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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2岁的王晓鹏是个踏实能干
的小伙子，也是村里的“脱贫之星”。
2018年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

忙的时候才回家。“家里有8口人的地，
单靠种植挣不了多少钱，只能到外面打
一些零工。”王晓鹏说，照顾孩子和老人
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妻子身上，他心里很
不是滋味，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后
来，村里和驻村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积
极引导他发展养殖，并为他联系销路，
为王晓鹏一家实现脱贫增收找到了好
出路。现在，他家里养了30多只羊和
一些柴鸡，不出家门就有人收购。

“发展畜牧养殖产业，是帮助贫困
群众脱贫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

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就需要采取不同
的帮扶办法和手段。”平煤神马集团天
通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电力公司）
驻苗庄村第一书记张永浩说，他和两名
扶贫队员已经驻村两年多，对这里的情
况相当了解：苗庄村有186户745人，有
3个自然村，耕地面积 1100余亩，目前
建档立卡贫困户56户。为尽快带动贫
困户实现脱贫增收，他们联合村干部挨
家挨户地了解情况，为农户发展种养业
提供相关的技术、信息以及政策方面的
帮扶等，激发农户对现代农业种养技术
的求知欲。村民种植的红薯、玉米、花
生，养殖的鸡、羊等，通过企业消费扶贫
产品对接会兜底收购。据统计，在 10
月份该公司承办的一场消费扶贫产品
对接会上，苗庄村村民积极参与，仅仅
两天，现场零售＋企业采购销售额就达
到3万余元，加上之前两场消费扶贫产
品对接会，村民总计收入近20万元，带
动了近20户贫困户增收。

因地制宜发展惠农经济

苗庄村地处丘陵地带，除了小麦、
玉米等常见粮食作物外，还有一片艾草
种植地。“虽然艾草种植面积只有 52
亩，却是我们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一
项，也为不少留守妇女和闲散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机会。”据夏李乡葛庄管理区
区长、苗庄村党支部书记彭冰阳说，为
了种艾草，天通电力公司和村里共同筹
措了 7 万元，到山东考察、挑选品种。

“因为没有经验，都是摸索着来，我们
这里都是山岗子地，缺水，还专门挖了
一座用于施肥、灌溉的蓄水池。”这期
间，他们遇到了不少难事，尤其是在流
转土地过程中，不断与村民沟通，一家
至少跑三四趟，因为如果不能连片种
植，后期管护起来就非常麻烦。

彭冰阳表示，艾草是一种耐旱性很
强的植物，一年可以收割两三茬。从
2018年开始到现在，艾草种植收入全部
用在了村民劳务支出和公共设施的维
护上。村民得到收益，自然也更支持村
里的决定和发展。“目前，村里正和驻村
企业筹划着花椒种植项目，已经流转了
40亩土地。”

在村委会东北不远处还有一个名
为“三人行”的纸箱包装公司，虽然门头
不大，但业务来自四面八方，工人们正
在生产车间认真地操作每一道工序。

“我们是去年被村里招商过来的，
虽然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但村里
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创造了良好的经
营环境。有好几次，驻村第一书记还充
当推销员，给公司拉来了业务。”该公司
负责人董向辉说，公司现有13名工人，
其中7名贫困人员都是村里和驻村企
业推荐而来的，干活非常卖力。

女工杨秀琴已经在这里干了半年，
她说自己每个月可以拿到 1000 元至
2000元工资，“劳动强度不大，关键是
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我愿意长
期干下去。”

苗庄村：因地制宜发展惠农经济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最近身体咋样？今年花椒还行
吧？有啥困难不？”11月13日，王晓娜来
到宝丰县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贫困户
张改家，详细询问她家最近的状况。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王晓娜就会来
贫困户家里走访慰问，并帮助他们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今年42岁的王晓娜是观音堂林站
的宣统委员，同时也是一位社科扶贫宣

传员，自2019年 10月上任以来，她一直
在观音堂林站18个大大小小的村落间
奔波。

尽己所能帮扶贫困户

“这段时间在大石扒村多一点，几
乎每天都要来一趟。”王晓娜说，主要工
作是入村宣传脱贫政策，完善贫困户资
料，对所有村档、户档进行再审核、再筛
查，防止贫困户返贫。

69岁的张改是该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患有高血压，需长年服药。75岁
的老伴李同玉患有脑梗，老两口靠种地
生活。自从村里开始种植花椒，老两口
也在自家的荒地上种了花椒。

“以前不懂这些扶贫政策，晓娜经
常来给我们讲，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奔
头。”张改高兴地说，现在村里路修得可
好了，还有路灯，家家户户都通自来水，
这以前想都不敢想。

“每次到贫困户家，看到他们的笑
脸，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和满足。”王晓娜
说。

从张改家出来，王晓娜又来到该村
集体经济发展扶贫车间，只见一排排白
玉木耳菌棒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工作
人员正在一边观察菌丝的大小，一边控
制室温。

“今年产的2000多斤白玉木耳全
部卖完了，带动村里20户贫困群众每
户每月增收2000多元。从晾晒、烘干
到包装，晓娜没少操心，隔几天来一趟，
还帮我们宣传。”该村党支部书记李老
九说，遇到啥困难只要给晓娜一说，她
就会跑前跑后帮忙，有时候还请专业老
师来给村民进行花椒、果树种植技能培
训。

希望村民过上好日子

观音堂林站位于宝丰县西部山区，
缺少水源，土地贫瘠，群众自我发展能
力较差，贫困发生率较高。该林站 18
个行政村中，有17个是省级贫困村，贫
困人口2107户 6290人，是全县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也是王晓娜工作的重中

之重。她通过入户走访、走进田间地
头、帮助贫困户整理庭院、送戏下乡等
方式把更多的扶贫政策、脱贫攻坚知识
带给群众。

今年48岁的胡进宝曾是滴水崖村
西组的贫困户，村干部和驻村帮扶队员
为他量身定制了详细的帮扶计划和帮
扶措施，送他去参加花椒种植技能培
训，帮助他发展花椒产业。学有所成
后，胡进宝承包了村里150余亩荒山种
植花椒，并搞起了林下养殖，用勤劳的
双手脱贫致富。目前，有 10多名贫困
村民在他的花椒种植基地里长期打
工。

王晓娜把胡进宝脱贫致富的事迹
写了出来，在入户走访时对其他贫困户
进行宣讲，以此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

80岁的高玉是金庄村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今年2月，王晓娜到该村指导
疫情防控时，询问高玉有什么需要，高
玉无意间说绿豆清热败火，但家里没有
绿豆了。于是，王晓娜到处跑着买绿
豆。由于疫情，超市都关门了，王晓娜
跑了5家超市才买到十几斤绿豆，这时
天都已经黑了。她又返回该村，把绿豆
放到防疫点，让值班人员一定给高玉送
去。

提起这些，王晓娜说：“其实我做的
都是小事，作为一名社科扶贫宣传员，
尽我所能帮助大家，通过扶贫宣传让他
们了解更多扶贫优惠政策，帮助贫困户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希望他们
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王晓娜：“希望村民过上幸福日子”

张永浩（右）正与村民交流畜牧养殖信息

王晓娜（左）在大石扒村集体经济发展扶贫车间查看白玉木耳菌棒的生长
状况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这两年，除了侍弄家里的几亩田
地，我还发展养殖，不仅脱了贫，日子
也越过越有奔头。”昨天，在叶县夏李
乡苗庄村，等着给羊打疫苗的王晓鹏
跟记者拉起了家常。

精准帮扶提高农户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