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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篇民权篇（（88））

李玉生李玉生：：脱贫致富好如意脱贫致富好如意

“看，我家的鹅大不大？”

文/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贾若晨 刁志远 闫鹏亮 图/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魏文慧

帮扶感言

帮扶人：
驻村第一书记、民权县公安局花园派出所副所

长 张洪轩

脱贫攻坚工作在于求真务实，要从根本上帮助
群众脱贫致富。前提就是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因
地制宜找对门路精准发力，坚持不懈认真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群众要脱贫靠的是党建引领，抓党建促
脱贫，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采取让有能力想干事
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人去致富。

魏庄村坚持发展产业，以产业为支撑，以科技
为先导，大力发展产业，使群众有持续可靠的收入
来源，才能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不发生返贫现
象。山羊养殖、肉鹅养殖的成功更加激发了村民发
展产业的信心。接下来我将带动更多的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魏庄村概况

魏庄村距离花园乡政府2.5公里，辖区面积3平
方公里，辖4个自然村7个村民组，818户2522 人，
耕地面积2674亩，正式党员57名、预备党员1名。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2户148人，其中因病致
贫26户58人、因缺资金致贫2户8人、因缺技术致
贫12户32人、因残致贫14户40人、因缺劳力致贫8
户10人。预计今年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

魏庄村实施精准识别、精准推出、因户施策。
为因病致贫户全部办理慢性病门诊卡，使其得到基
本医疗保障；为缺技术户进行农业技术和就业培
训，拓宽就业渠道；为因残致贫户办理残疾证，使其
享受国家补贴，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为缺资金户申
请小额贷款，使每户增加分红收入3000元。

同时，为激发贫困户内发动力，魏庄村加强政
策宣传，通过每月一次谈心会促使贫困户树立主人
翁意识；通过发放赡养奖补、种植奖补、务工奖补，
以典型引路的方式引导贫苦户树立“勤劳致富光
荣，好逸恶劳可耻”的氛围，帮助贫困户提高自身

“造血”能力，走上致富之路。

相关链接

记者在采访李玉生

“玉生，啥时候再把地里的草给薅了？”10
月13日下午，看见李玉生，相熟的村民用开玩
笑的语气打着招呼。“不薅了，有花生秧了。”54
岁的李玉生笑着回应。一来一回，熟人之间又
玩了一次“薅草”的“梗”。从今年 3月份开始
养鹅，“薅草”就成了民权县花园乡魏庄村村民
李玉生与熟人间绕不开的“梗”。

为了饲养自己的千只肉鹅，今年，李玉生
又拿起了闲置多年的镰刀，开始在村前村后四
处出击，收割青草。别管谁家的地，只要是无用
的杂草，打声招呼他就大捆大捆地收割。从日
出到傍晚，前几个月里李玉生每天大半的时间
都在和青草“较劲”。一天少则四五三轮车，多
则十四五三轮车，满车他就赶紧运回家生怕耽
误了肉鹅长膘。熟人总逗他：“你这鬼子进村是
咋，都给薅干净了。薅恁多草，腰不疼了？”李玉
生则是笑着搭腔：“嗯，想挣钱能怕腰疼不？”

腰疼是李玉生的老毛病。因为腰椎间盘
突出导致腰部疼痛，他年纪轻轻就不能再干重
活了。加上妻子有心脏病，李玉生一家算是没
有了外出务工的机会，只能守着4亩多地过日
子。看病、孩子上学、……孩子越来越大，花销
越来越多，李玉生家的生活越过越差。2013
年，李玉生成了村里的贫困户。为了改变境
况，李玉生两口子也在努力想方设法多挣钱。
加上扶贫政策的持续帮扶，2016年李玉生一
家算是脱了贫。

虽然脱了贫，但李玉生家的经济条件距离
富裕还有段距离。为过上好日子，李玉生也在
动脑筋，可想来想去总也想不出个门路。“咱这
没文化不行，没思路，想得脑子疼也想不出个
好法。”对于饲养肉鹅这个思路，李玉生把功劳
归在驻村第一书记、民权县公安局花园派出所
副所长张洪轩的身上，“都是张书记给出的点

子，他网上找的法！”
脱贫不脱政策，自 2018年成为驻村第一

书记开始，张洪轩就在为李玉生一家的致富费
脑筋。“他们不能干重活，抗风险能力也差，得
选个好项目才行。”张洪轩说，为选项目他把大
量休息时间用在信息查询上，最终选择肉鹅养
殖这个项目。选好项目，张洪轩又联系好了销
路和防疫；在民权县公安局扶贫养殖基地里给
李玉生选了块能建两个养殖大棚的地方；接着
帮助李玉生通过金融扶贫申请了 5万元小额
贷款作为启动资金；最后拍着胸脯保证“赚了
算你的，赔了算我的”，坚定了李玉生的信心。

今年 3 月，李玉生两个养殖大棚落成，
1000只鹅苗全部到位。张洪轩、李玉生两人
商量后选择了纯天然的养殖方法，不使用人工
饲料，只选用豆粕、青草、麸子这类天然饲料，
把肉鹅 75天的出栏时间延长到半年以上，以
保证品质。从这时起，李玉生开始了疯狂割草
的生活。

“这个好，上谁家地里薅草人家都愿意。
养出来的鹅肉好吃，价格比市场价还高一倍。
鹅粪上地，地里的玉米、花生长得好。”“收了玉
米就不薅草了，花生秧、玉米都能喂。”不经意
间，李玉生实现了循环经济，实现了利润的最
大化。短短几个月时间，李玉生已有了超万元
的收入。“这才卖400多只，都卖完了今年肯定
能挣两万。”李玉生信心很足。

传统文化里，因为“鹅”与“我”谐音，大白
鹅便有了“我如意”（“鹅如意”）的美好寓意。
如今的李玉生日子也是越来越如意，越过越顺
心。“前几天张书记还和我商量，说明年分批
养，错开时间，不再一次上 1000只，这样上市
期分开，利润更大。”说起未来，李玉生充满了
期待。


