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1.18 星期四 编辑 张满
视觉编辑 王玉 校对 侯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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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一早，记者刚到王战根
的“小村之恋”农家院门口，院内两
只小狗瞬间冲了过来，蹦跳着往人
身上扑，很是亲昵。

39岁的王战根是卫东区东高皇
街道岳家村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回
到平顶山市工作。去年，他辞职回
乡，在岳家村开了一家生态农家
院。如今，这里不仅经营得有声有
色，也成为鹰城残疾人丰富精神文
化的场所。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许多残疾
人也在稳步向前。为了巩固拓展残
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示范引领
带动作用，近日，市残联、市乡村振
兴局授予我市 11 位残疾人“乡村振
兴 自强有我”典型代表称号，并予以
通报表扬，王战根就是其中一位。 微薄之力点燃生命之光

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散发出
木头的香气，会客室里温暖如春；院
里的棚架下，刚经过雨雪的地面凝
了一层冰霜；院里树木很多，一棵橘
子树上尚有两个未摘的橘子坠在枝
头，覆着薄冰，平添了几分画意。虽
是冬天，王战根的农家院里让人感
觉又暖又美。

弹吉他、弹琴，种满橘子树、桂
花树、栀子的院落，会客室里悬挂的
多幅字画……彰显着王战根骨子里
的文人诗意。他又很务实，有想法
又有行动，言谈间让人根本注意不
到他右手的残疾。

1岁多时，王战根的右臂被卷进
轧面条机里，抢救后右手失去了3根
手指。成长中难免会遇到异样的眼
光，从开始的难受到渐渐接受现实，
他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如今，他右
手大拇指根部很灵活，双手都能写
字，“生活影响不大”。

高中毕业后，王战根考入山东
大学，学习机械制造机器自动化，毕
业后继续读研，其间结婚生子。
2012年研究生毕业，他原本到济宁
一家企业从事机械设计工作，但体
检时对方得知他手部残疾，拒绝他
入职。王战根考虑之后，带着妻儿
回到平顶山市工作。

“我读研的专业是物流，很多人
不了解，觉得不是开大货车就是送
快递的。”王战根说，其实物流最基
本的功能是仓储运输，快递占比极
低。他应聘到我市一家物流公司从
事物流园区规划设计工作。2015
年，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成立，王战
根任秘书长，后来又到高新区临港
物流产业园区担任招商部长，其间
还曾担任残疾人专职委员。2021年
底，王战根被高新区选派到浙江省
嘉兴市秀洲区挂职锻炼。

“我对江浙地区的农村非常感
兴趣，大开眼界。”王战根说，当地每
个村都有自己的产业，不仅建得漂
亮，各个村的文化底蕴也很深厚，几
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他原
本就一直有回农村发展的想法，这
次更是决定“到更能发挥自己作用
的地方创造更多价值”。2022年，他
辞去高薪工作，返乡创业。不少人
为他感到可惜，但他对家乡的热爱
刻在骨子里，觉得一切都值得。

幼时致残，仍积极奋进

王战根在岳家村老家的宅基地
空置着。家人早已移居市区，房子数
年没人居住，院里荒草长得很高。他
决定把这里改造成农家院。2023年
4月，“小村之恋”农家院开张。

小院如何定位？王战根觉得，毕
竟离市区比较近，有居住需求的人不
多，基本都是来这里吃顿饭，休闲娱
乐，放松身心。所以，用“生态农家
院”来定义更合适。目前，小院以商
务招待为主，菜品少而精，质量高定
价却不算贵，人均50元。

和王战根交谈，能感觉到他最大
的特点是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一切

“慢慢来”。
做农家院，食物好吃是根本。从

一名厨房小白开始，练刀功、摸索尝

试，王战根请来师傅传授技艺，从互
联网上查资料，不断学习、演练和改
进。

店里的特色菜“飞燕全鱼”菜品
造型就像一只飞起的燕子，栩栩如
生；一块儿长宽均约10厘米的方形五
花肉，切成两毫米厚的带状，绵延三
四米而不断，卷绕放入塔状模具内取
出，成品“宝塔肉”令人称奇。“菜不但
要好吃，造型也要精致。”

“谁说农村做出来的菜就一定非
常土？”快节奏时代，人们已经很难沉
下心来做一件事，但王战根依然是

“慢节奏”，必要时，可以花一天时间
做一道菜。“飞燕全鱼”原本是一位鲁
菜大师在烹饪大赛中夺冠的作品，王
战根从学习这道菜到推出，试了16条

鱼，如今已是每桌的必点菜。农家院
的接待能力有限，但吃过的几乎都成
了回头客。

“马上到龙年了，打算上一道新
的菜品，把鲤鱼做成龙的形状，正在
不断尝试。”他说。

客人不是每天都有，但王战根并
不着急。“我打算至少用一两年时间
沉淀，找准定位，原本就做好了起步
阶段倒贴的准备。”王战根说，目前每
个月的营业额能支撑一个家庭的开
支，已经超出预想。

王战根还拥有一个鸽子养殖基
地，育有1万对鸽子。鸽子蛋每只售
价五六元，多销往南方，十分抢手，需
要提前预订；鸽子粪加工成花肥，总
体经济效益很可观。

慢慢来，踏踏实实稳步前行

2023年5月，卫东区残疾人沐光
艺展中心在王战根的“小村之恋”挂
牌，卫东区残联捐赠了笔墨纸砚、书
籍等，如今，会客室、餐室墙上悬挂着
十几幅字画，除了我市书画名家，还
有我市残疾人的作品。

残疾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
精神需求同样重要。如今，沐光艺展
中心已经成为鹰城残疾人固定的活动
场所，大家可以在这里创作、学习和交
流。王战根也会定期组织活动，读书
分享、诗歌朗诵、书画展示……进一

步丰富了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认为，对于残疾人来说，残疾

人书画存在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书画
本身，更是让我们在书画的世界里追
光，谱写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王战
根说。

王战根对我市的历史文化一直
很感兴趣，2018年加入市应国历史文
化研究会。小院门口挂着一块“平顶
山市应国历史文化研究会乡村振兴
专业委员会”的牌子，王战根是委员
会主委。在他居住的岳家村，岳姓村

民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后，村里还有包
公祠、连理树等文化资源，本地历史
文化值得深入挖掘。

王战根还有一个“宏愿”：带动本
地经济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尽绵薄
之力。今年，他计划承包10亩（1亩≈
666.67 平方米）地打造“共享菜园”，
以鸽粪为肥，遵循原生态、无污染的
方式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
形成生态循环。同时，放养一些禽
类、黑猪等，吸引城市居民来休闲、娱
乐，还可以选购加工好的原生态农产
品带回去。

“产业足够丰富，来的人多了，就
有更多吃饭、游玩的需求。村里开设
更多个性化农家院，每个小院的特
色、口味都不一样，可以为村民增加
收入。”王战根说，也希望自己的小院

“试水”之下，起到一个打样的作用，
逐渐拉动整个村子的经济增长。

“战根学历高，也很有想法、有行
动力。”卫东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王国胜说，王战根自强自立，是乡村振
兴路上值得嘉许的残疾人榜样。“他很
有雄心壮志，农家院位置好，依托山顶
公园建设的东风，未来可期。下一步
他有打算或计划，需要我们残联支持
的，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

只要努力，微薄之力也会发光

王战根：

1 月 17
日上午，王战
根 坐 在 会 客
室 的 壁 炉 旁
弹吉他。

王战根
和 爱 犬 玩
耍，两只狗
狗争相“求
抱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