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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宜（右一）指导村民种植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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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这棚芹菜长势不错，颜色、口感
都不赖，就是那座棚里的蒜苗有点儿
缺水，需要补充水分。”1月12日，天气晴
暖，鲁山县背孜乡上孤山村一座蔬菜
大棚内，该村产业发展指导员李宗宜
与村民王文献谈论着蔬菜种植情况。

今年 34岁的李宗宜是鲁山县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2018年被单位选
派到背孜乡上孤山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2019年被选聘为上孤山村产业发
展指导员。

打造集体经济收入

上孤山村位于鲁山县西北部，属
偏远山区，全村404户 1511人，集体经
济薄弱。2019年初，李宗宜争取到项
目资金，引导村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由村集体提供树苗，以入股分红形
式鼓励村民栽种果树。

“今年秋季果树就会有收成。”在
上孤山村民委员会西南山坡上，望着
一大片桃园和梨园，李宗宜信心满满
地说。

2019年 5月，李宗宜再次争取项

目资金建设了 20 座香菇大棚，希望
租给村民发展食用菌栽培。由于种
植香菇资金投入多，村民持观望态
度，李宗宜在村两委帮助下个人投资
20余万元将大棚全部租下，然后雇佣
村民到大棚种香菇，用实实在在的效
益打动村民。看到种香菇能赚着钱，
不少村民找到村干部，要求承包大棚。

“原来我给李书记打工，现在我自
己种香菇。”62岁的村民王拴金说。

20 个大棚每年可为村里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5万元，加上合作社和光
伏发电站的收入，该村集体经济收入
每年可达15万元左右。

鼓励村民发展产业

为帮助村民脱贫增收，李宗宜走
村串户宣传国家相关优抚政策，鼓励
村民发展产业。

“不是李书记帮助，俺家现在也翻
不了身儿。”脱贫户刘占军感激地说。

李宗宜多次找刘占军，给他讲解
扶贫政策，给他算账，告诉他无论养什
么、卖多少钱都是自己的，还能拿到每
年最高8000元的种养奖补。刘占军
最终决定养羊，目前羊群已发展到50
多只。

在李宗宜多次劝说下，2019年春，
贫困户王书平发展果园20多亩，还养
了一群猪，不仅摘掉了“穷帽”，还成了
村上的致富之星。

村民王闯女儿上大学，儿子智障，

妻子聋哑，李宗宜联系爱心人士解决
了他女儿的上学难题，又帮助他申请
了2万元小额扶贫贷款，让王闯发展
养羊。在李宗宜的帮扶下，王闯一家
逐渐脱贫，走上致富之路。

帮助解决技术难题

2018年底，村民王文献种植的大
棚蒜苗出现枯萎病，李宗宜连忙联系
单位农业专家前往进行技术指导，发
生病变的蒜苗很快“起死回生”。

2019年春，王文献饲养的 200多
只兔子突然出现抽搐、厌食等症状，李
宗宜立即联系县畜牧局专家前往诊
治，很快控制住了病情，感动得王文献
不知道说啥好。

时下，正是香菇种植和收获的时
候，也是李宗宜最忙的时候。“近段时
间几乎天天在这里，因为种植香菇得
制种，这是个细发活儿，不能有一丝马
虎。”在上孤山村香菇种植基地，李宗
宜一边查看香菇生长情况一边说，有
的村民刚学会种香菇，经验不足，所以
得给予技术指导。

“李书记对上孤山村帮助很大。”
56岁的上孤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其娃
说，李宗宜不仅引领群众致富，还为该
村争取了上千万元的扶贫项目，特别是
村上数年前建设的一座大桥，因为存在
纠纷一直无法使用，经李宗宜出面协
调，村与村之间的“瓶颈”终于打通，村
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李宗宜：致富路上引领人

□本报记者 施歌 文/图

“小心点，别伤到树根。”1月 4日
中午，叶县龙泉乡小河郭村党群活动
中心西侧田野里，该村产业发展指导
员张国顺忙着指挥村民补种楸树苗。

走进小河郭村，水泥道路宽阔平
整，街道干净整洁，群众文化广场上，
舞台、音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谁会
想到，十几年前，这曾是一个负债累累
的深度贫困村呢。

返乡带领村民奔富路

小河郭村位于叶县东南部，无国
道省道过境，交通不便，292户村民里
88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58岁
的张国顺1995年任村委会主任，2007
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

在乡邻眼中，张国顺是个心眼儿
活泛的能人，他早年跑过运输，曾在珠
海市成立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是村里
最先致富的一批人。“自家日子过得宽
裕了，时间长了，心里总觉少点儿啥。
一家致富不算啥，共同富裕才幸福。”
说起当初返乡创业的初衷，张国顺依
然感慨不已。

初任村主任，看到账本后，张国顺
“心里一凉”。“负债18.88万元，我到现
在对这个数字印象还特别深刻。”张国
顺说，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直到
2015年，村里的外债才全部还清。“原
来村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村里的
道路泥深水大，一下雨出不了门。因

为这，外村姑娘都不愿嫁到小河郭。”
要致富先修路。为了彻底扭转这

种局面，张国顺一趟趟往乡里县里跑，
申请专项扶贫资金整修村内主次干道
3368米、排间道4389米，村内道路全
部得到硬化，人居环境大为改观。

改变村集体单一收入

小河郭村以往都是种植大豆、玉
米等传统农作物，村集体收入单一。
为改变这一现状，2018年，张国顺带领
村委建起扶贫车间并将其租给河南俊
辰工贸有限公司，一年租金4.8万元。
同年，村里又流转土地 13亩，由上级
扶贫机构出资建成光伏电站，每年为
村集体增加收入6万元。

通过不断考察学习，多次赴郑州
向省林业厅专家请教后，2018年11月，
张国顺决定在村里引种楸树。楸树
树干直、材性好、不易虫蛀、耐寒耐
旱，经济价值较高。为了打消村民顾
虑，张国顺率先在村里流转30亩土地
种植楸树，并郑重承诺，要把种楸树的
利润作为村集体收入，让全体村民共
享收益。

去年，尽管受疫情影响，张国顺仍
然卖出了近10亩的楸树苗。下一步，
他打算继续扩大楸树种植面积，尽快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帮助村民打工脱贫

在贫困户的收入结构中，务工收
入占很大比例。张国顺发挥自己人脉

优势，为贫困户多方联系就业岗位。
今年 38岁的脱贫户陈松叶父亲

早逝，母亲常年患病。张国顺将陈松
叶介绍到小河郭村附近的木门厂打
工，每月收入 6000 多元。家里的经
济条件改善了，陈松叶娶妻生子，家
里还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房。“要是没
有张书记的帮助，就没有我如今的好
生活。”提起张国顺，陈松叶心存感
激。脱贫户王军合和王春阳也在张国

顺牵线搭桥下找到了工作，通过打工实
现了脱贫，家里买了车盖了房，每天开
车上下班，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

对于今年的打算，张国顺说，他
将与村两委成员一起，继续拓宽村
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考虑以“村集体
出资+村民入股”的形式发展双菇种
植，让村民在增收致富的路上越走越
稳。

张国顺：共同致富才是真幸福

张国顺（左三）指导村民补种楸树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