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辉，你看看咱这圈里的羊咋样，
之前因为羊生病死了好几只，这下也
不敢多买了。”

“现在市场行情变化快，买羊得等
价钱合适了再出手，尤其是这张嘴儿
的牲畜，喂养要精心，疫苗也要定期注
射……”

12月 14日下午，阳光正好，往地里
送粪归来的雷学军遇上了舞钢市尚店
镇顶门村党支部书记雷辉，俩人当即聊

起了养羊的事。

回乡创业

44 岁的雷辉性格直爽，中等身
材，是个思想活跃又有闯劲的人，早年
他曾外出打工，做过制衣厂工人，干过
建筑，并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和经验
开办了公司，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事业有成的他回村看到村民仍从事传
统的种植、养殖产业，而这些只能解决
温饱，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带领乡邻共

同致富。
“其实，农民增收的路子不多，大

多是靠种植、养殖，要想在这方面致
富，则必须走产业化、规模化路子。”雷
辉说。

顶门村地处丘陵地带，辖5个自
然村共304户村民，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45户，属于深度贫困村。“2011年
刚回村时，这里的道路还没有完全硬
化，各项基础设施薄弱，青年劳动力外
出打工，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生
活很苦。”雷辉说。为了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他率先从江苏买回800只品种
羊，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了9
名社员。

从干建筑到发展绿色养殖，从一
个“门外汉”变身为“养殖能手”，雷辉
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他都凭着不服
输的劲头努力克服了。与此同时，他
还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无偿传授给村
民，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子的几十户村
民走上了养殖道路。

助力脱贫

雷学军的养殖场不大，虽然只有
几十平方米，但打理得井井有条，东、
南两排羊圈里，羊儿个个膘肥体壮，吃
得正欢。雷学军说：“之前已经卖了10
多只，现在大大小小还有50多只，出
栏后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为帮助雷学军养好羊，雷辉不仅
将自己的养殖技艺倾囊相授，还协助

他申请了小额贷款，积极上门落实各
项扶贫政策。2017年，村里实施“六改
一增”，雷辉与其他村干部一趟趟地往
雷学军家跑：修缮房屋、搭建卫生间、
配送生活器具。雷学军感激不已，重
燃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干活也有劲
了。通过养殖，今年他又成功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眼见雷学军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雷辉心里也有很多感触。他说：“学军
家情况特殊，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有精
神障碍，再加上要照顾老人和上学的
孩子，出不了远门，只能在家租地种瓜
维持生活。即便如此，他‘不等、不靠、
不要’，有一股子拼劲，想要实现脱贫
的精神很让人敬佩。”

发展产业

在雷辉的努力下，村里先后有了
光伏发电、车间租赁、鸽子代养分红等
产业，村集体每年有了10多万元的经
济收入，村内事务、公共设施维护、公
益性岗位支出有了固定来源。“现在村
里有20多个保洁员公益岗位，月工资
390 元至 800 元不等，均安排了贫困
户。”该村党支部委员郭书淼说。

在村委会西边的恒源制衣公司，
几十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一批衣
服订单。女工马文杰说，她被村里推
荐来这里工作已经两个月了，早上8
点上班，中午和晚上公司管饭，每月工
资有保障，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

雷辉：为乡邻 开增收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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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亚（左）和宋国召在种植园内查看葡萄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12 月 16 日上午，户外寒风瑟瑟。
高新区遵化店镇北陈庄村河南澳亚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园内，几十名工
人忙着剪枝、疏浚管道、培土灌溉……
58岁的张明亚穿梭在园区内，虽然只
穿着一件薄外套，但头上已经渗出了
汗珠。

单位破产下岗艰苦创业

今年 58岁张明亚出生于北陈庄
村，1979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次年在叶
县化肥厂参加工作，端上了“铁饭
碗”。不料，1998年单位破产倒闭，才
36岁的张明亚下岗了。

“下岗对我就是个晴天霹雳，好长
一段时间想不开。”张明亚说，当时他
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
柱，没有了工作，瞬间觉得无地自容。

“痛定思痛，我决定趁着年轻自己干一
番事业。”

张明亚与同样下岗的朋友外出承
揽工程，搬砖、和水泥、砌墙……风里
来雨里去，几乎干遍了建筑工地上的
工种。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就是
要干出点名堂来。我们每个人背后都
有几张嘴等着吃饭，不能让他们失
望。”张明亚说。

正是凭借着这股劲头，张明亚的

工程队逐渐在业内站住了脚，随后还
成立了拥有多项施工资质的实业有限
公司。

回乡种葡萄携众奔小康

2011年，在外闯荡了十多年的张
明亚响应“振兴乡村”的号召，返乡再
创业。北陈庄村位于沙河北岸，张明
亚经过考察发现，当地水资源丰富，土
壤半沙半土，适合种植果树，于是成立
了河南澳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遵
化店镇政府的支持下流转优质土地
200多亩，准备种植优质、无公害品种
葡萄。

钻研葡萄种植技术，四处参观学
习，经过反复试验，张明亚终于在老家
的地里种出了又香又甜“玫瑰香”葡
萄。成功后不忘乡邻，他又手把手将
葡萄种植技术无偿传授给村民。在张
明亚的带领下，村里不少农户放弃了
传统农作物种植，开始种植品种葡萄，
经济收入显著提升。

“提起老张，村里没有一个人不伸
大拇指。”北陈庄村党支部书记宋国召
说，2017年村里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即
将开工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张明亚
二话不说，捐出10万元现金作为项目
的启动资金。他还先后垫资100多万
元为村里修路、绿化和建造标准化卫
生室，使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后来，
张明亚还在村里的支持下建起了温泉

洗浴中心。每到冬天，他都为村里70
岁以上老人发放洗浴门票。

2018年，张明亚又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流转了800多亩土地种植绿化
苗木。园区正常运营所用的50多名
工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村民。

“地里的活儿不重，我和伙计们已
经干好几年了，一般每天都能挣个五
六十块钱。”临近中午，62岁的张民生

扛着铁锨收工，准备回家做饭。他说，
没想到上了年纪还能在家门口找份工
作干，给孩子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人心向善，总有福报。我是在农
村长大的孩子，现在也上了年纪，要回
来为咱农村做点事。”张明亚说，如今
的乡村是创业展身手的大舞台，他要
坚持干下去，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带领乡邻致富奔小康。

张明亚：返乡再创业 携众奔小康

雷辉（左一）在恒源制衣公司制衣车间了解村民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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