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1日上午，郏县渣园乡渣园村西的新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
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滚圆的西瓜和甜瓜吊在瓜蔓上，散发着香甜的
气息。在此务工的贫困户正忙着摘瓜、搬运、装箱。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家门口干活儿每月也能拿到2400元工资。这一切还得感谢
我们有个致富带头人！”脱贫户李大趁说。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张洋在采摘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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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鲁山县马楼乡山岔口村一处农家小院里，一棵桂花，几盆铁树、栀子枝叶茂
盛。拄着双拐的张五放下手里的活儿迎上前来，淡蓝衣裙，笑容阳光而宁静。

经历了车祸、腿部高位截肢的变故，张五终于鼓起勇气，重新面对生活。2017年被识
别为贫困户后，她自强自立，一人打三份工，从清早忙到夜里。2018年底，张五家主动申
请脱贫。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张五全神贯注加工电子元件

创业就业 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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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强 点燃梦想

自强自立 一人打三份工

张五家的房子是2011年盖的，宽敞明
亮，白色的地砖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幅十
字绣八骏图。这是张五用了将近一年的时
间绣成的。

张五原本就是个要强的人，曾梦想开
个服装加工厂，虽然因为变故中止，但她现
在又有了新的希望。“电子加工厂要是开分
厂了，想着能不能接一下。以后还是得干
点啥，光靠打工也不中。”

张五家墙上贴着孩子们的奖状，“孩子

每次得了奖状回来，我都可激动。”张五说。
市残联教就部部长卢雪梅说，张五身

残志坚，“两口子都能干。只要肯干，生活
就不会差”。在前不久举行的全省自强模
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张五还获得了

“全省自强模范”称号。
张五爱花，院子里种着桂花、栀子、

玉兰，绿意盎然，一派生机。“等到八月
份，桂花就开了，到时候满院子都是香
的。”张五说。

开朗姑娘突遭变故

今年 36 岁的张五性格开朗，未语先
笑。2007年，已有了幸福小家的张五在村
口突遇车祸，昏迷了一个多月，醒来后发现
自己的右腿已高位截肢。

比起身体上的伤痛，更难捱的是心理
上的重创。

遭遇车祸后很长一段时间，张五过着
以泪洗面的日子。此前，她一直在福建一
家服装厂打工。车祸后，张五感觉生活毫
无意义。父母、村干部轮番劝说，再看看幼
小的孩子，张五强迫自己坚持下去。两三
年后，她慢慢走出阴影。儿子6岁时，她与
丈夫又添了个女儿，这让她有了继续生活

下去的勇气。
车祸之后，生活重担便落在张五的丈

夫身上。由于要照顾妻儿，不能外出打工，
他只能在附近找些零活儿干。2016年，女
儿4岁，张五四处想办法找些力所能及的
活儿干，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2017年，张五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针对贫困户的政策很多：社会保险、综

合保障、金融扶贫……每一项都列得清清
楚楚，孩子享受了“两免一补”政策，扶贫干
部、残联部门也经常上门慰问。残联还对
张五家的厨房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价值1.4
万元的假肢也已经适配好，方便她的生活。

拿起小小的电子元件，将两根导线分
别穿进孔眼里，用尖嘴钳子抻直，再反向从
另两个孔里穿回，前后不到半分钟。这样
的动作，张五每天要重复2000次左右。

张五的工作台就摆在卧室床边，是特
意改造过的。只要打开灯，坐在小小的工
作台前，她立即全神贯注。电子元件非常
小，但已经做得非常熟练的她基本不会出
错。凝视时间长了，揉揉眼睛；低头久了，
活动一下颈椎。

“早上5点半起床，趁着安静先干会儿
活。”张五说，等到7点做好饭，照看孩子吃
完并将孩子送到学校后，她才能继续干
活。加工一个元件能获得2.3分报酬，她一
天能挣四五十元，这份工作她已做了3年。

电子元件厂家在深圳，原本在村里有
一个代加工点，后来搬到了张良镇。张五

到镇上领了电子元件回来加工，做好后再
送回去，由代加工点寄回深圳。

除了加工电子元件，从2016年起，张五
还在村里的聚鑫蝎子开发有限公司打季节
工，提取蝎毒。这份活儿比较危险，用镊子
夹着蝎子尾巴对准瓶口，同时用轻微电流
刺激蝎子，使它吐出毒液。“有时候蝎子会
顺着衣服爬上来，等感觉到时就晚了，被咬
得扎心地疼。”这是份按量计酬的工作，每
提取一克毒液7元，后来涨到9元，张五一
天能提取十四五克，“一般两个月也能收入
五六千元”。

