兴得合不拢嘴。

张道志因病成了村上的贫困户。为
了能有稳定收入，驻村工作队员帮他申
请了低保和2万元小额贷款，让其在自家
门前建了个超市。从此，张道志有了稳
定的经济来源。

“陈书记为俺村没少出力。”黄沟村文
书张振元说，村上有几间废弃房屋，看着
很不雅观，陈京玉便通过租赁方式将房屋
划拨到了村里，然后将其打造成自助式农
家院对外出租。

“起初想这么几间破房子，谁会来住
哩，结果现在十分抢手。”张振元说，这两
年村民生活提高了，贫困户也由当初的
108户404人降到了现在的12户15人。

后来，生活蝶变

笼内兔欢 棚下菜鲜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一间间整齐的兔舍，每个兔笼里住着一只獭兔或肉兔，环境整洁。兔子眼睛血红，
耳朵直长，毛色或白或黑，安静地待在笼子里。

“我能有今天，都是张书记的功劳。”5月15日，宝丰县周庄镇中和寨村6组的张军
营说道。

张军营今年52岁，没有结婚，与母亲
相依为命，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说的张书记叫张旭峰，今年49岁，是宝丰
县周庄镇中和寨村驻村第一书记，来自市
农业农村局。

据张军营介绍，他因癫痫病不定时发
作，劳动能力差，生活得不到保证。“张书
记到村里任第一书记后，特别关心我。”张
军营说，为了给他治病，张旭峰通过朋友
联系市中医医院精神内科的医生上门为
其诊治。谁知，治疗时他突然精神失控，
端着脏水泼向医生，并拿起棍棒乱舞，
打中张旭峰的头部。张旭峰不顾疼痛，
上前抱住他进行安抚。

“经过半年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我的病情明显好转，能够干一些体力活。”
张军营说，张旭峰和村里协商，为其安排
了保洁岗位，每月500元。

2017年底，市农村农业局在中和寨村

推行獭兔养殖，村里的贫困户和部分农户
与獭兔养殖合作社签订协议，享受“一免
一包一保证”服务（即免费提供技术服
务、按市场保护价包销售、保证成品兔及
兔崽利润），张军营获赠17只獭兔。2018
年他想扩大养殖，张旭峰帮其办理了5万
元的金融扶贫小额贷款，并帮忙注册了
家庭农场，办理了营业执照。同时，张
旭峰还带张军营到舞钢市等地学习养殖
技术。

“我不仅养獭兔，还养肉兔，现在共有
兔子近500只。”张军营说，除了养殖，他
还尝试从事肉兔成品加工销售，专门买
了一台饲料加工机，学会了网上销售。
现在，他每月通过卖肉兔、兔崽收入近
5000元。再加上每年的光伏产业扶贫项
目、金融扶贫补贴，算下来一年纯收入达
到3万余元，不仅顺利脱贫，还成了致富
能手。

獭兔养殖，他成致富能手

五月，麦香满天，沿着石香路前行，麦
田里一座座塑料大棚格外显眼。路边一
块牌上写着“中和寨产业扶贫基地”。走
进基地，棚连棚、棚挨棚，有的大棚里是绿
油油的青菜，有的则是菌类。

中和寨产业扶贫基地能在中和寨村
落户，张旭峰功不可没。据了解，张旭峰
任第一书记后，有次到县扶贫办送材料
时，正好了解到一名投资人想到村里搞生
态农业，张旭峰抓住了这个机会。随后，
不仅村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而
且企业还与村里签订了产业帮扶协议，吸
收该村贫困户到扶贫基地打工，男工每天
60元，女工每天50元。

2018年4月中旬，扶贫基地食用菌种
植急需用水，多处打井找水无果，附近河

流水质又不适合食用菌生长。得知附近
一村民家中有一口吃水井，水源较旺，张
旭峰多次找该村民商议，最终在保证正常
用水的前提下，村民答应引流。

目前，扶贫基地共有蔬菜大棚32个，
主要经营食用菌、娃娃菜等，40多位贫困
户在此上班。丁菊红就是其中之一。

当天见到丁菊红时，她正拿着小铲
子蹲在蔬菜大棚里除草，“地旺草长得也
快，天天都要锄。他们是按天结算工资，
一天50元钱。”

丁菊红今年50岁，丈夫因病干不了
重活儿，2014年他们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了助其脱贫，村里为丁菊红安
排了公益岗位，每月500元，后又安排她
到扶贫基地打工。

扶贫基地，助力大家脱贫

张旭峰（左）在扶贫基地蔬菜大棚查看蔬菜生长情况驻村工作队员（右）向游客介绍农家院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