此前，张五还在村里的鞋子加工厂打
工，按件计酬，张五手快，一天能挣百十
元。不过，目前厂子还停着工。“哪儿有活
儿就在哪儿干。”2018年底，张五主动要求
脱贫。

对未来生活仍有信心

前些日子疫情缓解后，张洋就带领乡
亲们忙活起来。

“今年我们种了50棚甜宝、绿宝甜瓜
和玲珑、麒麟西瓜，从5月9日就成熟上市
了，目前已经实现收入60多万元。”张洋
喜不自禁。

“我们这里的甜瓜和西瓜足不出户就
卖上了好价钱，比普通瓜的价格高出 3
倍！”陈会娟自豪地说。

“您这儿甜瓜和西瓜都咋卖啊？”
“这两种瓜都是100元一箱，甜瓜每箱

重17斤，西瓜一箱20斤。”
5月21日上午，在新军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基地，听了张洋的介绍，又尝了尝
甜瓜，几位顾客眼睛笑成了一条线：“给

我们每人装 10 箱吧，回家让亲戚们都尝
尝鲜！”

一拨又一拨的顾客让销售员应接不
暇，张洋不得不中断采访上前帮忙，他说：

“2019年，我们实现收入 300多万元。今
年的甜瓜和西瓜还有一个月的采摘期，收
入不会比去年差！”

贫困户黄国强忙完了手上的活儿，跑
上前来帮助顾客装车，他笑着说：“我在这
儿干一年就增收近30000元！”

近年来，渣园乡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合作社+
市场+农户”模式，共发展特色果蔬种植
1200余亩，实现全乡464户贫困户产业带
贫全覆盖。

退役军人创业寻富路

瓜儿生金日子甜

瓜瓜照亮“钱程”

李大趁所说的致富带头人名叫张洋，
今年32岁，是郏县新军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2012年，张洋从部队退役回到老家渣
园村自主创业。他筹措资金400万元，流
转土地190亩，建设日光温室大棚82座，
成立了郏县新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优质甜瓜、西瓜和辣椒、茄子、茄瓜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张洋本想

着合作社会吸引大批村民前来干活，没承
想村民都作壁上观：有无能耐，挣到钱再
说事。

张洋没有抱怨。在技术人员的精心
指导下，他选择了甜宝、绿宝甜两个甜瓜
品种和玲珑、麒麟两个西瓜品种，采用牛
粪、鸡粪等有机农家肥和芝麻饼做肥料。
甜瓜和西瓜一上市便引起了轰动，一季下
来居然实现收入150多万元。

张洋创业成功，刺激了众乡亲，先后
有38名贫困户进入合作社就业，合作社
每个月带动贫困户增收 90000多元。张
洋还与村里的王和娃、冯明义、王发宽等3
个贫困户结对进行帮扶，给他们安排了3
个公益性岗位，让他们每人轻松实现年增
收3600元。

今年51岁的李大趁是渣园乡黄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因患病失去劳动能
力，一家 4 口生活困难。到合作社务工
后，张洋对她格外照顾，从未耽误过她照
顾家庭。李大趁一年干活儿不足10个月，
就增收20000元以上。2018年，李大趁光
荣脱贫，家里还盖起了4间新房。“这些年
在合作社上班真是好！”

今年 53岁的陈会娟是渣园村人，在
张洋的推荐下，她参加了郏县农业农村局

举办的农技培训班，之后进入合作社做技
术质量监督员，每天上班几个小时，每月
有2400元的工资。这份稳定的收入让陈
会娟家的生活发生了可喜变化，新房装饰
时尚，空调、冰箱、电脑、彩电等家电一应
俱全。她也像变了一个人，容光焕发，曲
儿不离口。

为了帮助村民致富，张洋把建设好
的大棚以每个 1000 元的价格租给村民，
他向承包户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销售
产品。

村民张军晓承包了7座大棚，在张洋
的技术支持下种植优质品种的甜瓜和
西瓜，除去各项开支，一季下来就有
35000 多元的纯收入。赚到钱的张军晓
买了新房，家具家电应有尽有，还买了小
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